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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豫东中学诞生于抗日烽火、成长于

解放战争枪林弹雨之中，曾随军游击于冀、鲁、豫边区30佘县的广

大农村。全体工作人员和学员，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完成了上级党所

交给的光荣任务。给晋、冀、鲁、豫培训了一大批党、政、军基层干

部，为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建立新中国、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告慰先烈、激励团结同志，搞好祖国“四

化”建设，故撰<志>以记之。

陶均安

1992年2月12日于安徽·合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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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烽火中诞生的豫东中学

(代序言)

杨静琦

抗日战争爆发后，至1938年6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我省的商

丘、开封等城，蒋介石以水代兵，派兵扒开花园口大堤，黄河改遭。

涛涛黄水一泄千里．把豫东平原分割为水东、水西。水东地区在我党

领导下。以睢、杞、太(康)县为中心．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这

一地区，北临陇海铁路，南跨新黄河。东、西又有开封、商丘两日伪

据点钳制。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我们处于日、伪、顽、会、匪杂处

的环境中。豫东中学就诞生在这块抗日游击根据地中。

豫东中学的全称是：水东抗日联防办事处蟹冀鲁豫军区十二分区

豫东中学。1941年曾筹备建校。但因当时斗争极端尖锐，环境艰苦，

学校无法生存，旋即停办；1944年7月1日又恢复。复校之韧在太康

县北武旗村。建枝的宗旨是：为豫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准备干部、培

养干部。因鉴于当时的斗争环境．采用“豫乐中学”的名称。当时我

们的政权都是采用的较为灰色的名称。如专署nq“水东抗日联防办事

处”，以有利于自己的发展。豫东中学的名称。也是为了便于招收学

生，吸引青年参加革命。豫东中学发展规模最大时，有师生员工四百

多人。学员来源，一部分由部队转来。如从新四军四师、水西地区、

魏风楼部曾转来部分年纪小不适宜在部队工作的学员；～部分从农村

青年中招收；绝大多数是坚持睢杞太地区的党政军干部的子弟。因为

这一一地区斗争残酷。一人革命，全家生命难保，干部子弟需随军，还

—— l——



有全家被杀害了的烈士子弟，无处存身，都进入豫东中学，由学校带

领打游击，使部队减轻了后顾之忧。豫东中学学员共分五个大队，三

个普通队，一个武装训练队，一个师训队，还附设有抗属小学。干部

和学员都是享受供给制，学员为战士待遇。都发武器，干部带短枪，

学生扛长枪，年纪小的和女生带手榴弹。学校没有固定的学制，学生

年纪稍长、前方工作需要就分配工作。学校由校长负责领导，初复校

时，校长由民主人士孟枢桓和水东抗日联防办事处主任崔挺(薛朴

若，解放后为武汉市市长)、郑竹斋(郑华，冀鲁豫军区十二分区政

治部主任，解放后为商丘地委书记)兼任。1945年8月。地委任命

冯纪汉为专职校长(崔、郑从此不再兼任)，另有副校长郑健。下设

教导处，陶均安、续凯(女)等前后任教导处主任；训育处，殷国良

等任训育处主任；总务处，宋汝珍、汤振明等任总务处主任。一队

(后称班)班主任为孙明甫、刘祥熙(后牺牲在杞县)；二队班主任为

高飞、谢青梓、刘更生等；三队班主任为杨静琦(女)；武装训练队

班主任为杨振锋；师训队班主任X X X；抗属小学校长为李道生、王

治国等。学校教师和工作人员有康静、程玉莲、苏钦、陈飞仙、薛畅

若、霍传恭、赵惜范、孔庆杰、王延洲、王实业、王洽训、张子敬、

任兴舟、王爱民、田桂梅、王云生、张伯英、刘俊书、吴四、刘义

田、牛立国、虎林等四十多人。

豫东中学从1944年7月1日恢复，至1948年11月淮海战役中，

学生大部分分配了工作(只有十几个年龄小的留校，与雎县中学合

并、后又并入商丘中学，但仍享受供给制待遇)。豫东中学的建置随

之结束。她走过了四年又四个月的战斗历程，完成了历史使命。豫东

中学在党的领导下。其大部分时间是在冯纪汉校长的带领下渡过的。

她是一座革命的熔炉，发挥了学校的作用，为党为人民培养了人才。

但她是在非常的历史条件下生存下来的，她生活在斗争极端残酷的战

争环境中，她虽然是学校，但她首先是一个战斗队，在四年又四个月

的征程中，活动于陇海路南北两侧，战斗在从老黄河到新黄河的豫东

和鲁西南的广大地区。南征北走，东西穿插，往返迂回，足迹遍及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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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鲁西南三十多个县。在战斗中求生存。在战斗中保存了有生力

量。其次，她是一个工作队、宣传队，豫东中学的复校之始，就参加

党的中心工作，如参加大生产运动、夏征、秋征工作。1947年后，

在鲁西南两次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在历次运动中和节日、纪念日的活

动中，出色地发挥了宣传队的作用。从校长、教师到学员都登台演

戏、唱歌、扭秧歌、打霸王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对群众进行阶级

教育。再次，她在战争和参加中心工作的空隙中学习理论，学习党的

方针政策，也学习文化课。特别是注意对学员的组织纪律教育。尤其

是群众纪律的教育。因而，豫东中学从校长、教师到全体同学，是一

个同生死，共患难，团结战斗的集体。

豫东中学是一个战斗队。

为什么豫东中学要成为一个战斗队呢?这是她处的特殊的历史条

件决定的。她生存在日、伪、顽、会、匪“五鬼”闹中原的水东抗日

游击根据地里，而不是一般的较巩固的根据地；抗战胜利后，水东地

区更处于解放战争的前沿阵地，“寸土必争”的焦点之区，敌我争夺

拉锯，我们的部队天天打仗，夜夜行军，学校那有栖身之地?因此，

豫东中学要生存。必须首先是一个战斗队，随军打游击，在战斗中生

存，在战斗中成长。要服从战争的需要，有时直接参加战斗，有时全

校师生都搞后勤，护理伤员。全校师生曾作为攻打杞县、太康、扶沟

的后备队参加战斗．并为攻城部队搞后勤，在城市打开后，参加接收

县城的工作。战争最激烈的年月，则足打游击，迂回转圈，跳出敌人

的包围圈，保存自己。豫东中学数百人，严格的说，是一个基本上无

战斗力的战斗队，坚持四年又四个月的游击战。走遍了豫东的睢县、

杞县、太康、民权、通许、扶沟、西华、淮阳，以及鲁西南的菏泽、

定陶、东明、曹县、鄄城、郓城、钜野、濮县、濮阳、范县、观县、

朝城、东阿、阳谷、聊城、茌平、齐河、博平、禹城⋯⋯近三十个县

的广大农村。

豫东中学在冯纪汉校长的亲自带领下曾四次通宵行军，通过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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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封锁线。当时，陇海铁路两侧是“胡马”土顽的统治区，如从路

南转移至路北，必经150里宽的“胡马”地区。这1．50里必须在一夜

之间通过，不然，将被土顽抓住活埋，他们把抓住的人倒栽埋在坑

里，两脚露出地面，成“八”字形，说明是活埋的八路军。豫东中学

的学员当时大部分是十几岁的孩子，过封锁线一夜走150里，靠近铁

路的十几里内还要跑步前进，孩子们是以多么惊人的毅力走过了这艰

苦的路程。现在的人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于1945年10月1日，第一

次过陇海路。太阳不落从南大寨(杞县)出发，第二天(10月2日)

清晨太阳升起时到达北大寨(鲁西南根据地的边沿)。当孩子们听到

一声“原地休息”的号令．立即横躺竖卧在路边上就睡着了。有的孩

子在井台边向老乡要水喝．水还在嘴角上流着就睡倒在井台上。豫东

中学还五次在敌人飞机的轰炸中渡过天险黄河。1938年，蒋介石以

水代兵，扒开花园口大堤，黄河改新道；194／年，蒋介石又以水代

兵，花园口堵口，黄河归故道，妄想水淹解放区，阻挡人民解放军前

进。当然。这些都是徒劳的。但，增加了我们的困难。豫东中学打游

击中五次渡黄河，白天国民党飞机轰炸渡口，只能夜间过河。1947

年冬渡河，船靠不到岸边，需要淌一段水，才能爬上船去，隆冬天

气，河风呼啸，全体师生在船板上，个个冻成了冰棍，脚上水湿了的

鞋也冻钉在船板上。下船时要用力地互相推搡，才能把冻在船上的脚

移动，才能下船。下船后，又靠急行军的热量暖干冰冻的棉衣。还有

1946年11月的一天，我们迎着六、七级的大风雪急行军。人人成了

雪人，手、脸冻得麻木失去知觉，这一夜宿朝城吴庄村，天明一看，

各自的棉被上都厚厚地盖满了一层白雪(因为日本“三光政策”，门

窗被烧，用柴草堵住代替门窗．一夜大雪。雪从柴草缝中飞进屋里、

铺上)。早七起床，雪封了门，封了路，封住了井口，师生们只得捧

雪化水作饭吃。在四年又四个月的战斗中。最紧急的一次，是1946

年10月间的一次战斗。全校师生险遭覆没，但在冯校长的带领下一

昼夜行军二百四十里才机警地跳出了包围圈．死里求皓，保存了有生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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