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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青山骑兵部队中的知识骨干 

——记成成中学师生的抗日活动 
药正声 

（太原师范学院  030600） 

摘要：抗日战争爆发后，成成中学的老师和学生组建抗日游击队，奔赴前线，血沃青山。他们有的帮助地方群众建立抗日团体
和抗日政权，担任地方县长或游击队长，成为地方工作的骨干；有的利用自己的所学知识，担任干部和士兵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成为思政干部的中坚力量；有的隐藏于敌后工作，为大青山骑兵支队筹集物资、传递情报，成为地下工作的中流砥柱。 

关键词：成成中学；地方工作；思政干部；敌后工作 

The intellectual backbone of the cavalry in Daqingshan 

-- Recording the anti-Japanese activitie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Chengcheng Middle School 

Medicine positive sound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030600） 

Abstract：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Anti-Japanese War，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Chengcheng Middle School formed 

an anti-Japanese guerrilla group and rushed to the front. Some of them helped local people establish anti Japanese groups 

and anti Japanese political power，served as local county heads or guerrilla commanders，and became the backbone of 

local work；some use their knowledge to serve as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for cadres and soldiers，becoming 

the backbon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adres；some worked behind enemy lines，collecting materials and transmitting 

intelligence for the Daqingshan Cavalry Detachment，becoming the mainstay of underground work. 

Keywords：Chengcheng Middle School；Local Jobs；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adres；Work behind enemy lines 

 

一、成成中学介绍及成中师生游击队的发展历程 
（一）成成中学介绍 
1924 年，成成中学在太原成立，由张聘珍任首任董事长。1930

年，刘墉如来校任教，他是成中教师中的第一位共产党人，对成成
中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后经刘墉如介绍，共产党人武新宇、
进步人士焦国乃也先后来到成中任教。他们在成中传播进步思想，
成中学生的思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爱国热情也显著提高。1932 年，
武新宇担任了成中的第二任校长，共产党人第一次获得了成中的领
导权。武新宇上任后，改变了以前成中“死读书”、“读死书”的
方针，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爱国教育，号召学生参与抗日爱国活动。
[1]1932 年寒假期间，阎锡山为了镇压进步势力，通缉武新宇，武新
宇被迫出走。后阎锡山任命段丽卿为成中校长，加强对学校的控制。
段丽卿上台后，滥用职权，培植私人势力，鼓吹“读书救国论”，
以达到麻痹学生思想的目的。[5]刘墉如在学生的支持下，发起了“驱
逐段丽卿的斗争”，赶走了段丽卿。“驱段斗争”胜利后，刘墉如
担任了成中的第四任校长，共产党人第二次掌握了成中的领导权。
刘墉如继任校长后，改变了之前公开斗争的策略，改为隐蔽斗争，
并继续以爱国、救国的思想为办学宗旨，同时在成中内部还建立了
各种进步组织，广大师生的爱国热情不断高涨，思想觉悟也不断提
高，这为迎接抗日战争的到来做了思想上的准备。[1] 

七七事变爆发后，成中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组成成中师
生抗日义勇队，由校长刘墉如兼任游击队长。不久，义勇队改为成
中师生游击队。 

（二）成中师生游击队的发展历程 
成中师生游击队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四支队时期

和大青山骑兵支队独立营时期。 
四支队时期。1937 年 12 月，成中师生游击队改为游击四支队

（又称战总会四支队或四支队），政治上受“动委会”的领导，军事
上受贺龙的一二〇师的领导。1938 年初，阎锡山秘密策划，准备取
消动委会，并且限制新军的发展。[1] 

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四支队改为保安二
区游击第四支队。1938 年 7 月 15 日，三五八旅的七一五团、一二

〇师直属骑兵营的一个连以及四支队共同组成八路军大青山支队

（又称李支队），由李井泉率领，挺进大青山。此时，四支队隶属于
大青山支队，具体情况如下： 

 

图 1：四支队组织序列图 
图 1 资料来源：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投笔

从戎 血沃青山——四支队（成成中学师生抗日游击队）史稿》，中
共党史出版社，第 315 页。 

1940 年 2 月 19 日，大青山骑兵支队成立，四支队由步兵变为
骑兵（由于绥西山地较多，四支队二连仍为步兵）。 

大青山骑兵支队独立营时期。1941 年 12 月 5 日，为了使四支
队与大青山骑兵支队更好的协同作战，同时也为了缩小目标，大青
山骑兵支队司令部决定：四支队改为大青山支队独立营。具体情况
如下： 

 

图 2：大青山骑兵支队独立营组织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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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资料来源：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投笔
从戎 血沃青山——四支队（成成中学师生抗日游击队）史稿》，中
共党史出版社，第 316-317 页。 

1942 年 3 月，根据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大青山骑兵支队开始
裁撤不必要的人员，独立营的番号和营部被撤 ，其辖下的两个连
队改归骑兵支队司令部指挥。从此之后，四支队作为一个独立的建
制不复存在。 

二、大青山骑兵部队中的知识骨干 
1.地方工作的骨干力量 
1938 年底，大青山支队司令部指出：四支队的任务是以武新宇

率领的绥蒙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在李支队所驻区域内发动群众，建
立抗日团体，建立或改造村、镇、乡、区各级政权，以便为建立整
个大青山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6]根据支队司令部
的指示，成中师生投入到地方工作，成为大青山地方工作的骨干力
量。 

建立政权，组建游击队。毛泽东曾说过：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
地的首要任务。这一点对于大青山根据地来说同样适用，成中师生
地方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属于自己的抗日政权。1940 年中旬，
成中学生田恩民被派往萨拉齐县开展工作。田恩民在该县建立了县
政权，并且担任了首任县长。在建立县政权的同时，他还建立了农
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等抗日团体。[1]除此之外，他还
动员群众参军，建立了三支地方游击队，扩大抗日武装力量。萨拉
齐地区的革命形式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田恩民的工作也开
展到包头一带。1941 年，成中学生田恩民、梁劲秀、侯作桂、王定
洲、崔则温等人组成绥东工作团，负责开辟绥东根据地。他们创立
了三支骑兵游击队，共计 150 多人，后这三支游击队合并为游击大
队，由续谦任指导员。凭借这支游击大队，绥东工作团在其能够控
制的范围内均建立了革命政权，约 12000 平方公里的游击区被开
辟。绥东根据地的开辟，大大鼓舞了内蒙古人民的抗战信心，使得
大青山的抗日进入了黄金时期，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晋察冀
边区的抗日活动。由成中师生所建立的抗日政权和游击队成为了大
青山骑兵支队坚实的大后方。 

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成中师生在地方进行工作时，首先宣传
党的抗日主张，动员群众参军，捐献抗日物，保障了大青山骑兵支
队的后勤供给，这对于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很大
的帮助作用。成中师生进行抗日宣传的具体方法有三：一访问贫苦，
即将队伍分成若干组，挨家挨户的帮助群众干活。1938 年 11 月底，
成中学生张万精被任命为武川县二、五联区动委会的武装部长。张
万精上任后，立即组成宣传小组，下乡宣传抗日。他走街串户，访
问疾苦，帮助老百姓干活。在此期间，他向群众讲述了“只有卫国
才能保家”的道理，一百多名青年纷纷冲破“好男儿不当兵”的偏
见，参加八路军。[6]张万精将这些青年集中训练，此后这批人大多成
为大青山骑兵支队的佼佼者。二文艺宣传，即通过表演节目，贴标
语的形式宣传抗日，发动群众。1940 年反顽斗争胜利，当时正值春
节，四支队宣传队与群众欢度佳节，通过表演节目的形式宣传当时
的抗战形式和共产党反顽斗争的重要性。通过这次联欢活动，当地
群众认识到国民党顽军的反动面目，我军在当地的政治影响力进一
步扩大。三以身作则，即恪守纪律，与民秋毫无犯，通过自身的行
为来加深群众对八路军的认识。1938 年 11 月，大青山支队经中央
和一二〇师同意，决定由步兵改建为骑兵。绥中地区在改建骑兵时，
将筹集马匹的任务交给了成中学生樊炽华。樊炽华率领部队深入乡
村，筹集马匹。他命令部队严守三八纪律，在群众中留下了极好的
印象。[6]樊炽华的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民众纷纷支持八路军，绥
中部队的马匹问题得到解决，顺利组建为骑兵。正是有张万精、樊
炽华等一批杰出的工作人员，大青山骑兵支队才能打下深厚的群众
基础。 

改造乡闾，清除汉奸。由于大青山支队挺进大青山的时间较晚，
当时大青山的地方政权主要是日伪政权。成中师生在做地方工作
时，除了建立属于自己的抗日政权，还对这些日伪政权进行改造，
将之改造为两面政权。在改造政权的同时，他们还对当地的汉奸、

恶霸进行了打击。1939 年，成中学生王达仁受命前往归凉地区工作。
他装扮成货郎，以卖货的方式秘密开展工作。他将当地的乡、闾长
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由党派遣任命的，如王升贵，这类人是为我
党办事的，不必担心；一种是名义上为日本人做事，但是有一定的
民族责任感，对于这类人，王达仁以八路军和地方政府的名义给他
们写信，这些人在我党的号召下，大都为抗日政府服务；还有一类
是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办事的，对于这种人，王达仁通常先是写信号
召，如果没有效果再进行镇压。比如，卓资山的一个乡长十分反动，
王达仁给他写信，他置之不理，于是王达仁率游击队侦察到他的住
处，将他绑来进行教育，经过教育之后这个乡长为我军服务。[6]由于
王达仁成功改造了归凉五区的乡、闾长，使得归凉五区的乡政权均
是两面政权，明着为日军办事，暗地里却是为八路军办事。当时人
们称归凉地区的两面政权为“胳膊肘不能向外拐，中国人哪能向着
日本鬼。”[1]在改造乡政权的同时，王达仁还率领游击队清除当地汉
奸。归凉地区有个汉奸叫李德计，原来是土匪，后来投靠了日军，
为日军送情报，王达仁率游击队将他击杀，群众纷纷拍手称赞。[6]1940
年，成中学生张光仪被派往土默川地区工作。张光仪和蒋礼堂在四
支队一连中挑选一部分干事，组成武装工作组，对当地的乡长进行
改造。他们深入到土默川的敌黄合少据点，对伪乡长进行教育，伪
乡长答应为我军服务。后来经伪乡长的介绍，当地的伪保安队长也
答应为我军服务。张光仪继续开展工作，在卓资山旗下营敌占区建
立了好几个两面派政权，使得当地的伪政权基本上均为我军服务。
甚至在当时还有一个称为三国（日军、国民党、共产党）的乡长。[6]

张光仪在改造伪乡长的同时，对当地的汉奸、恶霸进行惩治，保证
了我军在当地工作的开展。此外，成中学生武生意在乌兰花镇开展
工作时，也争取了许多伪村长、伪乡长，使其为我军服务。武生意
还利用这一层关系建立“敌区筹资委员会”，完成了部队所要求的
征集任务，保障了骑兵支队的后勤供给。同时，武生意还在当地开
展了扩兵工作，大大补充了骑兵队伍。 

2.思政教育的中坚力量 
毛泽东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曾说过：“没有文化的

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7]在大青山
部队中，广大战士大都不识字，文化程度底低。而成中师生由于共
产党人武新宇、刘墉如先后两次获得学校的领导权，因此，成中师
生接受党的思想较早。再加上他们在战时也有属于自己的政治文化
活动，如定期阅读《战动周刊》、《西北战线》、《火线上的喊话》等
政治刊物，组织各级干部往自己的报纸——《火线上》投稿，他们
的政治素养、文化水平都相对较高，大青山骑兵部队的思想政治教
育任务也因此落在成中师生的肩上。成中师生中的一大部分人利用
自己知识分子的优势，投身于军队建设，成为大青山骑兵思政教育
的中坚力量。 

统一思想，坚定信念。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是所有抗日根据地中
为艰苦的，一部分人曾因为形势严峻 后叛变。成中师生针对这

一情况，对士兵们进行教育，鼓舞了战士们的信心，使得大青山的
抗日战争得以坚持下去。1938 年底，李井泉下令绥中部队由步兵改
为骑兵。当时绥南地区的许多战士都不愿意变为骑兵，有的觉得骑
兵需要喂马、养马太过于麻烦，有的担心战马不听话，有的担心战
马被打死后会被俘。[6]针对这一问题，成中学生阎焕曜对战士们进行
耐心的教育，告诉他们大青山改建骑兵的必要性和坚持大青山骑兵
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使战士们的思想得到了转变。思想统一后，阎
焕曜又向当地群众学习养马、骑马的方法，学会之后再教给战士们。
从此，当地老百姓再也不说“八路军骑马，里外一般高”了，并且
称赞“八路军真叫硬，磨烂屁股不说疼”。[6]在成中学生的不懈努力
下，绥南部队顺利由步兵改为骑兵，这为大青山部队由步兵转变为
骑兵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39 年春末，四支队经历了二道沟战斗的
惨败，损失了四十余名指战员，战马也损失了三分之二。[6]全军士气
低迷，悲观主义情绪严重。原成中校长兼四支队队长刘墉如由晋西
北重返大青山，主持四支队工作。刘墉如认真总结了失败的教训，
认为是战士们的思想出了问题。刘墉如认为他们有的盲目乐观，有
的思念亲人导致工作分心，有的工作方法简单粗暴， 终导致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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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惨败。[6]之后，刘墉如深入连队，利用二道沟血的教训来激励成中
师生，使得他们斗志高昂；他还用“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
诗句来激励那些想念家乡之人，使得他们舍家卫国；他用自己的工
作态度和工作方法，来影响那些经常辱骂下级、体罚战士的成中师
生。[6]经过刘墉如的整顿，四支队重新树立了信心，全体战士纷纷称
呼刘墉如为“老校长”、“支队长”。[6]除了闫焕耀、刘墉如外，成
中学生张国靖也是一个典例。1941 年，骑兵支队司令部为了加强骑
兵一团的政治工作，任命张国靖为骑兵一团的的宣传股长。当时日
军正在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战士们几乎是日夜作战。当时有人说：
“如果三年不打仗，就是一个太平年了。”[2]可见形势之严峻。张国
靖针对这一情况，对战士们进行了形势分析和政治教育，提高了战
士们的信心，为反扫荡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训练部队，思政教育。为了提高大青山骑兵的思想政治水平，
骑兵支队司令部将成中师生中的一大部分人分配到大青山骑兵支队
中担任指导员和政治干事，这些人利用自己所学的文化军事知识，
对战士们进行思政教育和军事训练，使得大青山的骑兵部队的文化
水平有了质的提高，从而保障了大青山骑兵游击战争的胜利。1939
年 11 月，成中学生张九如担任四支队二连的政治干事。在担任政治
干事期间，张九如一边整训部队，对部队进行以投弹和刺杀为主的
军事训练，一边进行思政教育，教战士们学习文化知识和政治思想。
[1]经过张九如的不懈努力，四支队二连战士的军事素养、文化水平和
政治觉悟都显著提高。四支队二连也因此受到所有指战员的一致好
评，成为模范连队。[1]每逢部队出征，他就在队前讲话，对好的进行
表扬，对有问题进行批评教育，讲话结束之后他还专门安排干部做
受批评者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得全军军纪严明，战士们纷纷奋勇杀
敌。[1]闫焕春因此也得到全军将士的爱戴，还受到了团首长、指战员
的夸奖。 

3.地下工作的中流砥柱 
毛泽东评价地下工作者熊向晖，称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可见地下工作的重要性。大青山骑兵部队不仅在公开战场与敌作
战，而且也在隐蔽的地下工作中与日伪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而地下
工作的主要工作者便是成中师生。成中师生的一部分人脱掉军装，
进入敌占区，开展地下工作，成为地下工作的中流砥柱。 

保证通讯，探听敌情。成中师生的地下工作者，利用自己隐蔽
的身份，建立了许多地下交通站和秘密联络点，保证了各个根据地
之间联络畅通。同时，他们还通过这些秘密联络点打探消息，掩护
受伤的士兵和过往的领导，对大青山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很大的
作用。当时，乌土沟教堂缺一个老师，由于石国柱在成中读过书，
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于是骑兵支队便派石国柱前去应聘。石国柱应
聘成功后，便以教书先生的名义开始了地下工作，人们称其为“石
先生”。石国柱还将教堂作为一个交通站，利用它掩护一些高级干
部在此办公，如白如冰、武达平都曾在此居住、办公，有力地保障
了领导人员的安全，使得大青山各地的通讯联络畅通无阻。同时，
他还将教堂作为一个掩护伤员的地方。1939 年，四支队的参谋长宋
玉森受伤后，来到此地，经过一段时间修养，痊愈归队。石国柱多
次利用这个地下交通站掩护我党、我军的伤亡人员，减少了部队的
死亡人数，保存了大青山骑兵的有生力量。1938 年，大青山支队挺
进大青山后。中共绥远省委决定开辟大青山到延安的交通线，派成
中学生张万精去完成。张万精接受任务后，化装成百姓，将信件放
在牲口蹄子里，经过长途爬涉， 终与伊克昭盟区委取得了联系。[6]

经过张万精的努力，大青山——延安交通线顺利开通，大青山根据
地与延安之间的联络得到了保证。后张万精又到土默川地区活动。
在土默川工作时，他为了站稳脚跟，建立社会关系，在党组织同意
的情况下加入了当地的天主教。利用教友的身份，结识了往归绥天
主堂送信的信差，经常从中探取情报，[1]使得我军多次对敌人的行动
作出准确判断，从而更好的打击敌人。除了石国柱、张万精外，成
中学生田恩民于 1943 年在西梁村建立了延安——归绥——北平地
下交通线上的一个秘密联络点。田恩民利用这一联络点，一方面掩
护干部潜入北平、大同、归绥等地开展工作，使得北平等地的城市
工作顺利开展；另一面也使得北平到延安的通讯畅通无阻。 

利用伪职，服务后方。成中师生中的一部分人利用社会关系，
打入敌人内部 

利用伪职为我军工作。其中成中教员宁德青和成中学生董理安
就是典例。骑支情报部长宁德青在 1939 年春被派往归绥地区开展工
作。在归绥地区，宁德青通过社会关系，获取了教育股督学的合法
职务，以此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1]他在当地广交朋友，建立了“绥
蒙各界抗日救国会”，并以此为领导机构组织群众进行秘密的抗日
活动。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宁德青又在当地的学校中建立了救国
会、读书会，蒙汉青年深受影响，纷纷要求前往根据地工作学习。
1939 年，中共绥远省委将董理安分配到伪蒙古军防共第二师中搞地
下工作。董理安化名为武建勋，以文书的职务为掩护，争取师长韩
伍，使其为我军服务。[1]在担任文书期间，为我军打探情报，使我军
多次化险为夷。他还利用职务之便为我军工作人员开具各种证件，
以便我方工作人员可以在敌占区更好的工作。[1]此外，他还利用防共
二师的各种关系，为我军购买药品、军火等军用物资，解决了我军
的军需问题。除了宁德青、董理安外，郑培、王维勤均做过敌后工
作，这些不凡的敌后工作者，使得大青山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密
切配合，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结语 
以成中师生为基础建起来的抗日武装，驰骋于塞外地区，在极

为险恶的环境中，坚持抗战，百折不挠。他们或留在部队作战，如
阎焕景、武浚溪、樊景鸿；或到主力部队任连部指导员、文化教员
和文书，如张经纬、赵宏才、石国干；或到地方任县长、区长以及
游击队长，如武风岐、胡仁怀、曲养聪；或到骑兵支队司令部的司
政供卫机关担任参谋、秘书和会计等职，如贺寿祺、朱志国、吴春
德，成为了大青山干部队伍中的佼佼者，发挥了其无可替代的独特
作用。据统计，从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成中师生 200 余人参战，
而抗日战争胜利后仅有 10 余人生还，成中师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
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应该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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