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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为延续教育为延续教育
文化根脉文化根脉，，国民政府组织实施了国民政府组织实施了
大规模的教育机构内迁计划大规模的教育机构内迁计划，，将将
华北及沿海地区的重要学校向西华北及沿海地区的重要学校向西
南后方转移南后方转移。。在这一历史背景在这一历史背景
下下，，国立第三中学国立第三中学（（简称国立三简称国立三
中中））作为内迁学校之一作为内迁学校之一，，于于19381938年年
44月月2020日在贵州铜仁正式创办日在贵州铜仁正式创办。。
在民族存亡之际诞生的国立三在民族存亡之际诞生的国立三
中中，，作为战时教育内迁的典型代作为战时教育内迁的典型代
表表，，在其八年办学历程在其八年办学历程（（19381938--
19461946年年））创造了双重历史价值创造了双重历史价值：：一一
方面方面，，学校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培学校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培
养了养了20002000余名学生余名学生，，延续了中国延续了中国
现代教育的血脉现代教育的血脉；；另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个这个
特殊的学生群体通过特殊的学生群体通过““流亡流亡————
求知求知———报国—报国””的三重实践的三重实践，，完成完成
了从流亡少年到国家栋梁的蜕变了从流亡少年到国家栋梁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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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薪火映黔山

⒈流亡者：战火中的
迁徙与聚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火，标志着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随着11月 7日
上海金山县沦陷，当地中学师生被迫踏上
流亡之路，成为江南地区首支教育迁徙队
伍。这场被迫的迁徙很快演变为全国性的
教育自救运动——来自山东、河南、江苏、
浙江、安徽等沦陷区的师生们，怀着“誓不
为奴”的信念，以火车、舟楫、徒步等各种交
通方式，向西南大后方艰难转移。据国民政
府教育部统计，至1938年初，流亡师生总
数已逾10万人。

这些迁徙队伍面临着严峻挑战，师生
们大多只带着轻便的行李，在漫长的迁徙
路上饱受饥饿与寒冷的折磨。再加上水土
不服、医疗资源匮乏以及体力消耗，致使很
多师生身患疾病。面对当时景象，社会各界
发出救助流亡师生的呼声。国民党元老于
右任等联名上书，呼吁“保全国之菁华”；中
共《解放日报》则发表《救救大后方青年》社
论，指出“青年之存亡，系民族之未来”。为
了收容安顿撤退出来的中学师生，1937年
1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启动教育内迁计划，
决定在内地设立临时中学。初期规划在湖
南、四川、贵州、陕西设立四所国立临时中
学，后因流亡师生持续增加，最终扩展至二
十二所。这些学校的建立，不仅解决了流亡
师生的安置问题，更开创了中国现代教育
史上独特的战时办学模式。

周邦道负责筹建国立贵州中学。这位
时年 39岁的教育官员，曾是首届高等文官
考试状元，带着教育救国的使命，将校址选
定在黔东重镇铜仁。校址选定之后，1938年
1月，周邦道分别在汉口、南昌、长沙设立筹
备处，旋即启动跨省登记。汉口登记点主要
接收长江中下游流亡师生，编为第一大队；
长沙登记点处理两湖地区报名者，编为第
二大队；南昌登记点面向赣闽浙撤离人员，

编为第三大队。三地共登记师生2600余人。
江苏常州高中学生钮经义编入一大

队，于2月20日乘木船离开长沙，由水路经
湘西向铜仁进发。3月 4日，杭州高三学生
陈祥达摘下胸前挂着的“难民陈祥达”符
号，成为二大队队员，登上国立贵州中学租
用的湘江轮。在此前后，16岁的南京汉民中
学学生李明哲随三大队由武汉出发，坐木
船到常德、辰溪，再步行到铜仁。期间，因道
路不靖，一日数惊，而时走时停。抵湘西，请
求“湘西王”陈渠珍允于过境，绕道晃县(今
湖南新晃县)而抵铜仁。第一、二大队于4月
14日基本到校，第三大队于4月26日到齐，
全程历时两月余。4月 20日，国立贵州中学
正式挂牌成立，并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朗朗书声响彻郁郁桐林，不久改名为国立
第三中学。

铜仁在明朝即为府治，据传昔有渔人，
在渔梁滩下，得释迦牟尼佛与孔子、老子铜
像三尊，故取名“铜人”，后易“人”为“仁”，
遂以“铜仁”为名。江有大小二江，大小江均
源出梵净山，在城南钢崖下合流，称铜仁
江，下入麻阳江，沅江而归洞庭湖及于江
汉。这里地处湘黔要冲，既有沅水航运之
便，又远离前线战火。这座隐于黔东群山之
中的小城，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堪称世外桃
源，层峦叠嶂的地势形成天然屏障，蜿蜒的
溪流穿行于梯田阡陌之间，淳朴的民风与
清幽的环境相得益彰。在抗战时期教育资
源极度匮乏的背景下，能觅得如此理想的
办学场所，实属来之不易的历史机缘。

国立三中迁至铜仁时，在当地政府与
士绅的鼎力支持下，迅速完成了校舍安置
工作。时任县长吴星汉与地方贤达欧阳巨
卿、何荆丞等乡绅达成共识，将原驻军旅部
设为校本部及高中教学区，文庙作为师范
部，文坛辟为初中部；江西会馆与黄家祠堂
改造为男生宿舍，车公馆则安排为女生宿
舍及附属小学校舍。鉴于抗战的长期性和
当地对教育的需要，学校不断地扩大。1938
年 9月在赤帝宫增设了实验教育班。1939
年 8月，初中部及实验班迁至江口禹王宫，
香山寺，女学堂等处，另于城隍庙增设农业
职业科，合称为国立第三中学第一分校。

此后仍然有大批学生陆续来到黔东铜
仁。1939年，江苏金坛小学生冯纯伯一家人
在贵州省铜仁安定下来，冯纯伯在国立第
三中学附小上六年级，已经荒废了一年多
的学业得以继续。这群背负行囊的少年，身
体里既烙印着国土沦丧的创痛，又在千里
跋涉中缔结出命运与共的生命连结，将“失
去家园”的个体悲恸，转化为“教育强国”的
集体意志。

⒉求知者：非常规的
教育实践

三中的核心办学理念，旨在为国家在
抗战胜利后培养大量建设所需的栋梁之
才。为了激发师生的爱国热情，国立三中在
建校伊始便将“抗战建国，责任在吾躬；读
书懋勉，报国精忠”的铿锵誓言谱入校歌旋

律。国文教师涂式凡在讲授陆游《示儿》时，
当念到“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
翁”的诗句，课堂上师生无不潸然泪下。这
些由江浙沦陷区流亡而来的教育者们，将
切肤之痛化为教育力量，他们在“纪念周”
活动及各类集会上，常常饱含热泪地控诉
日寇暴行，痛陈山河破碎之殇，并以掷地有
声的报国誓言激励全校师生。

由于铜仁地处偏远，交通闭塞，来自贵
阳和长沙的报刊往往需数日才能送达。为
及时掌握抗战动态，学校专门设立无线电
收听小组，每日将广播内容整理成油印简
报，印制数十份分发至各部门并张贴于公
告栏，全校师生因此得以持续追踪战况进
展。在此背景下，师范部第二班学生自发组
建“时事研究会”，公推思想进步的王维新
同学担任负责人，通过集体研读进步书刊、
分析时政要闻，深入探讨救国方略与抗战
对策。学校积极开展篮球、足球等多项体育
竞赛，同时组建合唱团、话剧社、文学研究
会和京剧社团，师生们共同创作排演富有
爱国情怀的文艺节目。这种将个人命运与
国家存亡紧密相连的集体意识，成为支撑
师生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教学的精神支柱。

国立三中师生初抵铜仁时，除了几处
旧校舍，什么都缺。学习、住宿、生活等十分
辛苦。在抗战烽火中，国立三中师生栖身于
铜仁残破的校舍，将物资的极度匮乏升华
为一种震撼人心的创造力。松脂与桐油混
合的“战时灯油”，在每间教室催生出特殊
的“黑鼻族”——早上起床后，同学互见对
方被熏黑的鼻孔，竟成苦中作乐的晨课。竹
签笔与复写纸墨水的组合，造就了独特的
蓝痕书写体，作业本上深浅不一的字迹，记
录着知识传递的顽强。每本油印教材都带
着前使用者的批注痕迹，形成跨越年级的

“对话式学习”，扉页“阅后请传”的印章，成
为最动人的教育传递。这些看似窘迫的生
存策略，实则是战时教育者用器物重构的
知识传播体系。

尽管战火纷飞，国立三中一建校，还是
把教学改革视为要务，以更好地培养人才。
要求教师根据改革的精神编写教材讲义和
讲稿，改进教学方法。国立三中的教学方法
灵活多样，既有严格的课堂教学，又有课外
的自由论坛。各部都有图书室，学生自办各
种壁报，可以自由畅叙己见，抒发心怀。旅
部楼顶的总图书馆内，还可看到重庆版《新
华日报》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进步书刊。江
西公馆的戏台，也曾公演过《雷雨》《家》等
剧作。这些活动，使大家感受到学校大家庭
的温暖。根据学生的志向与爱好，各年级分
设甲、乙、丙班，特别在高中阶段，有重点地
加强数理化或文史等的教学，以便于学生
选择高考的志向。老师们不限于课本教学，
还辛勤编印大量课外材料，作课外或暑假
作业的补充。功夫不负用心人，国立三中学
生的全国高考录取率都在80%以上，为大后
方20余所国立中学的榜首。

国立三中在铜仁办学的八年期间
（1938-1946年），共培养了九届毕业生。根
据现有资料统计，该校办学规模可观：高中
部开设26个班级，培养837名毕业生；初中

部同样设26个班，毕业学生 973人；高等师
范科4个班级，毕业生147人；简易师范科
4班，104人毕业；此外还设有五年制中学2
班（25人）、六年制中学1班（11人）以及附
属高小4班（约200人）。这所战时名校为国
家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其毕业生中涌现
出众多投身革命事业的志士仁人和新中国
建设的骨干力量。

钮经义，享誉世界的生物化学家，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主
要成员，新中国提名诺贝尔奖第一人；许学
彦，著名船舶设计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主持设计了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船

“东风号”，海军重点、批量生产并出口的
“62”型高速护卫艇，国家重点“718工程”中
的主要三型船舶：远洋跟踪综合测量船队
的主测量船“远望号”、海洋调查船“向阳红
10号”和远洋打捞救生船“J121号”；冯纯
伯，著名自动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俄罗斯联邦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国家级
重点学科“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的学术带
头人；李明哲，著名畜牧经济学专家，我国
畜牧经济学的开创者，国家首批畜牧业经
济学博士生导师；傅乐成，著名历史学家，
所著《中国通史》被誉为“在中国通史之中，
公认最好的一部作品”。

⒊报国者：多重形式的
抗战参与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随着
战线相对稳定和时间推移，社会各阶层的
抗战热情开始出现明显消退迹象。国立三
中进步师生运用文化宣传、政治抗争和军
事参与的方式，持续开展抗日活动。

与流亡学生一起辗转来到国立三中的
教职员工中，既有具有进步思想的教师刘
苇、刘云和冯大鹏等教师，也有与党组织失
去联系的中共党员余正清、马松子、王竹铭
等人。他们在 1938年下半年秘密组织了

“读书会”，学习和传递《新华日报》《解放》
《群众》等报刊杂志，研读《通俗资本论》《大
众哲学》《唯物辩证法》《社会发展史》等革
命书籍。定期组织“读书会”成员以郊游形
式集会，交流学习心得，讨论时事政治，教
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进步歌
曲。“读书会”在学习的基础上，还组织宣传
队排练节目，利用节假日在校内外演出。先
后组织了“曙光剧社”“黔锋剧团”，演出剧
目有《放下你的鞭子》《雷雨》《野玫瑰》《寄
生草》《塞上风云》《回春之曲》等，演出收入
全部捐给“抗敌后援会”。更令人动容的是，
每逢寒暑假，师生们便组成宣传队，背着简
易道具深入黔东各村寨，用当地方言表演
抗日剧目，在田间地头播撒救亡图存的思
想火种。这些活动既振奋了校内师生的抗
战士气，也在当地社会产生广泛影响，成为
抗战时期进步学生运动的典型缩影。

1938年8月，在抗战烽火中，中共湖南
省湘西工委秘密派遣女党员薛
仲美以学生身份潜入国立贵州
中学。她与校内进步学生领袖

蒋澄斋接上组织关系，两人分工协作：薛仲
美主抓女生工作，蒋澄斋负责男生群体。同
年9月，湘西工委主要领导梁春阳亲赴铜仁
指导工作，正式任命薛仲美为当地学生运
动负责人，并下达了发展新党员、筹建党支
部的重要指示。然而随着当年冬季国民党
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湘西地下党组织被
迫实施紧急撤退——梁春阳奉命转移至延
安，薛仲美则在组织疏散过程中不幸与上
级失去联系。

1940年春季，国立三中“读书会”组织
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败斗争。进步
学生们针对校方管理层利用战时特殊时期
中饱私囊的行为，展开了“反贪污、反发国
难财”的抗议活动。最终迫使校方不得不撤
销江口分校涉嫌贪腐的校长和总务主任职
务，同时对学校食堂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整
改，切实改善了学生的伙食条件。

“读书会”的一系列活动，引起了国民
党当局的注意，1940年初夏，国民党教育
部调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研究员李超英接
任三中校长职务。李超英以纠正学生思想、
整顿学校、清理图书资料为名，把《大众哲
学》、《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进步
读物统统列为“禁书”，不准购买、不准传
阅。特务机关把“读书会”成员列为“异党嫌
疑分子”和审讯对象。贵州驻军二十八师师
长刘伯龙视察铜仁，在给国立三中“训话”
中，扬言要抓所谓的“异党分子”。一名学生
仅仅顶撞了主任几句，就被驻军逮捕杀害。
李超英还串通国民党驻军逮捕了“读书会”
负责人蒋澄斋及成员庄世泽、许国华、刘映
登、汪应基、仇祖培。又逮捕了师范部的孙
孝文，谭孝微等学生，关押迫害。1941年1
月16日，蒋澄斋、庄世泽、被国民党军警以

“异党”名义秘密杀害，一些学生被开除了
学籍。1942年3月 21日，又逮捕了刘子咏、
郭锡祉等8名学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制造
的白色恐怖下，国立三中师生依然坚守着
炽热的报国情怀。面对政治高压，师生们前
赴后继地投身抗战洪流。

1941年12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
动太平洋战争，在偷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的
同时，对香港、马来亚、菲律宾及关岛等亚太地
区展开全面军事进攻；为实现其“切断中国外
援”的战略目标，再于1942年3月8日攻占缅
甸仰光，导致滇缅公路这条国际交通要道陷入
瘫痪。为重新打通这条抗战命脉，国民政府在
全国范围内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在此背景
下，贵州铜仁地区积极响应号召，在1941至
1944年间先后有600余名热血青年加入中国
远征军，其中国立三中的青年学生就达百余人。

1941年9月，贵州铜仁地区响应抗战号
召，税警总团在当地征召了首批100余名青年
入伍。次年春季，铜仁城再度掀起从军热潮，国
立三中、省立铜仁师范等校学生及社会青年踊
跃报名，最终82名优秀青年通过选拔。在隆重
的欢送仪式上，数千民众冒雨相送，青年们高
呼抗日口号，沿城区主要街道游行后启程赴贵
阳。这些铜仁子弟被编入孙立人将军统帅的新
编第三十八师一一三团，在缅甸战场立下赫赫
战功。他们不仅成功解救了被围困在仁安羌的
英军部队，更在卡沙阻击战中以寡敌众，为掩
护主力撤退浴血奋战三个月。在收复密支那等
战略要地的战斗中，铜仁子弟不畏牺牲，攻克
了日军精心构筑的防御工事。他们穿越野人山
修筑道路，先后参与孟拱、八茅等重大战役，成
功收复曼大、瑞古等多处失地。

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的
关键时期。面对日军的疯狂反扑，战火甚至蔓
延至贵州独山一带。在此民族存亡之际，铜仁
地区掀起了第三次知识青年从军热潮。得益于
前期的广泛动员，当地民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
涨，此次征兵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共有300
余名青年通过严格选拔，全部符合入伍标准。
1945年2月，这批热血青年在父老乡亲的隆重
欢送下启程前往贵阳接受军事训练。同年6
月，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战场展开战略反攻。第
八十二师作为主力部队之一，肩负起攻克松山
子高地的重要作战任务。该师官兵与驻印远征
军协同作战，向日寇第三十四军发起猛烈攻
势，为收复缅北失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师生们陆续返回
家乡，国立三中整体移交贵州省管理，并更名
为省立铜仁中学。1973年，学校最终定名为贵
州省铜仁第一中学（铜仁一中），这一校名沿用
至今。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国立三中圆
满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但那群特殊学生群体谱
写的青春壮歌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卷中。他
们先是背井离乡，在战火中颠沛流离（流亡）；
继而以笔为剑，在艰难环境中坚持求学（求
知）；最终投笔从戎，将所学奉献给民族解放事
业（报国）。这种“流亡—求知—报国”的人生三
部曲，不仅是个人的成长轨迹，更是一代知识
青年的精神写照。从被迫离家的懵懂少年，到
肩负民族复兴重任的国家栋梁，他们用热血和
智慧完成了生命中最伟大的蜕变，在中华民族
最危难的时刻挺起了不屈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