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站内搜索： 搜索

2021年4月7日　星期三 首页 往期回顾 订阅邮购 广告联系 读者社区 炎黄图书 读者留言 读者来稿 关于我们

所在栏目：首页 | 品书斋 | 《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国歌里的英雄群体史志

《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国歌里的英雄群体史志

王化义

导语：《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以下简称《血战史》）一书是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编撰的抗日

史志，1933年11月在上海出版，是迄今发现的我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由中国共产党人组织编撰的反法西斯侵略

的战史。目前已被国家图书馆列为民国文献资料《抗日战争史料丛编（第一辑）》首篇史料。《血战史》严格

以时间为顺序，以国民救国军抗日战事为主线，记述了国民救国军的发展壮大历程和该军经历的主要战事。它

讴歌了中国人民的不屈意志、民族气节和伟大的爱国精神，颂扬了国歌里的英雄群体——抗日义勇军的光辉形

象。本文作者即这部史书的编撰者梁元善之外孙，他多年来致力于历史考证，特此撰文为读者详细介绍这部被

党史、军史、国史等多部史册引用的重要文献。

 
 
2010年11月16日，我在“明琳博客”中看到一篇简短的文章——《抗日后援会义勇军代表梁元善》，其

中提到的就是我的姥爷。经与博主成军的进一步沟通，原来她的爷爷是成庆龙。在九一八事变后，成庆龙联络

爱国志士组织抗日队伍，后被编为吉林国民救国军王德林部第十二路军，被委任为第十二路别动队总指挥。而

九一八事变后，我的姥爷梁元善（又名梁德堂）与李大光等人参加了东北义勇军，亦在王德林领导的国民救国

军中，是国民救国军负责宣传、外联、后援、编撰史志的领导人，是该军的全权代表。当时他被委任为驻关内

的全权代表，与朱庆澜将军一起宣传抗日的主张，为义勇军募捐、筹饷，呼吁人民团结支援东北义勇军的抗日

斗争。

得知两家祖辈的深厚渊源后，我兄妹三人与成军于2011年5月相约在济南会面。这次会面进一步让我了解

到，《血战史》是由国民救国军驻平（北平）、驻沪、驻粤办事处工作人员编撰的史实，它详述了义勇军坚强

不屈抗击法西斯侵略的浴血战史。此书由义勇军宣传处编撰完成后，由梁德堂在上海安排出版，并送成庆龙家

人一本。据成军介绍说，爷爷被叛徒出卖，35岁殉难，那时她爸爸只有11岁，“奶奶怕这本书被人发现，就带

着爸爸在院子里挖了个深坑，用油纸包好，放在瓦罐中，深埋地下。”“这一埋将近20年”，成军表示，

“1954年爸爸从青岛调到了济南工作，把奶奶从老家接了过来。奶奶首先想到的是埋藏在地下的《血战史》。

就这样，这本珍贵的抗日史料随同奶奶来到了济南，并一直保存着。”

 
红色经典史志《血战史》意义非凡

 
2013年9月，抗日英烈成庆龙将军的遗属将家中珍藏八十多年的《血战史》原始版本捐献给了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纪念馆，国家也正式认定《血战史》是红色经典史志。书中记载了国民救国军的编制、对日作战战绩，

还有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等的“泣告国人书”，东北义勇军将领马占山、冯占海等47人联名通电乞援的电文等

珍贵资料。这本书还记录着“中国国民救国军殉难官长简明表”以及“中国国民救国军抗日作战殉难士兵简明

表”，总共约500多名抗日牺牲的官兵名单，其中山东籍最多，有213人。

在对此书的进一步考证中，我发现国家图书馆收藏有《血战史》的“国统区”版本，并被列为国家

抢救、再版保护的民国文献第一辑、第一册；足见《血战史》这一史志文献的珍贵，和国家对其

史料价值的肯定。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先后于2014年9月1日、2015年8月24日发布公告，公布了900名为国捐躯

的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其中有国民救国军的十四名先烈：王德林、成庆龙、胡泽民、姚振山、柴世荣、

陈荣久、陈翰章、李大光、史忠恒、傅显明、李延平、王毓峰、孟泾清、王汝起。从国民救国军中还走出六位

东北抗日联军军长，这进一步证实了在抗日战争中，国民救国军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确实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立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于2018年9月29日正式开馆，义勇军红色经典

史志《血战史》的原始版本（复制品），亦陈列在展厅之中。《血战史》中533位烈士和其它史志记载的义勇

军先辈的名字，郑重镌刻在高高耸立的大理石碑上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将士名录》中。宏伟的纪念殿堂，是人

民对抗日义勇军先辈垂名青史的祭奠。

 
《血战史》记录国歌里的英雄群体

 
1933年8月，东北各抗日武装决定联合抗日，统一改称“东北抗日义勇军”，共举王德林将军担任东北义

勇军总司令。国民救国军领导人为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在驻粤办事处召开会议，商定了联合抗日后的相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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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强化抗日宣传，决定编撰《血战史》。梁元善受命主持《血战史》的编撰工作，依据职责组织撰史人

员，任用李大光、总司令部秘书刘焕然等共产党员为撰史的核心人员。

在对此书的多年考证中，我在网络上又发现一张史证照片，下方配有文字“欢送王、孔二公北上”，

这证明1933年8月30日梁元善、李大光、刘焕然参加了上述会议，也证实了共产党人参与撰史的历史事实。

《血战史》记载了义勇军在给养极度匮乏时，仍旧奋勇杀敌、顽强保国的战例，传播了该军振聋发聩的不屈誓

言：“复我河山、光我民族、雪我国耻”。梁元善为将义勇军浴血战斗的英雄事例载入《血战史》，他不辞辛

劳奔走各地。上海《申报》等媒体的报道，详载了他辛劳的事迹。当时有部影片《东北义勇军》，展现了梁元

善宣传抗日的情景。淞沪战役期间，梁元善组织办事处撤退时肺部负伤，奉命回家乡疗伤（他夫人是中医）。

他毅然送十六岁的独子梁邠赴延安参加革命，并与子约定来年春天延安相见。可是1938年1月，他因伤势过重

而去世。1942年，已列编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二旅的梁邠，在一次任务中光荣牺牲，年仅21岁。梁元善把自己

和儿子的生命都交给了党的革命事业，他一生革命活动的直接见证者，是十多年的亲密战友李大光同志。

著名抗日英烈李大光（曾用名李墨园）与梁元善一起参加了1928年中共莱阳县委组织的武装起义。失败

后被敌押上刑场，幸而被群众救出。在敌人追捕中，与梁元善等人一起到了东北。九一八事变后，又与梁元善

共同参加了国民救国军。在该军期间，他始终在梁元善身边工作，1933年也参加了《血战史》的编撰工作。

1933年8月30日，李大光与国民救国军领导人的合影，证实了他受命参与《血战史》编撰的事实，也证实了他

一直在梁元善身边工作的经历。

1933年11月《血战史》出版后，1934年李大光受党组织派遣，赴苏联海参崴师范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党

派回山东工作。1937年底，他曾奉命前往梁宅探望伤重行动不便的梁元善。1940年他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

队十五团政委，在对日作战中英勇牺牲。2015年8月24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李大光被列入国家著名抗

日英烈名录。李大光参与编撰《血战史》工作的事实，一直鲜为人知。

共产党员刘焕然原任国民救国军总部秘书，为《血战史》的编撰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血战史》在上

海出版后，他调任“驻粤办事处”主任。李延禄同志在《过去的年代》第269页提到，1934年初他曾到

国民救国军驻粤办事处去，“驻粤办”主任刘焕然（被误写为“刘斐然”）是共产党员。证实了刘焕然同志服

从组织安排，在该军撰史工作中、驻粤办事处等主要岗位上，发挥了共产党员的重要作用。

救国军领导层在广州会议还作出决定，任命共产党员陈翰章为总司令部秘书长，确保前线指挥部与关内

办事处联系和物资运送安全。流传至今的王司令将办事处募集的八千大洋亲自交给陈翰章，并押运到前线指挥

部的故事，就发生在此时。陈翰章组织了押运人员，从前线运来了“军中日记”，将关内办事处募集的

军需物资、资金安全送达前线；保障了该军“生命线”的安全和撰史的需要，他出色地完成了交

派的任务。这是在该军不同岗位的共产党员，为撰史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又一史证。

囿于当时的斗争环境、党的保密纪律的要求，还有哪些共产党员参与了撰史工作，尚待进一步核查确

认。但是，现有的史料足以证实，梁元善和他身边的共产党员们，忠于党、赤心报国，坚持了无私奉献的崇高

品德，为国为民留下了红色经典史志。

 
两种版本

 
《血战史》的原始版本，是“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部宣传处编印”本，珍藏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纪念馆，这是目前仅存的孤证。

这里需指出《血战史》出版的历史背景。在1927年国民党发起“清党运动”，改变了军队政工机关设

置，逐步废止了国共合作时的机构名称，废除了党代表制度。军队中“政治部”与“党部”此消彼长，政治部

被改成了“政治训练部”“政治训练处”，形成了兼具政工、党工、特工三重性质的机构。

《血战史》出版于1933年11月，正值国民党政府疯狂反共、对中央苏区实施五次“围剿”之时。义勇军

撰史先辈们在《血战史》的封面、封底上，坚持使用了国共合作时期的机构名称，赫然印着“东北义勇军总司

令部宣传处编印”，这具有非凡的政治意义，证实了义勇军撰史先辈们坚持了共产党的革命立场、政治态度和

不屈的意志。

撰史先辈不仅旗帜鲜明地标注了“宣传处编印”，还处处用心、着意彰显了这本抗日史志是由

共产党人为主编撰的事实。例如，口号页中：“我们唯一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为

拯救东北人民恢复失土而流血！”“扶植人民一切的利益！”“一切地方政权统交于人民！”

“农工商学兵一齐联合起来！”……这都体现着共产党人的不屈意志和伟大情怀！

又如：正文在记述抗日战事的同时，显现出强烈的爱憎分明、褒贬清晰的态度。有对国民救国军抗日将

士保家卫国、奋勇杀寇的详载，对指挥和参与“墙缝之战”的著名抗日英烈姚振山和该军英雄二团的

称赞、对痛歼日寇辉煌胜利的赞扬，对戴洪昌（戴风龄）父子七人满门忠烈为国牺牲的英雄事迹

的称颂，对众多先烈伟绩的敬仰之辞；也有对汉奸万茂森等卖国贼的罪行淋漓尽致地揭露，显示

了共产党员的大义凛然。

《血战史》记载了533位为国捐躯的烈士英名，详载了先烈的奋勇战事、牺牲地点，证实了共产党人对殉

国烈士的景仰之情。特别是，先辈们撰史都不留姓名，虽有当时政治环境的原因，却也展示了共产党人无私奉

献的高尚品德。

“国统区”版本，是在“国统区”宣传抗日时发放的版本，以国家图书馆收集、珍藏的版本

为代表。义勇军在“国统区”免费发放《血战史》时，国民党政府无法否定人民愤起组织义勇军

武装、抗日的合法性，无法否定《血战史》记载内容的真实，却以《血战史》封页上标注的编印

单位“不合法”为由，要求必须将封面更改为“政治训练部编印”。义勇军撰史先辈智对国民党

这一故意的刁难，就将史志封面页的编印单位改印成了“政治训练部编印”；但是，在增加的扉

页上和保留的底封上仍然印着“宣传处编印”，如此就出现了在一本书上标注着“两种”编印单

位的怪事。事实上，在东北义勇军中，根本没有“政治训练部”这种机构。这证实了义勇军撰史



先辈中的共产党员坚持身为共产党员的立场，这是在《血战史》编撰中，共产党员智对国民党政

府刁难确的凿铁铁证。“两种”版本，除了编印单位不同外，其余内容全都相同。也从另一个角

度证实了《血战史》编撰中，共产党员在东北抗日义勇军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考证，“两种”版本的《血战史》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由组织编印、以共产党员为主撰

写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抗日史志。《血战史》从政治意义、军事意义和史学意义上来说，都具有珍

贵的历史价值。■

（作者单位：北京明标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责任编辑 樊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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