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良“抗高”二三事 

白  璧 

 

 

1938年春季，我党开辟了平西抗日根据地。这一地区人民生活特别贫困，除部分村庄有所私塾外，没有

一所正规学校，95％以上的人是文盲。同年五月，房良联合县人民政府成立后，在宣传组织群众抗日、建立

基层人民政权、肃清土匪等工作的基础上，采用“民办公助”的方法，帮助各村建起了初级小学校。1939年

春，驻在十渡村的县政府，又在距政府一公里的西庄村办起了房良抗日高级小学校(简称“抗高”)。这是当

时房良联合县的最高学府，县长刘介愚兼任校长并亲自为我们讲毛主席著作《论持久战》，县委书记赵然(当

时党不公开，县委对外称教育处)为我们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一宣言》等政治课，我们第一期五十多

名同学，大体上一半时间学文化，一半时间学政治和从事宣传工作。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同学们抗日热情

很高，能较好地完成学习和宣传任务。1939 年秋，“抗高”随县政府迁到马安村，有些重大活动至今记忆犹

新。 

 

聆听李公朴教授演讲 
 

“战呀战呀我们是新中国的青年，我们是青救会员，国共两党领导我们向前，前去恢复万里江山，建

立三民主义乐园……”(注)在嘹亮的抗日救亡歌声中，全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七君之一的李公朴教授在

县、校领导陪同下，健步来到我校发表了演说。他首先称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平西抗日根据地工作很出

色，是模范抗日根据地之一。他说，到晋察冀边区所见所闻，是中国共产党真诚地与国民党合作，受到广

大群众拥护，而国民党内则有一些顽固分子，专搞磨擦，破坏抗战。因此，必须提高警惕，在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旗帜下，把抗战进行到底。接着讲到我们学校。他说，在战争年代，房良联合县领导克服各种困

难，办起自己的“抗大”，重视教育和人才的培养，是很有政治远见的，希望同学们努力学习，提高政治文

化水平，以担当抗战和建国的大任。李教授的演讲，受到全体师生的热烈欢迎。 

 
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 

 

1939年 11月 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这天我校全体师生举行了庆祝活动。首先唱《十月的旗帜》

的歌曲，其歌词是：“十月的高空太阳光里飘耀着鲜明的旗帜，十月的风暴，传播着时代的真理。疯狂了的敌人

在张牙，在舞爪，在向全世界人类凶恶地咆哮。光复了的土地，在欢笑，在欣喜，在用快乐的歌声，歌唱伟大

的创造。猛烈的斗争，正在开展，鲜血泛滥成狂涛，旧世界就要毁灭，新世界就要来到。”接着学校领导讲了十

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后指出，现在苏联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工农群众成了国家的主人，在布尔什维克

和斯大林领导下，建设起社会主义，将来还要实现共产主义，全人类都过上最美满、最幸福的生活……。当前

我们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进行抗战，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我们也要建设社会主义……。这次庆

祝活动，使我们这些十多岁的孩子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社会是“各尽

所能、各取所需”，对我们的成长和走上革命道路，是一次重要的启蒙教育。庆祝活动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举行游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 
 

“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亡国的条件，

我们决不能接受，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拿起我们的刀枪，举起我们的锄头，我们再也不能等

候。中国的人民，一齐起来救中国，所有的党派，快快联合来奋斗。同胞们，向前走，别退后，拿我们的

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扬一二·九运动光荣传统，把抗战进行到

底!”……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这是 1939年 12月 9 日晚上，房良“抗高”全体师生和县



委机关、人民团体、武工队的全体同志举行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四周年的大游行。数百人的游行队

伍，手举自己用红绿色纸做的三角形彩旗，在崎岖的山路上，从马安村向十渡、西庄举行了长达二十多华

里的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这是人民政府成立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大游行。沿途群众特别是偏僻山沟居住的

老年人也拄着拐杖前来观看，许多青少年、儿童也自动的挥舞着拳头和我们一起高呼口号，情绪十分高昂，

从而使我们学生和当地群众都受到了一次深刻抗日救国教育。 

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三民主义和我党的最低纲领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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