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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咝生2旦 趔些塑型塑鬯婴堡堑鲤塑型婴 坠：垫丝

抗大组织序列考析
——兼与《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商榷

白鸿森

(邢台学院，河北邢台054001)

摘要：依据档案文献与当事人回忆史料，订正所谓“抗大太行分校”之误说，阐述1945年3月，以抗大太行大队和太

行军区参谋训练队为基础组建的抗大分校，仍沿用了六分校之名称。并对分校校首长、隶属关系、学员来源和学校驻地等
进行考实；对《抗大史》敌后总校组织序列的疏漏与错误给予补正；并对1936年6月1日创建的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校首长、

教育委员会和抗大总校军政委员会予以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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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著《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

大学史》(以下简称《抗大史》)，是迄今为止第一部抗大专

史，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存史价值。但遗憾的是该书组

织序列部分仍有一些纰漏，兹仅就其中若干问题予以考
述，以求证于诸方家。

抗大太行分校误说与1945年抗大六分校
《抗大史》所谓“抗大太行分校”之说是这样叙述的：

“为了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战略反攻的需要，根据八路军

总部的指示，抗大太行大队于1945年3月扩建为抗大太行

分校。童国贵任校长，彭宗珠任政治委员，孟擎宇任教育
长，李克如任政治部主任。短期轮训第一二九师的一批连

排干部”_lf。

该书大事记指出太行分校校址在河北省涉县固新镇
一带‘“。

以上所述，把学校名称、校首长、审批部门、组建单位、
隶属关系、学员来源和学校驻地都搞错了。

一、学校名称、审批部门和组建单位

中共中央档案馆所藏档案记载：1945年3月1日，太行

军区司令员李达，政治委员李雪峰，政治部主任黄镇，政治
部副主任袁子钦致电中央军委并集总：

为适应新的需要我们拟以太行大队及参谋训练队为

基础组成抗大分校，仍恢复原第陆(六)分校的名义，但仍

以精简为原则，总共不超过一千人‘3 J。

4月4 13中央军委批复：

滕(代远)杨(立三)李(达)李(雪峰)：

同意你们提议，成立抗大六分校，关于司令部机构，目

前可依你们实际需要加以改组，俟七大开完，再做整个布
置。

军委 四日【4]

在中央军委档案馆还查到同年5月8日太行军区颁布

的抗大六分校编制方案和8月6日太行军区签发的抗大六

分校第九期干部任职命令。

另据李克如生前所在单位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出据的
证明，1945年3月，李克如由太行军区参谋训练队政治委

员改任抗大六分校政治部主任；孟擎宇夫人李献琦出据的

证明，1945年4月，孟擎宇由太行军区三分区769团调抗大

六分校任教育长。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表册》八

路军团以上干部名册也列出李克如为抗大六分校政治部

主任，孟擎字为抗大六分校教育长瞪J。
以上文献资料和证明材料说明，1945年3月筹建的抗

大分校其称谓不叫太行分校，而是六分校，为区别于前期

六分校拟称为1945年抗大六分校；其组建单位是抗大太行
大队和太行军区参谋训练队；上级审批部门不是八路军总

部，而是中央军委。
‘

二、分校校首长

根据1945年抗大六分校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科科长

张卓之，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张雨林，抗大太行大队军事主

任教员、1945年抗大六分校军教科副科长兼特科队队长袁
海兰，抗大太行大队驻大队政治教员、1945年抗大六分校

第8队政治指导员戈果等人回忆，1945年抗大六分校校长

由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兼任，学校日常工作由政治部主任

李克如主持。

《抗大史》组织序列也列出李达兼任抗大六分校校
长。6J，但其任职时间列为1944--1943．10(可能是将1945．10

错印成1943．10)是错的，其任职时间是1945．3—1945．10。

根据童国贵夫人王明芝提供的童国贵的生平简历，

1945年5月，童国贵由太行大队调任太行军区一分区31团

任团长，6月初指挥了元(氏)获(鹿)战役。
根据《安徽日报}1982年7月23日刊登的《沉痛悼念彭

宗珠同志》和《八路军·表册》八路军团以上干部名册记

载‘7】，抗大太行大队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彭宗珠于1945

年5月调八路军太行军区三分区769团任副政治委员。

由此断定，1945年3月以抗大太行大队和太行军区参
谋训练队为基础组建的抗大分校，由童国贵任校长，彭宗

珠任政治委员是不能成立的。

三、分校隶属关系与收训学员来源

根据《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旧1大事记记载，1943年10
月9日，一二九师在建制上与太行军区分开。所以1943年

10月成立的抗大太行大队和1945年3月创建的抗大六分

校均隶属于太行军区建制，而不是一二九师建制。

据太行军区4位首长向军委呈报的成立抗大六分校的

请示报告，指出学员的来源是轮训军区连以上干部，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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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知识分子和豫西贫民。所谓为一二九师培训连排干部

也是一种臆说。
四、学校驻地

根据1945年抗大六分校部分教职学员回忆，学校移驻

在太行军区参谋训练队驻地南庄附近的庄上村。
总括以上论证，现将1945年抗大六分校创建及其发展

沿革综述于下：
1945年3月1日，太行军区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提议

以抗大太行大队和太行军区参谋训练队为基础组建新的

抗大分校，仍沿用原来抗大六分校名称，呈报中央军委和
十八集团军总部审批。并于当月调军区参谋训练队政治

委员李克如改任抗大六分校政治部主任，具体负责分校的
筹建工作。4月4日，军委批复抗大六分校正式成立，校址

设在涉县庄上村。该校由军区司令员李达兼任校长，李克

如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是月，调太行军区三分区769团
参谋长孟擎宇任教育长。5月8日，军区颁布六分校编制

方案，随选送连级以上干部500余人，组成5个学员队。6
月至8月，陆续招收各地知识青年和豫西贫民数百名扩编

为10个学员队。8月6目，军区下达六分校第九期干部任
职命令，从此，学校健全编制，开始正规办学。

随着抗战转入大反攻阶段，中共中央于8月11日发出

指示，要求各战略区编组“超地方性正规兵团”，8月20日，
中央决定统一太岳、太行、冀鲁豫、冀南解放区领导，组成

晋冀鲁豫中央局(又称邯郸局)，同时，成立晋冀鲁豫军区。
10月，随着解放战争向全国发展，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扩编，

大批干部走上新的领导岗位，因此，大量地培训干部成为

摆在全军面前一项紧迫任务。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练兵与
训练干部的指示》精神，各大战略区野战军集团以抗大总

校与各地抗大分校、军政干校和随营学校为基础相继扩建

军政大学。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以抗大六分校和抗大太岳
分校为基础，组建成立晋冀鲁豫军政大学，校址设在晋东

南潞城高庄一带，至此抗大六分校宣布撤销。

敌后抗大总校组织序列补正
《抗大史》组织序列部分，总校基本上是分期单列，不

知何故，惟独在华北敌后办学的第五期后半期至第七期合
并起来综合列出。此举，使人产生条理不清和头绪混乱之

感，同时，各编制机构体例不一致，如政治部列出科级编

制，而经理处(供给处)、卫生处、校部和学员队等只列出处
级编制。并在组织编制和干部任职方面出现了疏漏和错

误，本文试补正之。
一、校部组织序列

第五期后期至第六期，校部的科级编制是管理科、文

书科、统计调查科、队列科和警卫连。

《抗大史》称李挺为校部秘书长，其任职时间是1940．
卜1舛2．4。根据李挺生前回忆，1940年8月，秘书长欧阳
毅调离抗大，由他代理秘书长。按该书第472页刊出的
1941年6月1 Et，抗大5周年校庆所表彰的教职学员名单，

李挺被列入四周年后离校干部之列，这说明1941年6月1
日前李挺已调出抗大，同时，第七期(1941年1月开学)精

简机构，校部不设秘书长，改设秘书科，所以代理秘书长李

挺的任职时间是1940．8一1941．1。
第七期撤销训练部，原归训练部管辖的政治教育科、

军事教育科、图书馆划归校部管辖。第七期至第八期前
期，校部下设秘书科、政治教育科、军事教育科、管理科、图

书馆和警卫连等。
二、政治部组织序列

第五期后半期至第七期，《抗大史》政治部组织序列列

出了科级编制，但尚不完整，漏掉了秘书科和保卫部下设

的一科、二科。该书把组织部下设的党务科、干部科与组
织部并列，把宣传部下设的宣传科、教育科与宣传部并列，

混淆了隶属关系。
该书把秘书科科长徐芳庭说成是总务处长是错的；此

外漏掉了傅崇碧1939．7—1940．4年任政治部干部科科长；
第八期前半期，该书将杨恬说成是教育科代科长，根据杨

恬和李剑白回忆，第七期杨恬任教育科代科长，第八期前
半期李剑白任教育科科长，杨恬任副科长。

三、经理处、供给处组织序列
第五期后半期至第六期经理处下设会计科、审计科、

粮秣科、直供科、辎重连和合作社。
第七期经理处改称供给处。下设军需科、财政科、粮

秣科、运输连和合作社；《抗大史》把第七期供给处政治委

员说成是张宣斋，据经理处原政委何善远和供给处部分干
部回忆，第七期供给处政治委员是张澄波。

四、卫生处组织序列
第五期后半期至第六期，卫生处下设医政股、保健股、

材料股和医务主任；第七期下设医政股、保健股、材料股和
医院；第八期前半期下设材料股、休养所和医务主任。

五、学员队组织序列

第五期后半期至第六期学员队组织序列该书列出4个
团和特科大队。遗漏了直属校部的上千营，营长潘焱，教

导员许凤翔，下辖3个连。
第七期至第八期前半期，《抗大史》列出了上千科、基

本科科部编制和干部名单，未列出下辖学员队编制。第七
期上干科辖4个营、团干部队，1个知识青年干部队。基本

科(也称第3科)下辖政治队，军事队，工兵队，敌工队，青年
队；第八期上干科辖3个营团干部队，1个知识青年干部

队，1个地方武装干部队。基本科辖3个营10个连队。附

属陆军中学(也称第3大队)辖7个学员队。

红大校首长教育委员会

和抗大总校军政委员会
一、红大校首长的任命
1936年6月1日创建的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即抗大第

一期)，校首长的任命至今说法不一。

《毛泽东年谱》载：193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召开常委会议，具体研究了建立红军大学问题。关于学校

的组织，毛泽东同志提议，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校务
部主任周昆，教务部主任何涤宙，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四J。

5月29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关于当前军情变化和

基本任务等问题的通知》中指出：“以林彪为校长，罗瑞卿
为教育长，周昆为校务部长，袁国平为训练部长“oI”。

《抗大史》关于红大校首长的任命是这样叙述的：“1936

年6月1日红大开学典礼上，宣布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
育长，莫文骅任党总支书记“1J”。

以上诸说，笔者以为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周
昆任校务部长，袁国平任训练部长是可信的。其理由是：

1、5月20日，中共中央常委会研究红大组织问题，关
于校首长人选是由毛泽东同志提议，会议一致通过的。5

月29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通知中，祷红大领导机构设置
及校首长人选又作了局部调整，取消政治部(这与莫文骅

等人回忆红大不设政治部是一致的)，将校务部主任改为

校务部长，仍由周昆担任，将教务部主任改为训练部部长，
改由袁国平担任。以上任命不会事隔3天在红大成立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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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易改变。同时以上校首长人选，是与在红大工作的王智
涛等人的回忆是一致的。

2、《抗大史》之说引自李志民著《革命熔炉》一书。据说
该书又是出自莫文骅的回忆(80年代莫文骅曾撰写《关于

“红大”与“抗大”的组织问题》，后发表于《党的文献》1990
年第3期)。关于历史史实的定论应以文献记载为依据，回

忆资料只能作为参考。
3、中国抗Ft红军大学是在西北红军大学的基础上扩

建的，原西北红大校长周昆，政治委员袁国平继续留任，担

任校首长是情理之中的。
4、红大1、2科驻瓦窑堡(7月11日移驻保安)，3科驻

甘肃环县本钵寺。周昆兼任3科科长，袁国平兼任3科政
治委员。同年10月，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中央军委决

定第3科与红二、四方面军随营学校合并，改称红大第二
校。校长周昆，政委袁国平。红大1、2科改为红大第一校。

《抗大史》所说红大校首长应是第一校校首长的任职情况。
二、教育委员会和军政委员会

《毛泽东年谱》载：193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议，关于红大教育委员会的设立，毛泽东同志提议，

由林彪、罗瑞卿、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周昆组成，并在
会议上一致通过u“。

而《抗大史》中指出，1937年1月21日，抗大第二期在
延安举行开学典礼。为适应学校数量的增加和学校规模

扩大的新形势，抗大设立教育委员会【l3。。并在组织序列中
列出抗大总校在华北敌后办学的第七、第八期仍设立教育

委员会。
教育委员会应按文献记载，是在红大创建时设立。又

根据华北敌后抗大总校部分教职学员回忆，抗大总校挺进

敌后的第七、第八期不再设教育委员会。

1941年2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颁布军政委员会条例
的命令指出：在军、师、旅、团及纵队、支队、军区、分区等级

成立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为执行上级指示，决定该部
大政方针，布置工作及检讨工作的计划机关。凡关系本部

的军、政、党、后勤等等一切工作，均可讨论决定u⋯。
依照此命令，抗大总校成立了由滕代远、何长工、张际

春、袁子钦和吴格成(后改名吴实)5人组成的军政委员会，
滕代远担任主席。军政委员会是抗大总校在华北敌后办

学时期的首脑和决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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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of

the Chinese People’S Anti—Japanes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ollege

——A deliberation over“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Anti—Japanes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ollege’’

BAI Hong—sen

(Xingtai College，Xingtai，Hebei，054001，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documents and related memoirs，this article rectifies the view of“Taihang Branch”and

illustrates that the branch college，consisting of the Taihang Group of the Chinese People’S Anti—Japanes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ollege and the training team of the Taihang Military Area，maintained its nanle of“The Sixth Branch”．

This article verifies the leaders，organization，source of the students，and location of the college．It corrects the mis·

takes in“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Anti—Japanes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ollege”about the organizational sys-

tem of the general college，and makes differenti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leaders，educating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Anti—Japanese Red Army College founded on June 1，1936，as well as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ommittee of the

general colleg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Anti—Japanes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ollege．

Key Words：Sixth Branch of the Chinese People’S Anti—Japanes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ollege；organizational

system of the Chinese People’S Anti—Japanes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ollege；leaders of the Chinese Anti—Japanese

Red Army College；Educating Committee；Military and Political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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