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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三原女中抗日救亡运动

蒋丹玲

新疆大学，中国·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 要：三原史称“甲邑”，古称“池阳”，位于今陕西关中平原中部，因境内有孟候原、丰原、白鹿原而得名。

民国时期，境内经济、文化发达，革命思潮活跃；三原县有着悠久的红色历史，抗战时期，三原女中的师生的爱国

救亡活动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十分值得我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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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of the San Yuan Girls’ Middl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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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anyuan was historically known as “Jiayi” and was formerly known as “Chiyang”. It was located in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Guanzhong Plain in present-day Shaanxi Province and was named after the presence of Menghou Yuan, Fengyuan, and 
Bailu Yuan within its border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the domestic economy and culture were developed, and 
revolutionary ideas were active; Sanyuan County has a long history of the Red Revolution. During the Anti Japanese War, the 
patriotic and salvation activities of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Sanyuan Girls’ High School were an important part of it and 
also worthy of 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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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抗战历史长河中，无数可歌可

泣的事迹彰显着民族的不屈精神。三原，这座地处陕西关中

平原中部的小城，在抗战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三原女中，

作为当地教育的独特存在，其师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更是熠熠

生辉。她们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以青春热血投身抗日

浪潮。探究三原女中抗日救亡运动，不仅能挖掘出一段鲜为

人知的抗战故事，更能从女性视角展现那个时代的家国情

怀，感受她们为抗战胜利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对铭记历史、

传承爱国精神意义深远。

1 三原女中的建立

三原女中的建立和扩大离不开一位功勋卓越的老人帮

助，那就是被誉为“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驱”的于右

任。他生长于三原县，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家和革命家，他在

辛亥革命、护法运动、国共合作等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是中国国民党的元老。他在辛亥革命期间积极参与反清革

命，创办了多份报纸宣传革命思想，被誉为“辛亥报人”。

此外，他还参与了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重要教育机构的创

办和改建工作，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奠基人之一。

三原县具体什么时间有的女子学堂，尚未有明确的研

究。据张文生先生记述，清光绪末年，三原东关胡德厚在胡

家巷口创办了“正始女子师范学堂”，1911 年后，胡家衰

败，学堂也就停办了。然后据《东里半耕园记》一文载，此

园在清末曾设女子学校，这应该算是三原较早的女学。陕西

靖国军时期①，总指挥胡景翼支持留日归国学生程鼎臣，在

东关善堂东院办了一所女子中学。靖国军解散后，胡带兵出

关，学校经费无着，每月靠陕西省教育厅给的 200 元维持，

学校教员武止戈辛苦支持，直到省立第三中学开设女中班才

停办。这些女校在当时仍保留着浓厚的封建传统时，无学可

上的女子来说是极好的去向，同时这些女校的创办是有益于

民的。教育是个人、民族与国家发展进步的基础，对于本就

失去受教育权利的女性来说更是如此。想要改变封建遗留下

的落后妇女生活，最重要的便是利用教育，刺激妇女自身觉

醒，激发她们的独立人格，“国民教育者，进化之母也。女

子教育者，国民教育之母也②。”接受了教育的女性，眼界

不再局限于家庭，并且拥有冲破封建桎梏的勇气。

但面对混乱复杂的社会环境，女子学校始终未能发展

起来。直到于右任才真正使三原女校较具规模并产生极大影

响。1931 年，于右任暂归故乡，住在民治学校。这时该校

有十几个女生将毕业，到西安上女中有很多困难，于是便请

于右任帮助解决。正好此时省教育厅厅长李范一来三原看望

于右任。随之，于老与李商榷在省立三中先设一个女子初中

班，将民治毕业的女生与东关女中一年级学生并为一班，此

后一年增一班，三年后便可以成立一所女子中学。于是三年

后，在三原城隍庙街前，招待过路官员的公馆挂上了“陕西

省立女子中学”的牌子，后来改为三原女子中学。“在旧礼

教束缚的情况下，化解了三原及附近各县有志女青年的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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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当时影响很大③。”抗日战争爆发后，为躲防空袭，

校址被迁到了北城前街。直到 1962 年学校被撤销④。

2 抗战初期三原学生抗战救亡运动

1931 年，日寇占领我东三省，激起了爱国学生的强烈

愤慨，三原的学生们自发成立了“三原学生抗日救国会”，

其宗旨是宣传抗日，激发民众的民族自尊心。为了宣传抗日

和筹措宣传经费，学生抗日救国会在县城开游艺大会，向各

商店散发“红票”（戏票），将卖戏票的钱作为经费。

1935年12月14日，西安各校学生通电否认华北伪自治，

声援北平学生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24 日，西安各校学

生和教职员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冀察政务委员会和北平学

生发出通电，请求政府锄奸救国，维护并领导学生运动，释

放被捕学生，保护爱国运动，表示誓做北平学生的后盾。

1936 年，12 月 12 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消息传到三原后，首先响应的是学生。他们走上街头，张贴

标语、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当时三原街头到处张贴着“联

俄、联共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标语。

1937 年 3 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西北青年救国代表

大会，三原学生救国联合会选派张志诚、李凤英、冯永吉为

代表前往参加。会后，把党关于抗日的路线、方针、政策及

时传达到三原学生当中。随即在城镇和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

的救亡工作，宣传鼓动民众抗日，支援前方将士，各校同学

联合组织宣传队、歌咏队，演话剧、写标语、散传单、募捐，

欢送慰劳出征将士，为伤病员代写信、缝被褥等，把抗日救

亡工作在三原城乡和附近各县都搞得热火朝天⑤。

为了学习革命理论，增长抗日救亡本领，党在泾阳安

吴堡办了青年训练班，三原各中学的进步学生纷纷参加，

其中省立第三中学的学生为最多。在这为期半月的轮训中，

同学们学到了革命理论，懂得了抗日的方针政策，进一步

树立了爱国思想。阅读革命书刊，积极参加抗敌救亡活动，

议国事、谈理想，成为广大青年学生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

青年学生变得更加朝气蓬勃。在此训练后，许多人走上了革

命道路，有的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有的到最艰苦的抗日前 

线去⑥。

3 三原女中抗战救亡运动

三原县的青年学生们，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指引下积极

开展抗战救亡运动。其中，三原女中也踊跃参与。其实在抗

战前就有一位先进女性用她的英勇事迹大大激励了后来的

女中学生们。

康效英，三原县人。1922 年，康效英以优秀的成绩考

入当时的陕西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简称女师）。1923 年，

在一批旅京青年回陕执教后，学校政治面貌开始有了改观。

她在奋发刻苦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还积极投身于革命的洪

流。1923 年 3 月 27 日，日本强占中国旅顺、大连。4 月 14

日，陕西学生外交后援会发出收回旅顺、大连示威游行活动

的倡议。16 日康效英毅然走出校门，参加了全市 6000 余名

学生举行的示威游行。1925 年面对省教育厅任命一顽固老

旧分子担任女师的校长，并企图用封建思想束缚和压制进步

师生。康效英勇毅与之斗争，与气愤的同学们发起罢课活动。

此消息很快引起了各方注意，省立一中、三中派代表来到女

师，支持她们的罢课斗争，市内许多学校也纷纷到教育厅去

请愿。经过学生的共同斗争，在这次罢课取得胜利。

1926 年 2 月 8 日，西安妇女协进会成立，康效英等人

被派回三原指导三原妇女协进会的组建工作。回到三原后，

她们为各校带去许多进步书刊，在原女中、私立女子小学等

学校进行积极宣传动员，发展会员 23 名；还介绍了三原女

子中学王爱玉等进步青年入团。康效英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己

任，在三原县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三元女中工作的时间

里，以她自身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品德培养了后续青年的爱国

精神。

“西安事变”前，三原学生救亡运动在中共地下组织

的领导下，在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很快发展起来，三原

女中等校党员、进步学生对于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给予积极

的声援。1936 年 11 月，他们组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

称民先队）三原秘密小组。

为了更进一步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救亡运动，三原学

生于 1937 年 2 月成立了“三原学生救国联合会”。联合会

请由上海来三原的著名爱国人士张语还作时政演说。“西安

事变”后，彭德怀，丁玲等来三原，在三原腊八会上宣传党

的抗日八大主张，三原女中部分同学在国文教师姚化晴的组

织带领下前去听讲，会后与丁玲返校进行座谈，共进午餐。

与丁玲同来学校的还有一部分儿童团的演员，给同学们教了

话剧、生产舞、工人舞等。同一时期，在西安上学的三原籍

学生张建民，王思纯、程金云回三原帮助三原学生救国联合

会成立了救亡剧团。剧团设在省立三原女子中学，排演以抗

日为内容的话剧和小节目。救亡剧团在县城公演了三天以后

下乡开展宣传活动。学校开学后，该团活动才结束。这一系

列活动，对女中同学有极大的影响。当时的进步力量在群众

中占了十分大的优势⑦。

1937 年 2 月开学后，女中换了领导，校长王芸竹，李

祥生、冯树梅、孙巽山、李仁、魏思民、孙静之、田克恭、

曹健吾等教师，其中有的就是共产党员。在这些老师的组织

下，女中同学更加积极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在这些进步教

师的带领、教育、启发、鼓励下，三原女中全体教职员工团

结一致，抗日救亡活动空前高涨。学校民主气氛浓厚，生活

会、讲演会、出板报、办墙报、练歌舞、排话剧、扭秧歌呈

现出了一派生气蓬勃景象⑧。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团结抗日的民众运动在渭

北一带形成热潮，民先队秘密小组的活动更加突出，积极发

展民先队组织，同月女中民先队成立，由党员贺怀玉负责，

队员有史青云、桃贞、蒙豆、韩如兰、郭秋云、王碧茹、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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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英、蒙青、卢需开、刘德修、曹凌霄、门书兰、刘亚侠等。

1938 年初，三原女中“民先队”队员已占全校学生三分之一，

很多进步青年都向“民先”组织靠拢，团结、进步、抗日气

氛笼罩着校园。在学生中的党员和“民先队”队员的影响下，

不少进步青年也都纷纷报名要求到“青训班”学习⑨。同年

夏季，三原民先队员发展到 300 余人，即成立民先总队三原

县队部，并由女中学生史青云、蒙青等任队委。1938年4月初，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和民先队西北队部决定成立民先队渭北

队部，同月下旬，女中民先队部成立，刘静、蒙青等任队委。

女中民先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在队部的指导下公开活动。

各班学习好、正义感强、思想好的同学都被吸收为民先队员，

女中的民先队组织迅速扩大，学生自治会各项职能几乎全由

民先队承担，在校内外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起到了积极的带

头作用。并且热情高涨的三原女中师生们，齐心合力为抗日

伤兵们捐赠了许多钱，购买了棉花和布匹，连续三天，全校

发起为伤兵缝被褥的爱心活动。

1937 年 10 月 19 日，女中等校民先队、文协等在三原

县城隍庙举行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共一千数百

人，女中全体师生参加，其他各界妇女自动参加者近百人，

陈静之老师主持，杨志杰、蒙豆等代表文协、民先队作了热

烈的演讲。晚上配合流动剧团公开表演话剧、歌曲，市民、

学生到会者 5000 余人，会场热烈悲壮，当日散发了纪念鲁

迅特刊，张贴标语传单。1938 年 2 月的一天，三原三中三

位进步教师被逮捕，消息传开后，各校师生愤愤不平。在党

组织的指导下，民先队组织女中学生举行罢课，女中派代表

蒙豆与其他各校代表到抓人处请愿，提出不释放教师，学生

就不复课的正当要求。在各校师生的抗议下，慑于各界的压

力，三位教师成功获得释放。

三原女中的学生们还会深入千家万户，宣传抗日救亡

道理。她们利用课余时间，组织两三人的宣传小组，深入家

户院落与妇女和老人拉家常，给她们读报、讲时事；募捐军

鞋、衣物，收集废铜烂铁，动员适龄青年参军，支援抗日前

线。动员能走出家门、店门的家庭妇女等读书识字。晚上还

会给当地妇女上两个小时的课，学习抗日救亡的文章，教唱

抗日救亡歌曲。在街头、巷口、单位门前演出各种宣传抗日

的节目，如史青云、蒙青等合唱《难女曲》《渔光曲》，跳

《生产舞》。到伤兵营护理伤病员，为他们洗衣、读报、代

写家信，轮流到分布各关庙宇场地流亡难民住处宣传抗日，

帮助他们安排生活。列队欢迎孔从州、赵寿山带领的十七路

军开赴抗日前线，接待宁波等地的流亡剧团，与他们共同排

练节目。各班轮流分批到农村宣传。她们来去列队唱着“这

是时候了，同学们，让我们去上前线，我们没有什么牵挂，

总会有留恋，学无止境，力求完善，要在工作中去锻炼……”

有一次，他们到山东庄宣传，当东北流亡同学刘镇元唱《我

的家在松花江上》时，声泪俱下，场内外哭声一片，群情激愤。

史青云、邢秀兰、贺怀玉等同学高昂慷慨的讲演激动人心，

会场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此起彼伏⑩。

安吴青训班成立后，女中民先队组织同学到青训班参

观。1938 年 6 月，世界学联代表团由西安去延安，返回时

专程来到安吴青训班，女中等三原各校民先队组织同学去潼

关迎接，在联欢会上，女中同学合唱的歌曲，振奋人心，博

得中外同学、朋友的一致赞许。此外女中学生们还会慰问住

安吴的伤病员，由史青云领唱《你们在为我们老百姓，为了

千百万妇女儿童》的慰劳歌。贺怀玉代表女中学生向伤病员

问好致谢。之后女中同学南修玉、刘德修、邢秀兰、蒙青、

曹秀云、王秀云、刘佩兰、刘亚侠、房雨美、门书兰、刘静

等先后参加了安吴青训班妇女连的培训、学习，有的由青训

班北上延安。

1938 年 7 月，女中民先队在陵前宣传，受到群众热烈

欢迎，一次演出中，突然下起暴雨，当她们回到住处时，群

众已烧好水，生了火，供她们洗头、烘烤衣服，并送来干衣

服让她们换上⑩。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女中学生不仅将抗战

救亡宣传活动进行的十分顺利，还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深深

认可。

女中校风，学风好，师生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因而引

起了敌人的注意，他们向校长提出警告，要求辞退进步教

师，禁止学生活动，女中民先队在环境险恶的情况下仍坚持

活动。1938 年 10 月，由于社会形势的恶化，三原民先队组

织的活动转入地下，女中民先队的领导人变动，原来的民先

队员大部分相继毕业离校，女中民先队的活动也随之转入地

下，活动逐渐减少。

4 结语

三原县的学生用爱国实践唤醒了人们的爱国意识，带

动当地群众投入爱国运动，促进了抗战胜利。其中三原女中

宣传抗战爱国思想，举行爱国募捐活动，为抗战胜利贡献了

自己的力量。她们把国家的前途与自身的命运捆绑在一起，

担当时代重任，爱国情怀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

注释：
① 1919 年至 1922 年 5 月，杨虎城败退陕北，余部被

刘镇华收编。至此，陕西靖国军时代结束。

②中国人民政协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

会：《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 8 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第 11 页。

③陕西省咸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咸阳文

史资料 第八辑》，2008 年，第 3 页。

④潘志新：《于右任的故事》，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5 年，第 113 页。

⑤陕西省三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三

原文史资料 第 2 辑》，1986 年，第 37 页。

⑥陕西省三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三

原文史资料 第 2 辑》，1986 年，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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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亲历抗战：北京

教育界老同志抗战回忆录》，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5 年，第 332 页。

⑧陕西省三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三原文

史资料 第 8 辑》，1991 年，第 22 页。

⑨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战时青

年训练班”，简称“青训班”。

⑩咸阳市妇女联合会咸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咸阳

市妇女志》，1996 年，第 216-2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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