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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战士”点燃淮阳抗日烽火
———抗战时期淮阳县委书记张文彬的故事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侯俊豫

他是抗战时期中共淮阳县委书记，生命历程
仅仅 21年。

他出身富贵，却毁家纾难，家中多人为抗日
救国捐躯。

他身体羸弱，却成为坚定的抗日“钢铁战士”。
在张文彬烈士牺牲 85 年之际，让我们回顾

他生命中的最后 4 年，聆听他的信仰之歌。

1936 年 18 岁
投身革命 宣誓入党

张文彬，1918 年出生于淮阳吉庆街一个富
裕的家庭。 17岁那年，张文彬以优异的成绩考入
北平一所大学， 有了更开阔的视野了解中国、了
解世界。

1936 年，日寇加快蚕食中国的步伐，中华民
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没有国，哪有家？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怀有
一腔报国之志的张文彬毅然放弃学业，回到家乡
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揭露日寇的暴行，鼓舞
群众的抗日信心。

早在 1922 年， 淮阳就有共产党员播下的革
命火种，1925年就有了党组织。 淮阳这片红色土
地，为张文彬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在张文
彬的不懈努力下，淮阳各地中学纷纷组织起了读
书会，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一浪高过一浪。

1936 年秋天， 中共豫东特委决定到淮阳恢
复、壮大党组织。 特委书记沈东平多次到淮阳指
导工作，他找到进步青年张文彬，一起秘密领导
学生开展抗日运动。 1936 年 11 月，经沈东平介
绍，18岁的张文彬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文彬把自己家作为共产党员的活动阵地

和党组织抗日地下联络点，大家经常到张文彬家
接受任务、汇报工作，筹划多种形式的群众抗日
宣传活动。

1936 年 12 月 12 日的西安事变震惊中外，成为
中国由长期内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转折点，促成国
共两党再次合作。 淮阳的抗日斗争形势也随之发生
变化，共产党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 豫东特委书记沈东
平等人来到淮阳 ，指定张文彬为淮阳党组织负责
人。 淮阳一些学校经过“一二·九”运动的洗礼，在
共产党的领导下 ，师生的抗日热情普遍高涨 。 小
学教员薛朴若等人经常找张文彬汇报学校和学

生的情况 ，学习党的文件精神 ，接受党指派的各
项任务。

1937年 6月，张文彬主持召开多所学校读书会
领导人参加的会议， 宣布成立淮阳学生抗日联合
会。 不久，他和同乡好友李克弱等人又发起成立了
由 50 多人参加的淮阳抗敌后援会，并组建报刊组、
歌咏队、话剧团、墙报组，通过多种形式痛斥汉奸、
卖国贼，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张文彬的革命热情就像一团火，他把全部精力
投入革命文艺工作中，既是组织者，又是创作者、演
员和歌手。 他参加排演的《张家店》《我的故乡》《打

回老家去》《林中口哨》等文艺节目，将剧中角色演
绎得栩栩如生，感染着每一个人，激发起民众极大
的抗日热情。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誓
死不做亡国奴！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
的出路！ ”

1937年七七事变后，山河破碎、全线告急。在日
寇的疯狂进攻和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国共两党开始
携手共御外敌。

张文彬利用一切机会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组
织。金秋十月，沈东平来到淮阳布置工作。张文彬把
淮阳的抗日形势及各校的抗日骨干情况向沈东平

作了详细汇报。
在自己家中，张文彬同沈东平一起，介绍河南

省立第三中学（淮阳中学）的进步学生入党，宣布成
立中共三中支部，先后发展了 20 多名党员，并筹划
了多种形式的群众抗日宣传活动。

在张文彬等人的努力下 ， 成达中学党支部 、
省立第二师范党支部相继成立 ，革命的火种越燃
越旺 。

1937 年 19 岁
抗日火种 燎原古城

1938 年 20 岁
担任书记 领导抗战

救亡图存呼唤中流砥柱。 1938 年年初，群众性
抗日高潮在淮阳全县形成，张文彬遵照豫东特委指
示，到国民党淮阳专署开展抗日统战工作。

淮阳专署专员刘莪青对多才多艺的张文彬十

分器重，任命他为民运科长。 刘莪青在淮阳任职期
间，深受张文彬等共产党员的影响，与共产党开展
合作，大力支持抗日运动。

国共两党合作期间，淮阳的抗日运动开展得如
火如荼。 为培养抗日骨干、壮大抗日力量，国共两党
在淮阳开办抗日训练班，教员大部分由豫东特委委
派。 张文彬负责学生班的各项工作，培养了 300 多
名抗日骨干。

1938年夏，日寇占领华北，徐州吃紧，淮阳危在
旦夕，淮阳的机关、学校纷纷南迁，一时间人心惶惶。

如果不抓紧时间把进步学生组织起来， 就会使
我党失去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危急时刻，豫东特委
派特委委员刘作孚来到淮阳， 同张文彬一起领导学
生抗日运动，筹建抗日武装。

受党的委托，张文彬积极做刘莪青的工作，坚持
在当地打游击战。 1938年 5 月 31 日，刘作孚、张文
彬等人组织召开全城中学进步师生会议， 宣布成立
淮阳抗日学生军，建立淮阳第一支抗日武装。

不久，按照豫东特委指示，淮阳抗日学生军来
到豫东特委所在地西华县， 与抗日训练班合并后，
一部分成员赴延安继续学习，一部分成员充实到了
部队。 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他们为抗日战争的
最后胜利奉献出了青春和热血。

中华大地遭受日寇的铁蹄践踏，1938 年 9 月 5
日，日寇撞开淮阳城门，淮阳沦陷，淮阳专署被迫南迁。

面对凶残的日寇，豫东特委指示，趁日寇立足
未稳之际，迅速开展武装斗争。 很快，在党的领导
下，薛孟庄一带成立了抗日游击队。

为给游击队争取到合法的地位，张文彬专程找

到刘莪青， 详细说明游击队成立的条件和重要作
用。 大敌当前，刘莪青答应了张文彬的请求，任命薛
朴若为游击队司令。

为了安全，张文彬把那张珍贵的委任状用油纸
一层层包好，返回游击队所在地。 当张文彬把委任
状交给薛朴若时，两位热血青年的手紧紧地握在了
一起。 1938年 10月，由共产党领导的淮阳抗日游击
队正式成立。

张文彬是薛朴若一生都感激的人。 正如薛朴若
晚年所说的那样：“是张文彬把我领上了革命道路，
又不遗余力地鼓励我、帮助我。 ”两人的友谊，是经
得起血与火考验的战斗的友谊、革命的友谊。

“要把抗日游击战争进行到底……”“要加强对
游击队的领导……”遵照豫东特委的指示，张文彬
和薛朴若来到游击队， 在附近村庄积极发展党员，
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扩大游击队的影响，建立巩固
的根据地。

游击队的力量一步步壮大，取得丰硕的成果。
1938 年 11 月 22 日， 豫东特委宣布成立中共淮阳
县委，张文彬任县委书记，薛朴若等人为委员。 游
击队在淮阳县委的领导下，迅速展开对敌斗争。此
时， 游击队也由最初的 26 名队员、22 条枪， 壮大
到 100 多名队员、100 多条枪。 为使战士们树立抗
战必胜的信心，张文彬根据毛主席 《论持久战 》中
的战略思想 ，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张持久 ，以此鼓
舞大家。

后来 ，游击队改编为三个分队 、一个手枪班 ，
游击区不断扩大。 在淮阳、太康、西华三县交界地
带，他们经常出没于青纱帐，打鬼子、除汉奸。

在广袤的豫东平原，薛孟庄成为一个由共产党
领导、令日寇闻风丧胆、让群众满怀希望的“红色堡
垒”。

（下转 4版）

张文彬烈士（画像）。周口师范学院 孙立业 绘

1936年 11月，张文彬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口师范学院 孙立业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