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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钩浮影——档案与民国柳州

　　13 岁是孩子，14 岁、15 岁甚至 18 岁在世俗的眼里仍然是孩子，可在柳州市档

案馆所藏的广西学生军图片档案中显示，龙城这群孩子却在特殊的年代承担了与他们

年纪不相称的社会责任——他们以广西学生军的身份，投入到全民抗战之中。 

　　据广西团校青年运动史研究室编著的《铁打一群》所记，广西学生军是由广西当

局组建，直属第五路军统率，是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产物。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广西

曾先后 3 次组织学生军。1936 年 6 月，广西当局发动“六一”运动，以广西师专学

生为主并吸收了部分中学生约 1000 人组建学生军，下乡宣传抗日，1 个多月后，学

生军的活动随着“六一”运动的和平解决而结束，此为第一次； 1937 年 10 月到 1938

年秋，广西出兵抗日前线，在全省招收了青年学生约 300 名，开赴李宗仁负责的第五

战区，随军作宣传动员群众的工作，此为第二次；第三次是在 1938 年 11 月至 1941

年 8 月。当时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战火逼近广西，广西当局招收了青年学生 4000

多名组建学生军，开赴桂东南和桂南各县，宣传组织群众，配合部队作战。第三次学

生军的人数最多，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成绩显著、影响最大。　

广西学生军中的柳州兵

□刘丽虹

→广西学生军第
一团女生队全体
官生兵夫合影。
（摄于 1939 年 4
月 21 日，柯家荣
提供）



95

围炉忆旧

　　（一）踊跃参军

　　1938 年 10 月广州、武汉沦陷后，日军加快了南侵的步伐。日军飞机天天从广州

侵入广西，沿钦邕公路侦查、扫射轰炸。那时的龙城，空袭警报没有规律地在学生们

上课的时间里经常响起，龙城的学子已经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学习。1938 年 11 月，

当时的第五路军（后改编为第十六集团军）招收中等及大学学历的学生青年组建第三

届广西学生军。

　　当年报名参加第三届广西学生军的龙城学子，如今已经是耄耋老人。

　　“国家危难之时，很容易显示出万众一心” 。当年的学生军、现今年届九十的

苏宏伟形容当时报名的情形是——“弟随兄，妹随姐，兄弟姐妹齐报名” 。苏老当

时就读柳州的公费师范班一年级，随 18 岁的族兄苏宏义报名时自己未满 14 岁。苏宏

伟看到了一个很壮观的场面：原来计划招收一个团 1200 人，报名竟达 1.9 万余人。最后，

第三届学生军招了近 4300 人，组建了 3 个团。

　　武绍庭说服父母随着哥哥武绍康一起去报名参加学生军；当年的第三团女生队队

长邓筱娟师范毕业后已经是柳州一小学的老师，她放弃了工作应征学生军；14 岁的

邓玉琴谎报自己 16 岁去参军；赵文彬、梁次芬、柯家荣、董玲……这些本应在学堂

里伴朗朗书声成长的孩子，在爱国抗战热潮的推动下，加入了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抗

日战斗队伍。

　　苏宏伟清楚地记得，学生军第一团以桂林、平乐、柳州等地的学生为主，第二团

以梧州、桂平、玉林等地学生为主，第三团以南宁、宾阳、左右江地区的学生为主。

第一团于 1938 年 11 月 27 日在桂林成立，该团辖 3 个大队和 1 个女生队，1200 多人；

↑1939年冬，广西学生军在梧州街头做抗战宣传。（苏
宏伟提供）

↑广西学生军女生队。（摄于 1940 年 6 月，苏宏伟提供）



96

沉钩浮影——档案与民国柳州

第二、三团于 1938 年 12 月 15 日分别在荔浦

和马岭成立，第二团下辖 3 个大队和 1 个女

生队，1700 多人 ；第三团下辖 3 个大队和 1

个女生队， 1300 多人。

　　第三届学生军 29 个中队中，有 23 个中

队里有中共党员，3 个女生中队也有中共党员。

　　（二）宣传抗日

　　1939 年 1 月初，第三届学生军的 3 个团

集中到桂林进行各种政治和军事训练。军事

训练以军事操练、军事常识、谍报工作、游

击战等为主，政治教育以三民主义、建国纲领、

抗战共同纲领为主，并让学生军认识什么是

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如何做抗日宣传和发

动组织、训练群众等。除军政首长讲话外，

还邀请进步人士和知名人士如叶剑英、郭沫

若、洪琛和夏衍等前来演讲作报告。

　　由于战事紧，苏宏伟他们训练了 1 个多月便提前结束原定 3 个月的学习。学生军

于 1939 年 2 月下旬分配到各地。1939 年 4 月以后，苏老随学生军第二团一队一中队

到梧州一带开展抗日宣传，发动群众武装抗日及支前。

　　在梧州开展宣传工作期间，学生军天天上街演讲，揭露日军的侵略行径，讲述东

北义勇军英勇抗敌的事迹。围观者群情激昂，纷纷往由 8 名学生军抬着的 4 米宽国旗

中献投银元、钞票、戒指、项链等物，以支持抗日。

　　 一天，在梧州街头，一个老头和一少女在卖艺。少女在唱东北小调的《流亡三

部曲》，突然老头大喊“不要哭了”，少女仍然哭声不止地唱，老头拿起鞭子要打少

女。围观的群众立即上来对老头说：“放下你的鞭子！”有的还大骂老头。这时在旁

边的学生军才出来说明这是抗战宣传的街头演出。有队员马上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

花江上，那里有……九一八……结果一街的群众都跟着唱起来，那歌声久久地飘荡在

梧州的上空。

档案利用：

020-001-0134、192-011-0012-004-000001。

→广西学生军 26
名同学在湖北襄
樊隆中汉诸葛丞
相武侯祠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