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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杂谈

1937 年晋察冀抗日根
据地建立后，一群报纸美术
编辑怀揣着救亡图存的满
腔热血和崇高的理想抱负，
从五湖四海涌向晋察冀抗
日根据地，汇聚成一支特殊
的抗战队伍。他们以画笔
和刻刀为武器，在敌后打响
了没有硝烟的战争。

当时，我军的工作重
点是广泛发动群众性工
作，尤其是要动员农村地
区的革命力量，晋察冀抗
日根据地广大的农村地区
便成了“漫画战”的主战
场。根据地漫画家利用白
灰、黑锅灰、槐树籽、红胶
土等简单朴素的原料，创
作出感染力强、内涵丰富
的抗战漫画。与此同时，

侵华日军也企图利用“宣
抚班”“新民会”等反动组
织，对我人民群众进行反
动宣传和奴化教育。于
是，为开展政治攻势、争取
群众支持，敌我双方在一
面面墙壁、一张张报纸上
展开激烈争夺。

1942 年前后，为消灭
我敌后抗日力量，日伪军对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疯
狂大“扫荡”，每到一处村落
就画上反动漫画。待日军
离开，晋察冀的漫画家就用
白灰涂掉敌人的反动标语，
画上大型抗战漫画。

根据地漫画家还为漫
画插上翅膀，将它们刊登
在 报 刊 上 ，飞 往 全 国 各
地。《抗敌报》《晋察冀画

报》《战线画报》等报刊先
后刊登了大量的抗战漫
画，一批优秀的漫画作品
进入民众视野。曹振峰在

《战线画报》上刊登的连环
画 ——《赵 玉 昆 卖 国 投
敌》，批判投降行为，反对
抗战逆流。孙逊发表的连
环画《李铁牛》，动员了大
量农民百姓放下锄头，踊
跃参军入伍，争做“李铁牛
式模范士兵”……

此外，根据地漫画家还
将一幅幅反战漫画变为瓦
解 敌 人 心 理 防 线 的“ 纸
弹”。他们通过将漫画制作
成传单、明信片，装入“慰问
袋”中，散发到敌军据点和
敌占区的大小城镇，对日伪
军开展“攻心战”。徐灵创

作的传单画《日兵之家》，描
绘了一位侵华日军士兵的
母亲望着儿媳和孙儿默默
祈祷的画面。随着太平洋
战争的爆发，日军士兵越发
思乡厌战。

“漫画战”作为一种极
为特殊的作战方式，对揭露
日寇阴谋、唤起民众抗日意
识、鼓舞抗日斗志起到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杨润鑫

没有硝烟的敌后“漫画战”

湘江之滨，妙高峰下，
孕育了一座“千年学府、
百年师范”——湖南第一
师 范 学 院 。 1914 年 春 到
1918 年秋，毛泽东曾于这
里求学。也就是在这里，
他形成了“为中国人民谋
幸 福 ，为 中 华 民 族 谋 复
兴”的初心。

群星灿烂

第一师范前身是南宋
著名理学家张栻讲学的长
沙城南书院，于 1903 年更
名为湖南师范馆，1912 年
改名为湖南第一师范。

当时，在这所思想进
步的学校里，有一群思想
活跃、追求真理的师生。
从日本和英国留学归来
的杨昌济、参加过辛亥革
命的徐特立、被封建遗老
视为中国传统礼教叛逆
的方维夏、主张推行教育
改 革 的 黎 锦 熙 ……1913
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
的第四师范。第二年春，
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
范 ，毛 泽 东 被 编 入 第 八
班。与此同时，蔡和森、
张昆弟、陈章甫等一批追
求进步的热血青年，闻名
考入该校。

当 时 的 中 国 社 会 动
荡，内忧外患。在第一师
范，毛泽东学习了许多外
国历史和地理知识，他第
一次了解到美国这个国
家，特别是对华盛顿八年
苦战建立美国的事迹印象
深刻。他还读了一本名为

《世界英杰传》的书，了解
到拿破仑、叶卡捷琳娜女
皇、彼得大帝、林肯等人物

的事迹，促使他开始把中
国和世界联系起来思考问
题。随着西方思潮的涌
入，毛泽东的眼界和格局
更加开阔。

救亡图存

1915 年初，日本提出
企图吞噬中国主权的“二
十一条”，5月，袁世凯政府
同意接受。消息传出，毛
泽东义愤填膺，写下四句
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
耻 ；何 以 报 仇 ？ 在 我 学
子。”9 月，毛泽东以“二十
八画生”之名，向长沙各校
发出征友启事，强调了结
交的朋友，一定要“能刻苦
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
为国捐躯”。1916 年 7 月
25日，毛泽东致信萧子昇，
谈论湖南问题和国际局
势，提出要认真对待日本
的侵略野心，“二十年内，
非 一 战 不 足 以 图 存 ”。
1937 年 7 月，全面抗战爆
发。而 21 年前年仅 24 岁
的毛泽东能言中此事，与
他心系民族、忧国爱民的
拳拳之心和深刻的洞察力
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何拯救中华民族？
深受杨昌济等老师影响，
毛泽东开始将哲学、伦理
学与改造国家和社会联系
在 一 起 。 1917 年 8 月 23
日，他写信给黎锦熙说：

“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
天下之其有不动者乎？天
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
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
为 ，国 家 有 不 富 强 幸 福
乎？”，并要下决心“只将全
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
讨”。虽然毛泽东这时的
思想并没有成熟，但他仍
然在“改造社会、匡济民族
危亡”的道路上苦苦探索，
谋求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
的思想逐渐形成，目标日
益清晰。

心系民族危亡和百姓
幸福的毛泽东，周围逐渐
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有
着“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
观”的进步青年，他们致力

“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
生活向上”，并且在讨论中
逐步得出一个结论，“集合
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
的活动”。1917年的冬天，
毛泽东、蔡和森等开始商
量组织一个团体，立即得
到许多进步青年的积极响
应。1918 年 4 月 14 日，新
民学会在岳麓山脚下的刘
家台子诞生。

求真务实

在 第 一 师 范 学 习 期
间，毛泽东因提倡读奇书，
交奇友，创奇事，被同学们
起 了 一 个 外 号 ，叫“ 毛
奇”。1917年10月，为了改
善工人文化水平低的状

况，毛泽东在教师方维夏
的支持下，用白话文写了
一则《夜学招生广告》，希
望工人们学习知识改变命
运。然而，并没有收到预
期效果，只有9个工人来报
名。但是毛泽东没有灰
心，他和同学们带着印好
的广告到工人宿舍区和贫
民区分发宣传，受到工人
们的欢迎，很快就有100多
人报名。从这件事中，毛
泽东最初体会到“做下层
群众工作，非得周密细致
不可”。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虽
然手无寸铁，难以用实际
行动改变社会现状，但他
时刻准备着为百姓办实事
谋利益。1917 年下学期，
毛泽东担任第一师范学友
会总务兼研究部部长。11
月，护法战争期间，北洋军
阀从湖南衡宝一线沿铁路
向北退，长沙市民眼看遭
遇“兵乱”，十分惊慌。第
一师范处于南郊，是溃军
必经之地，毛泽东提议，组
织学生志愿军布防学校附
近山头，防止一些零散溃
兵经过校门时轻易闯入。
11 月 18 日，一支三千人的
溃军在第一师范以南猴子
石一带徘徊，毛泽东联络
警察分所，利用他们的真
枪射击，志愿军放鞭炮助
威，高喊“缴枪没事！”溃军
不知虚实，惊慌失措，纷纷
缴械投降。随后，毛泽东
以一师学友会的名义，组
织妇孺救济会，援救因战
乱遭受困难的市民。事
后，全校师生评价毛泽东

“浑身是胆”。 吴义国

湖南第一师范与毛泽东初心启航 杨家将的真实历史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

杨家将的谱系是这样的：第
一代，金刀令公杨继业（又名
杨业），继业有8个儿子，其中
第六个儿子名杨延昭，又名
杨六郎，六郎生子名文广，文
广之子名宗保，宗保生子名
怀玉。这些印象都可靠吗？

杨 继 业 历 史 上 真 有 其
人，但民间盛传的他与潘仁
美之间的恩恩怨怨却大多是
假的。杨业与潘美（小说家
笔 下 的“ 潘 仁 美 ”）并 非 有
仇。陈家谷口逼杨业进军，
后又将接应部队撤走的人并
非潘美。至少，他在陈家谷
口并没有算计杨业，也未射
杀杨七郎。唯其如此，所以，
宋太宗赵光义在事后处理参
战人员时，仅把潘美降三级
使用。

据《宋史》记载，杨业共有
7个儿子，他们是：杨延朗、杨
延浦、杨延训、杨延环、杨延
贵、杨延彬、杨延玉。其中杨
延玉随乃父征战，于陈家谷口
一战殉国，其余 6 子，延朗为
崇仪副使，延浦、延训并为供
奉官，延环、延贵、延彬并为殿
直（官名）。这 7 个儿子除杨
延玉战死外，余皆善终。

在“杨家将”的传记中，
杨府男性主角，除了老令公
杨继业以外，最有名的就是
杨六郎和杨宗保这父子二人
了。这两个人物也非历史之
本貌。

杨六郎者，杨大郎之谓
也。他是杨业的儿子杨延朗

（后改名为杨延昭），这没错，
但他却并非杨业的第六个儿
子，而是长子。他卒于北宋
真 宗 大 中 祥 符 七 年（公 元
1014年），《宋史》上说他：“智
勇善战。所得赏赐悉犒军，
未尝问家事。出入骑从如小
校。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
苦。遇敌必身先行阵。克捷
推动于下，故人乐为用。在
边防二十余年，契丹惮之。”

杨 宗 保 ，应 为 杨 文 广 。
《宋史》记载，文广系杨延昭
之子，字仲容，“以班行讨贼
张海有功，授殿直。”北宋赫
赫有名的范仲淹宣抚陕西时

“与语奇之”，曾把他收为部
下，后又随狄青南征，最后官
至定州路副都总管，迁步军
都虞侯。

在小说和电视剧里轰轰
烈烈的“杨门女将”，正史中却
一点影子都没有。《宋史·杨业
传》中只收录杨业及其子延昭
等 7 人，和其孙文广一人，并
无一字提及女眷。倘若杨门
女将确曾有过的话，那么，专
收“义妇节妇”之事迹的《烈女
传》也会记载。 张志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