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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年代久远，洛阳晚报记者多方
查阅资料，也未获得此书主人孙绍通的
信息。从《洛阳县志》《洛阳文史资料》等
一系列文献中，我们获悉了在此书印刷
发行前后那段时间里洛阳的抗战背景。

据《洛阳文史资料》记载，1936年
夏，中共河南省临时工委委员郭晓棠
到洛阳开展豫西地区党的工作。当年
8月底，郭晓棠与省立洛中教员吴芝圃
取得联系，1937年8月，中共豫西特委
在洛阳成立，吴芝圃任书记，郭晓棠任
组织部部长。

1937年12月12日，日机首次轰炸
洛阳，洛阳人民抗日情绪日渐高涨，中
共豫西特委利用这一时机积极开展活
动，进一步宣传中国共产党。在此情况
下，中共豫西特委建议以洛阳学生联合
会的名义向洛阳国民党政府递交《关于
修改国文讲义的建议》。此建议书由吴
芝圃亲自修订，认为当时的国文讲义不
符合当时的抗战形势，要求增加抗日尤
其是一致抗战的内容。

洛阳国民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
此后，国文课可以开讲一些关于一致
抗战和抗战形势的内容。这本《国文
讲义》，也许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得以
印行的。

请继续关注下期的“城市档案”《讲
国讲文讲忠义 听风听雷听战鼓（下）
珍贵〈国文讲义〉，揭秘洛阳地下党领导
的“全民抗战”》。

讲国讲文讲忠义
听风听雷听战鼓
珍贵《国文讲义》，揭秘洛阳地下党领导的“全民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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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诞生92周年之际，白河书斋传承人、我市著名收
藏家晁会元先生致电本报，他收藏的一本名为《国文讲义》的旧书，牵
出了一段中共豫西特委的往事……

细读这本书，我们发现，在当时还是国统区的洛阳，中共地下党
以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指导学生参加“全民抗战”，并以共产党的
游击战理论教导学生。这种全新的理论和实践，和国民党的“焦土
抗战”截然不同，让当时的洛阳青年耳目一新。

在晁会元先生家中，我们见到了
这本发黄的旧书。该书为石印线装
版，竖排繁体字印刷，书长21厘米、宽
13厘米、厚约1.5厘米，全书正文19篇
文章，共 103 页，附录 1 篇《游击战
术》，11页。

该书封皮左侧有用毛笔题写的“国
文讲义”四字，下方写有“孙绍通”，上方
写有“1938春”，书口自上而下写有“省
立洛中”“国文”“洛阳五福永印”等字
样。可以推测，这是1938年春天，省立
洛中一名叫孙绍通的人所拥有的国文
教材。

省立洛中是1935年秋由河南省
立第八初级中学和河南省立洛阳第三
女子中学合并而成的一所中学，全名
为河南省立洛阳初级中学，后几经变
革，成为今天的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也就是说，这本书可能是一名中
学生的语文课本。翻阅此书，里面的
内容让我们暗暗吃惊。与普通的国文
教材不同，此书中19篇文章的体裁和
形式各不相同，内容几乎全是以中国
共产党理论来指导民族抗战的，其中
不乏胡绳、张闻天、博古等中国早期无
产阶级革命者的论文撰述。如胡绳撰
写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间的几个
基本问题的研究纲要》、洛甫（张闻天，
记者注）撰写的《巩固国共合作争取抗
战胜利》、秦邦宪（博古，记者注）撰写
的《抗战形势与抗战前途》等。

从一行行印刷模糊却书写工整
的字迹中，我们多少可以获悉1938
年前后中华大地经历的灾难与动
荡及民族抗战的意志与决心。

此书首篇为历史学家胡绳撰
写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间的几
个基本问题的研究纲要》。文章指
出：“……在中国人民大众前面的最
迫切的问题不是法西斯的独裁而是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短短五个
月的民族自卫战中，我们已经看到
了中国内部空前的统一与团结，我
们已经看到了十年来对立的国共两
党的重新合作……”

“由‘五个月的民族自卫战’‘十

年来对立的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
等可以推断出，这篇文章的写作时
间是1937年 12月。第二年春天，
此文就被收录在洛阳的中学生课本
中，可见其传播速度之快、影响之
大。”晁会元说。

1938年3月23日，日军猛攻苏
鲁交界的台儿庄。国民革命军第二
集团军坚守台儿庄城寨，至死不
退，后又加入二十七师等部，于城
外大举反攻。日军遭中国军队内
外夹击，死伤枕藉，至4月7日夜，
除小部突围逃跑外，大部被歼，中
国军队取得了全面抗战以来的巨
大胜利。这一战，被著名抗日将领

冯玉祥以长诗的形式详细记录在
书中：

“徐州东北台儿庄，军事据点最
为上。倭寇来攻打，主力移此方。
矶谷各师称劲旅，孤军深入半阵
亡。……一月以来争夺战，杀得强
盗心胆丧。……我军许多敢死队，
屡袭敌营更难防。一次杀五百，十
次五千亡。……此役胜利实空前，
革命史上垂荣光。……各界快起
来，努力来追上。倭寇实力已难支，
失地收复麦未黄。”

书中长诗的落款时间为（1938
年）4月7日晚，也就是台儿庄战役
刚刚取得胜利之时。

书中文章见证中华大地风云变幻

1938年的中学国文课本
内藏共产党人著述

中共豫西特委
促“一致抗战”进课堂

书中还有一些文章是以诗歌、散
文、家书等形式来反映时局的。如郭沫
若的第二任妻子佐藤富子，在《我的丈
夫郭沫若》一文中表达了她作为日本人
在抗战爆发之际的矛盾和痛苦：“以异
国人为夫的我，在这人生的长途中，正
过着他人所不能想象到的无限的悲哀
和喜悦。”

“不久，汉口政府倒了，他（郭沫若）
从香港化装和我一同亡命到日本。哪
知道中日发生了事变，南京政府要他归
去，你想丈夫的国家，和妻子的国家战
争，何等惨（残）酷的命运，我俩已生了孩
子，心里怎样的（地）难过？”“在七月二十
四的夜上，儿子已经睡着，他（郭沫若）对
我苦苦地诉说他的立场，接（着）吻着我
的额，便很匆忙的（地）走了……”

郭沫若日本妻子
面对抗战的矛盾与痛苦

历经沧桑，《国文讲义》封面已经破旧

《国文讲义》的首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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