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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起上海，西达乌鲁木齐，北至太原，南抵香港……
抗战期间，中国许多重要枢纽城市里都曾有一处身

份特殊的小楼、小院。当年的名称或有些许差别，如今，
它们被统称为“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

全面抗战爆发后，经国民党当局同意，中国共产党
先后在全国各地公开设立了 18个办事处。在中华民族
抵御日寇侵略的历史上，“八办”如同一座座红色堡垒，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一扇窗

横竖不过半尺，一个方正的小窗，开在西安七贤庄
一间临街房间的墙壁上。有人说，窗外是西安，窗内是

“延安”。
当时，《新华日报》就是从这扇窗户传递出去，使国

统区了解了我党的政治主张，也让世界知晓了“中国的
西北角”。

西安“八办”的地下电台还承担了红色中华通讯社
电文的转播任务。这个秘密电台不仅使远在江南地区
出版的新四军《火线报》《东进报》可以及时转载来自延
安的声音，还让党的电波传至欧洲的部分地区。

重庆、武汉的“八办”，同时发行两种版面的《新华日
报》，又经过西安、桂林等地“八办”，发往各地以及国外
的共产党组织，最高发行量一度突破5万份。

在香港，《新华日报社论集》和《群众》周刊印刷发
行，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论著被翻译成英文。香
港“八办”创办了《华侨通讯》，许多文章除被港媒大量转
载外，还登上了纽约《华侨日报》、秘鲁《华商日报》和菲
律宾《菲岛华工》……

洛阳“八办”的电台，则成为中共河南地下组织的重
要通信联络平台，帮助中共豫西省委打通了与中共中
央、中原局、八路军前方总部和新四军之间的无线通道。

在“八办”推动下，我党的政治主张不仅被全国人民
广泛知晓，极大鼓舞了抗日救国的信心，也取得了世界
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一盏灯

在进步作家丁玲的回忆录里，西安“八办”地下室里
那盏瓦数不大的电灯，让她看到了希望。

刚刚被我党营救出来的丁玲，隐蔽在西安“八办”地
下室里，等待前往革命圣地延安。昏暗的灯光下，丁玲
见到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史沫特莱。“这时大家都
年轻，都有满腔热情，用三种语言同唱《国际歌》……”丁
玲在回忆录里提到。

抗战时期，“八办”高度重视做进步青年的工作。中
共中央决定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在
国统区招生后，“八办”很快就成立了招生机构，周恩来、
朱德、彭德怀和叶剑英等亲自到西安、武汉、广州等地学
校演讲、进行宣传。

很快，“到延安去”成为进步青年的时代追求。诗人
柯仲平深情写道：“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

‘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
1937年底，南京沦陷，南京“八办”和武汉“八办”在

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后送了近千名进步青年到延安去。

仅 1938年 2月至 5月，西安“八办”护送了 2000余名进步
青年前往陕甘宁边区。“许多人看到延安宝塔的一刻，激
动地俯下身子，亲吻脚下的土地。”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
刘妮介绍说。

艾青、冼星海、萧军、贺敬之、赵树理、周扬、艾思
奇……陕北汇集了那个年代璀璨的明星。

“父母当年在去延安的路上，经常遇到敌机的轰
炸。”冼星海之女冼妮娜说，但这没能动摇他们去延安的
决心。1939年春天，34岁的冼星海在延安举起从法国带
回来的指挥棒，指挥延安鲁艺合唱团唱响了民族交响史
诗《黄河大合唱》。

除了进步青年，经“八办”引荐前往陕甘宁边区的，
还有很多爱国华侨华人、国际友人，包括中国人民家喻
户晓的斯诺、史沫特莱、白求恩、柯棣华……

至 1940年，约有 10万人经“八办”汇集到延安，其中
接近半数是知识分子。这样的一支人才队伍，不仅为延
安注入了思想、文化、艺术和技术的活力，还为后来新中
国的成立储备了人才力量。

也许是一种巧合，丁玲在上海的故居，隔壁就是上
海“八办”。

一座碑

当年到达西安“八办”后，电台队长刘泮林上的第一
堂课是气节教育。刘泮林曾回忆，组织上要求每个人都
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但共产主义信仰不能丢。

门口就是特务、宪兵，断水断电，暗杀伏击……为防
止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国民党顽固派采取了多种
卑劣手段。乌鲁木齐“八办”负责人陈潭秋、西安“八办”
高级参谋宣侠父、重庆“八办”秘书李少石，都牺牲在国
统区特殊的战场上。

陈潭秋夫人王韵雪曾回忆，陈潭秋就义前，亲了亲
才两个多月的孩子，对她说：“我意料之中的事情已来
了，你一定要按我平时说的身体力行，好好抚养孩子，培
养长大像我一样。”

一边面对的是迫害和牺牲，一边还要顾全大局坚持
合作抗日。

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武汉“八办”共后送军饷
法币 655万元、枪炮 730多支（门）、弹药 1300多箱、服装
4.6万套、药品 3.5万箱。南京“八办”虽然仅存在了三个
多月，仍后送军饷及被装折款计法币197.5万元，有力地
支援了抗战。

1939年，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桂林“八办”从东
南亚筹集了一批无线电器材、医药、医疗器械、被服、汽油
等，一共50多台汽车，浩浩荡荡历时4个月抵达延安。

除了筹集物资款项，各地“八办”还开展了营救我方
同志、揭露敌人罪行和团结开明人士等工作。

“‘八办’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中国革命和抗战作
出了巨大贡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馆长余红健
介绍说。

1945年10月，在重庆“八办”，毛泽东将《沁园春·雪》
题赠著名诗人柳亚子先生，之后在报上发表，轰动山
城。此时，抗战已经结束，一段“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的时代即将到来。

“八办”正门。

风云“八办” 烽火前哨

新华社记者 黎 云

——探寻八路军办事处的历史功勋

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东北烈士纪
念馆里，陈列着一把手枪，美国造，马牌，枪
号 80292。这是著名抗日英雄赵尚志将军牺
牲前使用过的手枪。纪念馆内，参观的人们
驻足于此，细细端详。透过斑斑锈迹的手
枪，穿越时空，感知英雄的力量。

“这把手枪是纪念馆的镇馆之宝，见证
了这位将军艰难和不屈的抗日传奇。”东北
烈士纪念馆馆长佟国波说。

赵尚志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者和主
要领导人之一。1908年，赵尚志出生于辽宁
省朝阳县的一个农村家庭，在兄弟姊妹十一
人中，他排行第六，男孩中排行第三。父亲
为他取名“尚志”，希望他有鸿鹄之志。

1925 年，17 岁的赵尚志加入中国共产
党，并考入黄埔军校，立志救国。九一八事
变后，他全力投身抗日，后被任命为中共满
洲省委常委、军委书记，随后成为东北抗日
联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

在抗日战场上，有着“南杨北赵”之说，
“南杨”指的是杨靖宇，“北赵”就是赵尚志。
他们共同领导着一支英雄的队伍——东北
抗日联军。

1933年10月，赵尚志组建珠河反日游击
队，点燃了东北的抗日烽火。1935年，他任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次年部队扩编
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发展至6000余人。

作为中国最早对日作战、历时最长而且
条件最为艰苦的一支抗日武装，东北抗日联
军抵御着难以想象的严寒和饥饿，与数十倍
于己的强大日军顽强鏖战。

东北气候非常寒冷，冬天长达5个多月时间，如果身处深山老
林，不用说打仗，光是生存就足以挑战一个人的生命极限。在零
下20摄氏度的室外，冻死、饿死时刻都会发生。就是在这样极其
艰难困苦的险恶环境中，赵尚志率领抗联部队对日伪军进行了难
以想象的艰苦战斗，远征松嫩平原，爬冰卧雪，风餐露宿，作战百
余次，打破了日伪军一次次的重兵“讨伐”和“清剿”。

“赵尚志”这三个字曾让日本关东军闻风丧胆。当时有一句
话，“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1939年之后，日伪军曾悬赏
1万元通缉赵尚志。

1942年 2月 12日，34岁的赵尚志在战斗中受重伤被俘，宁死
不屈，最终壮烈牺牲。赵尚志牺牲后，日军残忍地割下了他的头
颅，运到长春庆功，把他的躯体扔进了松花江的冰窟中。直至
2008年，在赵尚志将军 100周年诞辰时，失踪了 60多年的将军颅
骨才得以安葬于家乡赵尚志烈士陵园，魂归故里。

生长在英雄的故里，讲述英雄的故事，已经成为赵尚志侄女
赵淑红生活的一部分。“我从小就听爷爷讲伯父的英雄传奇。大
学毕业后我回到尚志乡，在赵尚志烈士陵园当讲解员。那时的史
实资料有限，为了丰富讲解内容，我四处搜集资料，走访伯父曾经
的战友，听亲戚们讲伯父的故事。我想通过我的讲解，还原一个
真实的赵尚志。”提起伯父，赵淑红难掩满脸的骄傲。

后来因工作调动，赵淑红离开了赵尚志烈士陵园，但她口中
的英雄故事却没有停止。只要一有空，她就会回到烈士陵园，扫
扫纪念堂前的落叶，为前来参观的人们讲述英雄的故事。

如今，早已退休的她，经常吟诵起赵尚志将军写的《黑水白
山·调寄满江红》：“争自由，誓抗战。效马援，裹尸还。看拼斗疆
场，军威赫显。冰天雪地矢壮志，霜夜凄雨勇倍添。待光复东北
凯旋日，慰轩辕。”

“讲述是对英雄最好的纪念，伯父的那份豪情壮志令我们永
远感佩。”赵淑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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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遗物。

党史学习教育。

接受革命教育接受革命教育。。

小志愿者作讲解。

“八办”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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