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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民国国课课本本见见证证根根据据地地抗抗日日教教育育
抗日小学曾培养大批地下党员，教材侧重于爱国主义和革命教育等

8月 2 8日下午，在聊
城市移动公司营业大厅，
移动公司员工为“‘漫世
界·画梦想’首届移动4G·
金正动画杯动漫大赛”获
奖者颁发奖品。聊城移动
公司联合金正动画公司
发起了此次动漫大赛的
活动，号召对动漫感兴趣
者和擅长者来参与此次
活动。

活动发起后，不少市
民纷纷响应。参赛作品主
要以漫画和动画短片为
主。主办方评委经过三天
的仔细审核和筛选，评出
了获奖者。东昌府区市民
许先生荣获一等奖，为16G

的iPhone6plus，另外3位市
民获得二等奖华为mate2
手机，5位市民获得了三等

奖智能手环。其中获奖者
闫树淼还是为9岁的小姑
娘。 (文/片 王尚磊)

首届移动4G动漫大赛

获奖作品出炉

图为获奖的市民。

文/片 本报记者 凌文秀

收藏爱好者刘先生近日得到了一本抗日战争时期
筑先县(今东昌府区)的小学课本，最上一行自右向左写
着“初小常识课本”；第二行写着“第八册”；第三行写着

“岳贵葛”，显然是编者的姓名。最下面写的是“筑先一
区文化书社”，这是印刷发行的单位。中间印有一个大
人给孩子们讲知识的图案。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聊城抗日
民主政府领导下的‘抗日小学’使用
的课本。”东昌府区政协文史研究员
高文广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聊
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于1940年4
月，县长为张武云。

同年10月，更名为“筑先县抗日
民主政府”，县长由牛连文担任。
1 9 4 1年2月，张侠接任县长，直至
1946年8月。从抗日民主政府成立
起，开始下设3个区，后来逐步增加
到6个区。以古城南向的老韩庄为中
心，东南到周店一带都是“筑先(县)
一区”的范围。

老韩庄(今属凤凰办事处)，距东
昌古城约30里。村内有一所“老韩庄
完全小学”，简称“老韩完小”，现称
老韩庄小学。该校历史悠久，民国七
年(1918)初办。此后，哈弼臣、刘子

杰、孙寒光先后担任校长。民国十三
年(1924)，刘子杰主持迁址，建教室
五座，学生寝室五间。民国二十四年
(1935)，孙寒光主持盖教学楼一栋。
至抗战爆发前，学校规模为含1—4
年级的两个复试班，5—6年级各一
个班。

高文广说，该校是一所培养了
大批革命骨干的著名的革命小学、
抗日小学。校长孙寒光及部分教师
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对学生讲
爱国主义故事，讲党和革命部队的
伟大历程。后来的革命干部谭启明
(后任广东省科委会领导)、杜志国
(后任湖北省粮食厅厅长)、杜保(后
任贵阳市委书记)、李超(后任遵义地
委书记)、刘泽民(后任本溪市委书
记)等，都曾是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
学生。

抗日小学曾培养大批地下党员

上世纪中期担任校长的孙寒光
(1908-1979)，1926年冬在济南读高

中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加入国民
党。1928年高中毕业后，在国民党聊
城县党部任职。嗣后，看到国民党政
治腐败，声明退出国民党，遂受通缉。
1935年在阳谷安乐镇加入中共外围
组织“中坚社”，不久重新加入中国共
产党。1937年5月，组建中共孙老庄
(今属东昌府区沙镇镇)特别支部，任
支部书记。同年10月，特别支部改建
为中共聊城县委，任县委书记。

聊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在1940年
成立时，孙寒光改任政府秘书，主持
政府工作。同年赴中共华北局党校
学习。1941年夏毕业后，先后任冀鲁
豫第四(运东)、第一(泰运)专署民政
科长、公安处长。1946年8月任筑先
县县长。建国后，先后担任河北省邢
台专署副专员、内蒙古自治区人民
检察院副检察长等职。1979年1月，
在石家庄病逝。

“抗日战争时期，党十分重视抗
日爱国教育。”高文广说，据《聊城地
区教育志》等书籍记载，从1939年到
1945年间，鲁西地区创办过45处抗
日高级小学，简称“抗高”；910处抗
日初级小学，简称“抗小”。

抗日小学大致有四类，一是在
根据地环境相对安定的地方创办的
抗日高级小学；二是游击高级小学，
以培养抗日基层干部为目的，随抗
日政府或部队转移，每到一地借用
民房、寺庙等为教室，甚至在树林里
面上课；第三类是抗日初级小学；最
后一类是“两面小学”。

高文广解释，所谓“两面小学”，
“灰色学校”，指的是一些地方，既有
日伪政府存在，也有党领导的抗日
政权，既是敌人的“治安区”，也是八
路军的“半解放区”。这里的小学，敌
人扫荡时，或日伪人员来检查时，就
读日伪政府发的课本，他们走后，就
拿出抗日课本学习。

敌军统治区抗日课本只能偷着学

由于条件艰苦，抗日小学
用的抗日政府所编课本，或由
教员自编的课本，纸张都非常
粗糙。筑先一区文化书社印发
的这种《初小常识课本》应属
于教员自编的课本，“岳贵葛”
应是当时的一名抗日教员，但
是能够印刷出来就相当不错
了，有许多地方的自编课本就
是手抄本。

那时设置的主要课程一
般有国语、算术、常识等。内
容侧重于爱国主义和革命教
育等方面，目的在于培养学
生们勇敢、正直、诚实、勤劳
的品德，使他们以后能够胜
任革命工作。在解放区或游
击区，学生上课之余，还参加

政治、生产活动，如配合民兵
站岗、放哨、送信、查路条等。
日伪扫荡时，学生们还要随
部队与敌人周旋。

在《聊城教育志》中，记
载了多所曾经是“抗日小
学”的学校，如当时属于筑
先县二区的孙堂小学就是
一 所 著 名 的 抗 日 学 校 。
1 9 4 1年至1 9 4 3年间，抗日
民主政府县长张侠和教育
科长唐立全在孙堂办了抗
日高小。孙堂抗日高小的办
学宗旨是，为抗日救国培养
干部，招生条件要求有一定
身高，以十七八岁为宜，学
习好，有工作能力的几个月
就可以毕业参加工作，由政

府发给学校枪支若干。
1944年冬，日寇扫荡频

繁，奉上级指示，孙堂学校的
师生背起背包打游击，流动
中依然抓紧教学，在树林里
上课，在破庙或群众旧屋里
住宿，很多学生身上长了虱
子，但师生积极性很高。

该校教师除了教学外，
还帮助所在村办扫盲班，配
合减租减息，动员农民参军。
学生除了学习外，课余时间
还参加儿童团，锻炼了他们
的实际能力，增强了他们的
集体观念和纪律观念，提高
了的综合素质，为后来从事
革命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很多学校使用手抄本教材学习

筑先一区文化书社印刷的《初小常识课本》第八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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