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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大学诞生于革命圣地延安，其前身是 1941 年 3 月成立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三分校俄文队，后陆续更名为中央军委俄

文学校、延安外国语学校、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等，1958 年成为黑龙江省第一所综合性大学——

黑龙江大学。在 78 年的办学历程中，学校五次易地、十次更名，几经变迁却始终守望延安精神与抗大传统，逐步形成了以“志存高远、爱

国奉献、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为主旨的黑大精神。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和黑龙江大学建校 78 周年之际，

我们推出“从延安走来”系列推送，带领大家再次回望学校发展的红色历程，重温那段充满着无限光荣与梦想的峥嵘岁月。

  一 、 创 办 抗 大 分 校

1938 年 10 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中

国的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国民党内投降主义势力猖獗，对陕甘宁边区

的封锁加剧，革命知识青年投奔抗大的难度

加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开始考虑深入敌

后创办抗大分校，就近为八路军、新四军培

养训练干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

广泛开展敌后方的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更

多的抗日根据地，大量设立各级培养干部的

学校。

1938 年 11 月，毛泽东在抗大干部会上

指出：六中全会以后，全中国都要有个整个

的布置，教育工作也要有整个的布置，我们

决定有组织有系统地把抗大分散到各地方去。

随即，抗大总校分出干部和学员，创办了第一、

第二分校，并开赴晋东南和晋察冀，抗大总

校则改为培养八路军比较高级干部的学校。

1938年12月，抗大召开“关于学校改变建制”

干部动员大会，毛泽东再次指出：我们党的

任务就是要增加力量来停止敌之进攻，准备

我之反攻，最基本的推动全盘工作的正确方

针是培植干部，去领导千百万群众进行抗日

战争。

  三 、 培 养 “ 特 种 ” 作 战 人 才

在抗大的 12所分校中，唯独第三分校

一直在延安办学。虽然也经常遭到日军的袭

扰和国民党军队不断制造的摩擦，但是与敌

后抗日根据地相比，当时延安的环境还是要

安定许多。这也决定了在人才的培养方面，

第三分校与其他的分校有所不同，主要是在

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着重培养高级干部和

“特种”作战人才。1941 年 8 月，中央军

委根据抗战形势和部队发展需要，特别指示

抗大总校及各分校 ：训练干部前后方要有个

分工，前方训练步兵干部，后方则主要培养

特种兵干部。1941 年 10 月，第三分校的第

三期学员开学，全校共有 4个大队：参谋大

队、俄文大队、炮兵大队和工程大队，第三

分校的“特种”作战部队和专门人才的培养

主要体现在这四支队伍的建设上。

一是参谋队伍，抗大总校在 1939 年 1

月成立了参谋训练队，共招收学员120名，

是我军培养的第一批专业的参谋干部，总

校挺进敌后办学后，该队伍划归第三分校

建制。毛泽东非常关心这支队伍的教学工

作，亲自审核训练计划，并 3 次为学员讲

授军事辩证法。二是俄文专门人才，为了

着手培养介绍苏联先进军事科学方面的俄

文人才，1941 年 3 月，第三分校在延安城

东门外清凉山东麓的黑龙沟成立了俄文队。

俄文队后来逐渐发展为中央军委俄文学校、

延安外国语学校、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附

设外国语学校，是黑龙江大学的前身。三

是工程兵队伍，1941 年 3 月，中央军委

在安塞筹备成立航空工程学校，对外称第

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开始训练培养自己

的航空机械工程人才。同年 10 月，因为苏

德战争爆发，苏联不能派人来授课，当时

正值“精兵简政”，中央军委决定航空工

程学校停办。校长王弼和教务主任常乾坤

率学员数十人，调到抗大三分校，成立工

程队。这些学员在抗战胜利后奔赴东北，

成立了东北航空学校，为空军的建立奠定

了基础。四是炮兵队伍，尤其是炮兵团教

导营的并入，为以后炮兵的发展壮大做了

人才和技术方面的准备，许多后来活跃在

炮兵各级领导岗位上的高级将领就来自这

支队伍。

  四 、 艰 苦 奋 斗 作 风   五 、 合 组 军 事 学 院

1941 年 11月 21日，中央军委决定将八路军军政学院第三队、第四队与抗大第三分校

合组军事学院，由朱德总司令兼任院长，叶剑英任参谋长兼任副院长，郭化若任教育长。同

年的12月 1日，军事学院举行开学典礼。全院分为高干队和特科两个部分，共编为一个高

干队，两个炮兵队，一个工兵队，一个参谋训练队，一个机械工程队，一个俄文队。

1943年 2月，中央军委任命徐向前为军事学院院长，李井泉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3月，抗大总校从晋东南由何长工副校长率领返回陕甘宁边区到达绥德，军事学院以及第二

分校、第七分校的一部分并回总校。第

三分校的办学历程从时间上并不长，甚

至有些短暂，但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

期，却发挥了她特殊的作用，并积累了

宝贵的特殊兵种和专业人才培养的经验。

而作为从抗大三分校走出来的高校，黑

龙江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正在将第

三分校的红色血脉延续！（本文参考《中

国共产党历史》《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

治大学史》《回眸抗大丛书》《晚霞集》

等资料）

  二 、 第 三 分 校 正 式 组 建

1939 年 6 月 2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抗大陕公本校等

迁到晋东南的决定》，决定抗大总校东渡黄河迁往晋东南敌后办学，

同时决定以抗大总校部分教职学员为基础在延安建立抗大第三分校，

负责培养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的干部及接受附近省、区来校就学的

青年。第三分校主要由抗大总校第五期的第一、二、五大队各一部

和总校部分教职员为基础组成。第三分校的校长由许光达担任，许

光达曾担任抗大训练部长、教育长，后来成为新中国开国大将，曾

任首任装甲兵司令员。第三分校的副校长由陈奇涵担任，陈奇涵曾

任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司令与防空司令，后继任第三分

校校长，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上将军衔。第三分校的第三任校长是

郭化若，曾创办八路军炮兵学校并任校长，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中

将军衔。三位校长均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都获得了一

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在成立之初，第三分校第一期共招收了学员 1758 人，绝大部分

是奔赴延安的外来知识青年。学员编成两个大队及政工队、参谋训

练队、东北干部训练队等直属学员队。第一大队大队长胡登高，第

二大队大队长何辉燕，直属一队（参谋训练队）队长李国华，直属

二队（东北干部训练队）高存信、张学思（张学良之弟）。这五位

第三分校的奠基队长，为第三分校的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在新

中国成立后其中 4 位被授予少将军衔，1 位被授予大校军衔。在第一

期学员的毕业典礼上，朱德总司令发表了讲话，他勉励学员们：“要

继续学习，要从工作中学习，使理论和实际打成一片。”

成 立 八 十 周 年

由于国民党对边区实行政治压迫、军事进攻、经济封锁，

边区的生活十分困难，物资十分匮乏。在窑洞里学习没有

桌椅，学员们自带小板凳，用大腿做依托记笔记。学员们

吃的是小米饭，喝的是白菜汤，规定每人每日三钱的油，

也不能完全保障，粮食不足的时候就只能喝点稀粥。学员

们的衣服、被褥都很单薄，潮湿的窑洞里跳蚤也特别多，

在寒冷的冬天，学员们吃尽了苦头。

在艰苦的岁月

里，第三分校的全

体师生注重发扬抗

大艰苦奋斗的精

神，按照党中央关

于“自力更生、劳

动生产、克服困难”

的号召，一面学习、

一面生产，保证了

学校各项工作的顺

利进行。毛泽

东到第三分校

讲演时曾诙谐

地说：“蒋介

石不给我们那

几块钱有什么

要紧？他给我

们那几块钱，

还不够我们买

辣椒吃！”没

有 粮 食 自 己

种，没有窑洞自己挖，没有木炭自己烧。为了解决驻地分

散问题，学校把学员集中到清凉山一带，便于教学的开展

和学员的管理。全体师生一齐挖建窑洞、开荒种地，不论

干部学院，不论男女老少，大家一边干活一边唱歌，一边

走路一边讨论，整个队伍的精神风貌十分向上。

□ 本报记者 杨其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