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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上海举办的一次纪
念抗战活动上，92岁的黄埔军
校第19期学生朱纯老人依然能
唱完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
红》。老人说，《满江红》是那时
大家传唱的“流行歌曲”，“永远
忘不了”，激发许许多多中国人
行动起来，救亡图存。

演爱国剧、唱救亡歌、办抗
战报。上海沦陷后的黑暗时期，
被压抑的愤怒、屈辱，无处释
放。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

“孤岛”中燃起了星星之火，如一
盏明灯，照亮了前行的路。

人们并不畏惧发出自己的声
音，抗日救亡歌曲在大街小巷传
唱。聂耳的《毕业歌》、《义勇军进
行曲》，以及《救中国》、《黄河大合
唱》等，救亡的歌声如一把火点燃
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

其他的进步活动也在暗中
萌芽。1939年5月，大同中学成
立银河剧社，南方中学成立南联
剧艺社，中华女子职业学校建立
了“蓓蕾剧艺社”，民立中学成立
民立剧团，演出抗日剧。没有布

景，同学们从家里拿来10多条
床单缝成天幕，自做灯具。

在中共的领导下，上海的青
年们组织成立上海青年救国服务
团。在党的引导下，短短几个月
里，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势如潮
涌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

随着战事的发展，上海高校
无一幸免都遭到战火破坏，其中
14所学校特别严重。为延续学
脉、保存知识精英，搬迁是大多
数高校的首选。艰苦的搬迁路
上，大学依然不忘“教育兴邦”的
重任，坚守面对外来侵略时大学
的气节。当时的同济大学曾为
军工部门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
高级人才，用现代学识壮大了抗
日的军事力量；由同济医学院师
生组成的第一、第五重伤医院，
日以继夜为受伤的战士服务，利
用现代医学知识服务当地百姓，
攻克了川南一带流行的痹病，挽
救了成千上万病人……

国破山河在，星火可燎原。
正是这样的信念，让中国人民取
得了最终的胜利。

烽火连天 山河破碎 投笔 从戎 只因青年的血最热

[今天]

投笔从戎的
年轻人仍在继续

幸好，英烈们的付出并未

被遗忘。

90后女生刘鑫今年从上海

外国语大学毕业后应征入伍，她

说：“淞沪抗战时中国军队‘八百

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战斗就发

生在我家旁边，日本鬼子的一发

炮弹落在我家屋顶上，奶奶被炸

死。我要到军营中去锻炼提高

自己，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贡献自

己的力量。”

在两次淞沪抗战中，上海

财经大学前身的校舍受到日军

轰炸，许多师生遇难。前不久，

上海财经大学举办纪念抗日战

争胜利70周年主题演出，大学

生张萍当场找到学校武装部主

动报名参军，她说：“今天的和

平生活来之不易，我作为一名

大学生，有责任有义务拿起钢

枪，保家卫国。”

是的，能更好地前行，做出不

悔的抉择。对于当代青年来说，

这才是纪念那段坎坷过往，铭记

那段并不美好的历史的价值。

“永远忘不了那曲抗日歌”
1944年冬天，“湘桂烽火起，

山城风雨急”。四川震动，国家告
急。在此危局下，国民政府提出了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
军”的动员口号，号召大中专知识
青年投笔从戎，组建青年远征军担
负驱逐敌寇收复失地的重责。

一位名叫彭垂慈的同济高职
学生，在1944年11月1日，向李
庄同济大学校长徐诵明递交了一
份《从军志愿书》：“我们已该‘脱
弃工服，换上戎装’！一切为前
线，一切为胜利，在生与死的斗争
中来认识我们人生的真正意义！”

一纸早已泛黄的志愿书，却
让人清晰触及当时热血青年那颗
澎湃之心，在国家危亡之际毅然
做出抉择时的铮铮铁骨和担当。

李庄同济大学当时全校总人数
2423人，有师生近700人报名从军，
经过体检，364名学生和1名教授入
伍，报名和参军总数列全国高校第
一。还有几个近视的学生，竟然用
超强的记忆力把视力检测表上的符
号背得烂熟，只为能顺利通过体检。

留德教授杨宝林博士作为全

国大专教授从军第一人，轰动了
重庆市及整个大后方。当年留在
同济的德籍教授看到这种阵势，
感动得热泪盈眶，用德语高呼“中
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强！”

1944年秋抗战后期，也积极响
应国民政府征调军中翻译员、组建
青年军入伍抗敌的政策，成立从军
征兵委员会，学子们掀起报名从军
的热潮。1944年秋至1945年春，
交大渝校学生报名从军人数总计
177人，占当年在校生的13.21%。

杨大雄，1940年秋考入交大
沪校机械系，1942年春转赴交大
渝校就读。1943年11月响应国
民政府号召应征战时译员，在国
民党第79军担任美军翻译官，多
次参加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
1945年6月，在柳州前线与日军
遭遇，奋勇杀敌，壮烈牺牲，年仅
25岁。1997年1月，被上海市人
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民族的磨难让很多青年学
生、教师弃笔从戎，奔赴抗战前
线，舍身杀敌，甚至为此付出了自
己年轻的生命。

“我们已该脱弃工服，换上戎装”

1944年同济学生彭垂慈向学校递交的参军志愿书，该志愿书为首次披露。同济大学供图 俞霞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