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士兵养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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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容提要 �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 日本帝国主义凭借武器装备的优

势,开始了以灭亡中国为目的的全面侵华战争, 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开始武装

抵抗。为适应长期作战的需要和提高部队作战能力,国民政府采取了多种形

式培训部队各级干部,并分拨到各部队去训练士兵, 使士兵尽快获得正规的

军事知识; 对前线和后方部队分期分批进行整训, 加强士兵的政治思想教育

和军事训练,以激发爱国热情和提高作战技能。强化军事技能训练和爱国主

义思想教育,使士兵自身的素质得到提高, 部队持续战斗力得以增强, 对抗战

的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国民党后来执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

策,大大降低了政治训练的效果, 再加上军事训练时间紧迫且主要局限在西

南地区,因此士兵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养成的预期目标远远未能达到。

关键词 � 抗日战争 � 国统区 � 军队 � 政治训练 � 军事训练

1937年 7月 7日卢沟桥事变后, 中国共产党号召�筑成民族
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侵略 ; 大敌当前, 国民政府亦指出

�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责任 , 号召全

国人民全力投入对日战争。因国民政府执行片面抗战路线, 不敢

真正发动人民群众, 导致国民党军队一败再败, 大片国土相继沦

丧。面对现代化的日军作战, 整个抗战期间, 国民政府将部队分为

前线和后方两大部分,分别进行整训和编补。为适应长期作战的

需要和提高部队作战能力, 国民政府加强了国统区的士兵养成教

育,如选训干部,分拨各处,使士兵尽快得到正规的军事知识;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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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士兵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 以激发士兵的爱国热情和提

高士兵的作战技能等等。经过严格的士兵养成教育,士兵自身素

质得到提高,对日作战能力明显增强,但因国民政府后来实施积极

反共、消极对日的抗战政策,再因时间急迫, 士兵养成教育并未收

到预期效果。

一 � 干部训练

全面抗战后,急需培养大批军队干部,以训练指挥新兵。时干

部训练主要以陆军为主, 分为学校教育和部队训练两种,抗战时

期,二种训练并行。

学校教育为建军的基础, 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办理,分为初级

军官养成教育、中级军官专科教育和高级军官深造教育三种。抗

战之初,国民政府令中央军校成都本校增加学生总队, 并于各战区

成立 9个分校, 设 3个干部训练班驻江苏、河北、山东等省。因战

时所需,除本校第一总队为二年以上长期教育外, 余均缩短教育时

间,迅速毕业分遣。截至抗战胜利, 计培养初级军官 120215人。

为培养中级军官,提高部队素质, 中央军校本校设高等教育班, 各

分校设军官训练班, 分期召训行伍军官; 各兵科学校,除正规班次

外,分期召训各兵科军官。抗战期间,先后召训各兵科中级军官共

约 10万人。∀ 全面抗战开始后, 需要大量高级指挥官, 政府决定

将陆大正规班、特别班修业期间缩短。为扩大训练参谋人员,还成

立了参谋补习班,并作如下改进: 调整陆大课程内容,以增进参谋

学识;统制学员分发,以建立参谋系统; 充实陆大研究院,以养成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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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资;减少次要课程, 以加强重要课程等。为储备国防建设干

部, 1942年 12月,国民政府特设国防研究院, 选拔国内外陆、海、

空军各大学与兵科学校毕业的优秀军官为研究员,从事国防军事、

政治、经济等问题研究。第一期研究员共 38人,于 1944年 1月毕

业后,又选派 10人往英、美、苏等国继续研究。∀

部队训练主要由 1938年 2月成立的军训部主持, 为实施整

训,军训部陆续颁布#战时整编部队教育纲要∃#战时教育训令∃#战
时军队教育令∃#督导实施办法∃等法规。为了借助盟军教育经验,

军事委员会还在广西桂林和云南昆明两地,设立东南和西南干训

团,采用美式教育, 并选派军官前往美国于印度蓝姆伽( Ramgar)

主办的军校,接受战术训练。蓝姆伽训练营从 1942年 8 月开始,

由史迪威任教练营长官, 罗卓英副之, 转入印度的中国官兵 9000

余人移至蓝姆伽,改称驻印军(又称� Y 部队 % ) , 接受美式训练与

装备。蓝伽训练营以训练炮兵和步兵为主, 着重于使用火炮及重

武器训练,以便日后担任云南训练 30个师的主要干部。1944年,

军事委员会设立 9个督训处, 实施分区督训, 先从战区干训团、军

干班着手, 再及于各部队。后因战局演变, 将 9个督训处, 减编为

5个,将各战区干训团, 合并为军事委员会驻滇干训团,以及西北、

东南、江北各干训团,各战区不再设干训团。&

抗战期间, 国民政府除采用多种方式训练各级干部外, 为适应

战时需要,还专门训练了游击干部和兵役干部。

1938年冬,国民政府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 军事委员会副参

谋总长白崇禧提出�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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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面的占领, 争取沦陷区民众, 扰袭敌人, 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

领 ∀ 的建议,蒋介石采纳后立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为适

应抗日游击战的需要, 培养大批有力的、坚强的游击干部深入敌

后,领导开展游击战争, 在南岳军事会议上, 蒋介石决定在南岳举

办游击干部训练班, 以调训各战区军政干部。游击干部训练班最

初主要招收各战区部队营长以上的军官和高级司令部的中级幕僚

人员进行集中训练, 并要求以军为单位,选派战术修养较好而又有

作战经验的军官参加训练,毕业后回原部队办班, 训练连、排、班长

等基层军事骨干,编组游击队伍,到敌人的后方和侧面开展游击战

争。游击干部训练班第 1期招收学员 1046人,第 2期530人,第 3

期1459人, 1940年夏第 4期刚招收入学,即遭日机轰炸, 遂移至

湖南祁阳结业, 以后又在江西修水办了第 5、第 6两期, 在浙江丽

水办了第 7期, 七期共毕业学员 5659人。% 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开

办,为国民党训练游击干部、扩大游击队伍、开发敌后根据地并与

敌人展开游击战争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 从整个战争进程来

看,国民党游击战开展得并不出色,而且游击区的游击训练也没有

收到太大的实际效果,国民党军队的游击战场也始终没能发挥牵

制日军对正面战场进攻的作用。

抗战爆发后,为了扩大各省兵役业务, 加强对#兵役法∃ & 的

宣传,国民政府成立了江苏等 9个兵役管区司令部,以省保安司令

部兼兵役管区司令, 负责管区内的役政建设。而后兵役管区几经

!35!

论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士兵养成教育

∀
%

& 为了扩大战时兵员, 保证部队有充足的兵源,国民政府改变过去的招兵办法, 于

1933年 6月 17日公布#兵役法∃ ,宣布从 1936年 3月 1 日起实行新的招兵办法

∋ ∋ ∋ 征兵制。#兵役法∃规定:中华民国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之义务,男子自年满

18岁之翌年 1月 1日起役,至届满 45岁之年 12月 31日除役。

#民国档案∃1991年第 3期,第 123页。

#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册,台湾中研院近史所 1984年编印,第 353页。



增设, 到 1943年 7月,全国共有 16个军管区, 112 个师管区, 1 个

师管区筹备处, 1个征募事务处, 16个征兵事务所。∀ 为推行#兵

役法∃,国民政府特别开办了兵役干部训练班。早在抗日战争前,

国民政府曾在南京开办了两期军政部兵役实施人员讲习班, 召集

各师、团管区司令,师管区筹备处长以及其他人员参加集训, 旋因

抗战全面爆发, 战事繁杂,讲习班被迫中断。1939 年 9月, 国民政

府恢复了兵役干部训练班,到 1945年 8月,先后在重庆开办了 16

期(即第 3 ∋ 18期)中央训练团兵役干部训练班。% 此外, 国民政

府还在各地举办了地方性的兵役干部训练班。地方兵役干部训练

班分省、县两级进行。省级兵役训练班主要训练国民兵团团附与

各级中、分队长及县政府军事人员,训练期限为 3个月; 县级兵役

训练班训练乡(镇)保队长、队附及班长,训练期限为 4个月。被召

训的兵役干部, 在回到其所管辖的军、师、团管区后,对国民党的征

兵工作做了许多有益的努力, 对抗战时期征调兵员、补充新兵起了

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国民党的兵役制度带有很大的强迫性,加上

各级役政人员的腐败,兵役干部的训练后来也多流于形式。

二 � 政治训练

政治训练历来都是部队训练的重要内容, 是确保部队战斗力

的重要手段。1938年 3月 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训令,

指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提高部队革命精神,以巩固革命阵

营,完成革命使命,特于陆、海、空各部队、各军事学校设置各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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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部主任及团连指导员, 各军医院派遣监理员 。∀ 3月 29日国民

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颁布的#抗战建国纲领∃进一步明确要求, �加

强军队之政治训练 ,使�全国官兵明了抗战建国之意义,一致为国

效命 。% 1938年底,军事委员会颁布政治部工作决议, 规定各战

区及行营政治部都必须创办阵中日报社一所, 各师出版油印不定

期#阵中日报∃一张, 各部队设流动书店。& 决议还规定各部队要

宣扬政治训练对军队建设的重要性, 指出�没有政治训练工作, 就

不知道抗日和革命的真义 。(

为加强对部队政治训练的督导,国民政府在组织上调整了政

治训练机构。1938年 1 月, 军事委员会宣布改组, 将大本营第六

部、军委会政训处、训练总监部、国民军训处等单位,合并改组为军

事委员会政治部,由陈诚、张治中先后任主任,掌管�陆海空军的政

治训练 和�国民兵的政治训练及精神教育 。) 5月,国民政府在

各地普遍成立各行营、战区及后勤、宪兵、航空等单位政治部,同时

将军、师政训处改为政治部,确立了部队的政工组织系统, 以开展

部队政治训练工作。1941 年夏, 军政部虽下令裁撤了各军政治

部,却增设了连级政治指导员;规定各级政工主管均由部队副长官

兼任, 或由政工主管兼任部队主管,以增强政工主管的职权, 冀图

�将北伐时代的党代表功能,在抗战期间发挥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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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政治训练主要以#政治训练令∃、#政工纲领∃、#政工典范

草案∃、#前方部队政治工作实施办法∃、#后方整训部队政治工作实

施纲领∃、#补充兵政治工作实施细则∃、#游击部队政治工作实施纲

领∃、#军事学校政治训练计划大纲∃等法令为依据, 一是针对中上

级军官,一是针对连队广大官兵。中央训练团负责对中上级军官

的训练,中央训练团直属于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由珞珈山军官

训练团改组而成,蒋介石亲自任团长,下设大队部、教育委员会、办

公厅等机构。整个抗战期间, 中央训练团共举办了各训练班 18

种,以党政训练班为主, 先后共有 23000 余名党政人员参加了受

训。∀ 对连队广大官兵,主要是通过个别训练和小组训练的办法,

有时也举办时事报告和座谈会。个别训练主要由连队政治指导员

通过考察士兵的心理和生活状况,然后举行个别谈话。小组训练

则以小组会议为主, 将士兵与军官分别编组, 然后就各种问题展开

讨论。

政治训练的内容主要是宣扬爱国主义精神,激发广大官兵的

民族主义情感和军人士气,倡导坚持长期抗战。通过政治训练, 要

求广大官兵明确�保国为民 的神圣职责, �以深刻的政治认识武装
自己的头脑,自动的恪守纪律,遵守人格,积极地为全民族努力, 为

国家牺牲 ;要求广大官兵�一切从本身做起 , �平时刻苦耐劳, 以

身作则;战时冒险犯难, 身先士卒; 对于学问要研究, 要求进步; 对

于人格,要求多加修养;对于个人生活, 在物质方面要尽量节省, 减

少最低限度的欲望; 在精神方面, 要把革命当作一种最愉快的事,

不成功便成仁 。% 对政治工作人员和政治训练人员, 更要求� 部
属集体化 , �生活士兵化 , �工作学术化 , �行动军事化 , 与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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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官互相配合, 真正达到指臂相使的效果。

三 � 军事训练

抗日战争爆发初期, 在正面战场抵御日军的国民党陆军一共

有 182个师, 48个独立旅, 6个炮兵旅, 20个独立炮兵团。以后,

随着战事的不断发展, 国民政府又大量增兵。到 1943 年 6月, 国

民党陆军已增至 300个师,连同各补训处、各兵役机关的补充兵在

内,共约 600万人。∀ 可是, 这些军队许多都是由新征募来的未经

训练的新兵组成,战斗力极差。为了增强这些新老部队的战斗力,

提高官兵的军事素质,国民政府在加强对部队政治训练的同时, 也

加强了对部队的军事训练。

首先,分期整训部队。为了长期抗战, 加强部队作战力量,

1938年 11月 25日,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 制定了#国防军整

理方案∃, 预定在 1939年内,将各作战部队分期整理完毕。前后列

入整理的部队共有 74个军, 198个师。军、师数各占国民党军队

总数的三分之二。但是, 由于广州、海口被日军封锁,截至 1939年

10月,仅完成两期 % ,共整训部队 66个军。& 以后, 国民党继续进

行部队整训。

1942年, 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的时期, 军训部针对过去国

民党军队教育�拘守成规,不求进步,以为临战能冲锋陷阵, 即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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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致果 的现状,决定于贵州扎佐建立陆军演习场。这所演习场规

模极为宏大,专供陆军实习与参观使用,同时在各军事学校召集干

部专心研究。另颁发#战时整编部队教育纲领∃、#战时军队教育

令∃及#军队教育手册∃等, 使官兵了解现代带兵、练兵的要诀。为

使各部队每一级军官确实具有该级在战场上应有的学识技能, 国

民党军队又开展了阶层教育, 于 1943年颁行#军队阶层教育实施

方案∃,内分�实施纲要 、�实行细则 、� 考核办法 三部分, 并选定

各级官兵特应实习的课目,顺次编成,以达到各级官兵本位学术教

育的目的。

除了正规部队外,国民政府还对补充兵进行了编练。1939 年

间,先后在川、黔、闽、粤、湘、鄂、赣、豫、陕、甘等省,设立 27个补充

兵训练处, 统一训练补充兵。翌年,为调整各师管区补充团, 又陆

续新增第 28至第 46补充兵训练处。截至 1941年 2月,各师管区

有后方补充团 35个,各补充兵训练处共有装备团 35个,野战补充

团 12个, 后方补充团 173个, 共计 255个团。∀ 自 1941年起, 为

配合调整补充部队, 军训部又将新成立的学兵队裁撤, 编为各� 后

方补充团 的第一连分别进行军事训练,以备补充前线的战斗部

队。

其次, 考核督训部队。为促进部队教育、考核训练成效, 1938

年,军训部曾分两次施行校阅。第一次于 4月中旬开始,派遣校阅

专使陈继承率同校阅主任 5人,分赴河南、陕西、湖北等省, 校阅驻

扎后方整顿的部队, 共 37 个单位。嗣后正拟继续校阅赣江以西、

湘粤桂等省驻扎整训的部队时,适逢九江战事吃紧, 遂暂行停止。

第二次于 9月中旬开始, 分总务、战斗、工事及后方勤务等组,专事

校阅武汉卫戍部队 9个师,适因武汉战事激烈,仅将第一八五师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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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完毕。1939年,为使各部队明了本年度整训部队的教育程度及

战斗力量, 军训部又于 1939 年 5 月举行总校阅, 计分 6组,分赴

陕、豫、川、鄂、黔、桂、湘等 18个军( 44 个师)实施校阅, 军训部长

亲赴粤、桂、湘、赣、浙、闽等省视察。为使各部队教育进度和教育

方法一致, 军训部又于 1944年在战区设置 9个督训处, 至 1944

年,共督训了 60个军、6个师、7个独立旅。∀ 另外, 为使各战区各

部队熟悉各兵种战斗起见, 军训部又组织游动教育班, 1939 年 8

月首次在陕西五原施教, 以后有赴西宁施教, 参加受训的人员多为

该地驻扎部队干部; 接着组设�西北巡回教育班 , 以补充各部队干

部战斗技术的不足; 同时,又责成各战区设立干部训练团, 召集本

战区各级干部施以短期教育, 除学员队和军士队外,尚有步兵炮兵

协同训练班、通讯训练班、作战人员训练班及机关炮、步兵、炮兵射

击技术训练班等,按兵科的需要, 所设班次不等, 教育期限亦略有

差异。

再次,国民党在西南进行了大规模的练兵活动。1942年初,

由于美国先进装备大量输入, 为使部队学会使用美械, 军事委员会

军训部决定在西南扩大练兵。3月,军训部拟订了一个用美械装

备 30个师的训练计划及装备表,决定在云南昆明设立步兵、炮兵、

通讯兵、交通兵训练中心, 期满后回原单位,任训练班教官。该计

划很快被蒋介石批准。1943年 4月 1日,昆明步兵、炮兵训练中

心同时成立,都是仿效美国国内训练中心的组织, 其中炮兵训练中

心由美国人瓦斯特主持, 有 56 名教官, 12名中国助教和 13 名翻

译官。但在开课前前往报到的,只有国民党第七十一军炮兵团的

40名军官和 248名士兵, 这只占预定学员数的 1/ 4。步兵训练中

心由美国陆军准将阿姆斯主持。最初两班学员是第五军干部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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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学员,都不是正式军官。1944年, 魏德迈来华后, 军训部决定在

昆明成立军事训练中心,包括参谋学校、步兵训练中心、野战炮训

练中心、驾驶及修护训练中心、军需供应训练中心等。1945 年 4

月 1日训练开始,抗战胜利随即结束。

第四,接受国外训练。中国赴印度远征军成立后, 在蓝伽训练

营接受美式训练,到 1944年 1月训练完成, 受训结业的中国军官

有 2626人, 士兵有 29667 人。∀ 这些人共编成新编第二十二师、

新编第三十师、新编第三十八师,后来又扩编为新一军及新六军。

抗战期间, 海军历年损失虽重, 但对战力重建, 未尝稍懈。

1941年开始海军重建工作: 选派海军官校毕业生 20人, 赴英、美

学习领航轰炸; 考选海军官校毕业生 99人, 赴美接受盟军作战训

练;选派造船工程师 23人赴美, 12人赴英, 学习造船; 成立海军军

官训练班,选拔海军军官 150人集中训练,以作为重建海军的中坚

力量。%

战前空军教育方针为不求人数激增,但求技术精进,抗战开始

后,空军教育训练遂改变原方针:将学校教育时间缩短,增加人数,

寓训练于作战中。1941年美国实施对华租借法案, 除以军用物资

援助中国外,并遣�军事援华团 协助中国训练军队,并决定在美国

训练中国飞行与机械人员。是年第一批中国空军学生开始在美国

阿里桑那州受训,其后陆续有学生赴美接受训练。1942年 3月,

中国征得英国同意, 将空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与第十一

等大队,分批调往印度,由美国代训& ,后接受新机回国作战, 为抗

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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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 国民政府出于战争长期化的考虑, 在国统区大力推

行士兵养成教育。在干部训练方面,国民政府既推行学校教育, 又

开展部队整训, 为国民党军队训练了一批军事过硬人才,提高了部

队的作战能力。在士兵自身素质训练方面, 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

育,强化军事技能训练,不仅培养了国力,且能保存持续战力,对抗

战胜利起到积极作用。但抗战时期的士兵养成教育仍有诸多消极

因素,如向士兵灌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思想,强化蒋介

石的个人独裁地位等,特别是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加强了对

蒋介石的政治诱降, 国民政府的抗日出现了动摇反复, 致使其思想

教育中,出现了许多反共内容, 降低了国民党军队政治训练的效

果。再如国民党部队的军事训练主要局限于西南地区, 此举大大

影响了抗战力的培养和发挥。

(作者季鹏, 1948年生,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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