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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区昭陵西路两路口，一座青砖黛瓦砖木结构民居
总能吸引不少人的目光。它的存在，与周边的钢筋水泥建筑
形成强烈的反差，简约、大气，述说着历史的沧桑。

老人们介绍，这座占地760平方米的宅子曾是解放前邵
阳城里的一位富户的家宅。不过，之所以众人走近它，更多
的是因为它曾经被赋予的历史责任与担当。

它，就是邵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湖南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八路军驻湘通讯处。

■迁驻邵阳 坚定抗日救亡决心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国民党
统治区的一些主要城市设立了办事机构，宣传中国共产党的
抗日主张，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推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12月，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在长沙市成立，八路军
总司令部高级参议徐特立任驻湘代表，王凌波任办事处主
任。1938年8月，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与新四军驻湘办事处合
署办公。

1938年下半年，武汉和广州相继被日军攻陷，湖南腹背
受敌，形势极其紧张。就在湖南军民积极备战时，国民党重
庆当局预测日军将会向长沙腹地推进，并预料湖南守军抵挡
不住日军的强大攻势，决定实施“焦土抗战”战术，将长沙全
部焚毁。随后，举世震惊的长沙“文夕大火”发生，原先在长
沙的各类机构不得不搬迁。

机构何去何从？国民党当局与中国共产党的考虑角度
完全不同：国民党首先考虑的是躲避战火，他们认为沅陵地
处雪峰山之西，七百里雪峰山是抵御日军的天然屏障。而这
时候中国共产党说了不：机构迁移至沅陵，其实是一种苟存，
怎能对得起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自己理应靠近战场，支持
抗战，邵阳将是与日军相持的理想场所，可以搬迁至此。

11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迁往沅陵。同月，八路军驻湘
办事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迁往邵阳县（今邵阳市）城东门外
回栏街两路口曾家院子。后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

随同八路军驻湘办事处迁来邵阳的还有中共湖南省工
委、长沙市委、省青委、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华民族解放先
锋队、《观察日报》社等中共组织、机关和团体。博古（秦邦
宪）、叶剑英、徐特立、王凌波、任作民、高文华等100多名党
的优秀干部和领导人先后来到邵阳，以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为
掩护，从事抗日救亡革命活动。

■打造革命干部摇篮 壮大全省
抗日力量

当时虽正处国共合作时期，但是中国共产党省级机构
——中共湖南省工委是中共的单独组织，被国民党当局视为

“非法”组织，因此仍是秘密组织，无法公开开展工作。对此，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起着掩护中共湖南省委开展党的革命活

动的作用。
第一届中共湖南省委是在邵阳成立的。1939年2月，省

工委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召开第一次省党代会，到会的代表
有全省各地地下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共30多人。博古、高文
华传达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重申了中共“坚持抗
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
革命方针。会上通过选举，正式成立了“中共湖南省委”，共
选出委员七人，候补委员二人。由高文华任省委书记。

此后，中共湖南省委利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公开身
份，全面开展党组织工作，使得全省党组织得到空前发展，到
1939年3月底，共恢复的正式县委达20多个，至5月，全省发
展的党员达5000余人。

后来，中共湖南省委又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楼上举办
了数期党员骨干训练班。为邵阳、湘乡、衡阳、溆浦、宁乡、益
阳、岳阳等党组织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地下党领导人。从而
使得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不仅成为中共湖南省委的诞生地，还
是抗日救亡时期造就革命干部的摇篮。

来到邵阳后，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大力支持各抗日机关、
团体的抗日救亡革命活动。

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利用八路军驻湘通讯
处的电台，积极接受、发表来自全国尤其是延安的抗战消息，
以及国内外新闻，极大地促动了社会各界的抗战热情。

驻湘办事处的负责人徐特立、王凌波等人积极组织各
机关、团体纷纷组织宣传队、工作队、歌咏队、话剧团等走向
街头、走向农村，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发动群众支援抗
战募捐银元两千多元。

■与顽固势力斗争 全力保存革
命实力

“长沙大火”后，同中共积极合作的国民党张治中将军被

革职，国民党强硬派薛岳主政湖南。薛岳强化反共政策，八
路军驻湘通讯处不得不与反动逆流进行坚决斗争。

1938年冬，汪精卫叛国投敌，邵阳各界民众在火神庙
（现资江小学内）举行了“反汪锄奸”大会，徐特立在会上发表
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愤怒揭发批判了汪精卫叛国投敌的罪
行，同时，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抗战必胜的道理，极大地鼓舞了
人们的抗日斗志。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迁来邵阳之后，在师资力量、组织
管理、抗战信息等方面对由著名史学家吕振羽创办的培养
抗日斗争人才的“塘田战时讲学院”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尤其是当该校被国民党强行解散时（1939年4月），通讯处
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他们一方面与国民党当局据理力争，
以减小对讲学院的压力，另一方面帮助疏散人员，尽可能
地保存革命实力。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平江惨案”，徐
特立等以“第十八集团军驻湘通讯处同人”的名义发表《悼徐
正坤罗梓民等死难同志》等文章，义正辞严地声讨反动分子
破坏统一战线，破坏抗日救亡，杀害革命同志的滔天罪行。

另外，在反对国民党查封进步书刊、书店等方面，亦作了
大量有理有利的斗争。对促进抗日救亡工作起到了巨大的
作用。

1939年8月初，在强行勒令《观察日报》《真报》停刊、关
闭塘田战时讲学院，强行解散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等组织
后，国民党第九战区向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发出“湘中腹地，没
有设办事处之必要，立即停止办公”的通令。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逼迫日甚，经请示中央后，通讯处于
8月11日停止在邵阳办公。仅留下徐特立和王凌波分别以
八路军驻湘代表和八路军总部秘书的名义坚持日常工作，其
余人员分别介绍去桂林、重庆等地工作。同年10月，徐特
立、王凌波离开邵阳，通讯处在邵阳的工作全部结束。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在邵阳虽只有短短一年时间，但它
在中国的革命史上却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

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世人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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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旧址”得到了有效
保护。1985年11月14日， 它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邵阳市政府成立了“修复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旧
址筹备小组”，对该“旧址”进行了初期维修；1988年
底，“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接待
各界参观；1997年5月，中共邵阳市委宣传部公布该

“旧址”为邵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2年湖南省
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相关链接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旧址

就在这座宅院里，一度掀起了全省抗日救亡的高潮。 刘波 摄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一角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一角 刘波刘波 摄摄

徐特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徐特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
国主张国主张，，发动群众支援抗战发动群众支援抗战。（。（油画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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