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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战初期，为了解决湖南严重的兵役问题，徐特立结合中共的兵役经验和政策，提出了实行战时义务兵役制的主
张。他认为首先应规范兵役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改革教育和广泛的宣传动员来建立民军，从中选拔模

范人才，建立地方武装，再转化为正规军；为了保障义务兵役制的顺利推行，要培育干部，建立群众组织，并改变国民党军队

中的军阀习气，实行官兵一致。徐特立的征兵主张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对解决抗战初期湖南的兵役问题产生了积

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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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７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花甲之龄的徐特
立接受中共中央派遣，担任湖南八路军高级参议、

驻湘代表，恢复和发展湖南党组织，宣传党的抗日

方针政策，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徐特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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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工作的抗战初期，湖南兵役由于各种原因，兵员

补充问题严重。作为统一战线中共代表的徐特立，

通过写文章发表演讲等一些方式，为解决湖南的兵

役问题积极建言献策，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学术

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只是有一些文章中简单提到，

缺乏专门研究。本文试对此问题进行简单的梳理、

分析和总结，以期了解徐特立为解决抗战初期湖南

严重的兵役问题所作的努力和贡献，丰富对徐特立

的认识，深化对徐特立的研究。

　　一　兵役的重要性及抗战初期湖南的兵役
问题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
爆发时日本“有陆军常设师１７个，独混旅、骑兵旅
和守备队 １０余个，共 ６０余万人”［１］４，“有预备役
７３．８万人，后备役８７．９万人，第１、第２补充兵２４８
万人”［１］４；而且日本军队的军官士兵受到过严格的

训练，拥有大量的现代化作战工具，战斗力十分强

悍。中国“陆军有步、骑兵师１９２个，独立旅６５个，
独立团７９个，总兵力２０２．９万人”［１］４，“有预备役
５０万人”［１］４；同时中国军队由于分属不同的势力集
团，编组、训练复杂混乱，现代化作战工具不仅少而

且落后。以上对比表明，日本军队的实力超过中

国，因此“我们要在兵额兵源上都胜过敌人，才能谈

到和敌人拼到底，拼得胜”［２］。此外，从战争初期的

情形来看，中国军队由于战斗力不及日本军队，减

员严重，也需要大量补充兵员。所以兵员的及时、

大量补充对于抗战能否胜利有着重要的影响。

然而“由于兵役制在中国推行时间的短暂、兵

役制度本身设计的缺陷、广大民众民族国家意识的

淡薄、社会组织的弥散，特别是战时政治的败坏，抗

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役制的推行枝节横生”，“基层役

征人员的徇私舞弊、买卖壮丁、接兵部队的苛虐壮

丁”［３］，出征军人家属的优待工作不到位等原因，导

致全国的兵役现状十分混乱。作为全国人口大省

也是兵役大省的湖南也不例外，用当时主政湖南的

张治中的话说就是：“现在回想到当时那种天怒人

怨，不忍人之心仍不禁油然而起。”［４］１０７张治中当时

提出设置专管兵役的省军管区，并向南京中央政府

提出撤销各部队在湖南的征募机构，按照湖南人口

的实际情况，定额湖南每月供应的兵员人数并统筹

分配至各乡各保。在他主持下，湖南颁布并实行了

国民兵总抽签办法，制定了《非常时期实施兵役宣

传大纲》，惩治了一些渎职的役征人员。

这些整治措施虽初步改善了湖南兵役混乱状

况，但是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由于基层机构的

不健全，由于不肖的乡镇保甲人员的作祟，役政的

彻底改进，仍然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４］１０８湖南办

理兵役的很多基层保甲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趁机

牟利，破坏了兵役的平等、平均、平允的“三平原

则”，挫伤了民众对服兵役的积极性。湖南军政当

局虽然在抗战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以优待出征军人家属，但在一些地方，优待

征属的工作仍旧做的很不完善”［５］，致使有的已征

军人家属生活得不到保障，产生负面效应。此外，

应征壮丁在入营服役的过程中，常遭受基层军政人

员和接兵部队的虐待，甚至死亡，新兵逃亡现象严

重，这也造成民众对军队的恐惧，使他们从心理上

排斥兵役。

由于以上原因，民众采取各种方式逃避兵役：

有的逃亡到城里；有的在后方“顿杆子”，当土匪；有

的自残。这一方面破坏了农村生产和地方治安，另

一方面造成政府可征的壮丁数量减少。政府要完

成兵役任务，拉壮丁就成了一种“效果显著”的方

法。这种征兵方式使得民众生产生活遭到破坏，并

极易形成恶性循环。此种情况下，湖南役征推行十

分艰难。

　　二　徐特立的兵役主张

徐特立于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在中央苏区工作多年，对中共形成的以

发动群众为基础的军事斗争经验有着深刻的体会。

面对湖南兵役问题，徐特立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政策的指导下，借鉴中共的兵役经验，将着力解

决湖南兵役急需解决的问题和建立一套更加高效

合理的兵役制度相结合，提出了战时义务兵役制。

（一）改革战时兵役制度：彻底废除募兵制，建

立义务兵役制

国民政府在抗战前曾改革募兵制，推行征兵

制，然而由于“征兵制度尚未完成”［６］，实施进程缓

慢，在抗战爆发后形成了“征募并行”［７］的兵役制

度。徐特立认为募兵制招来的兵员是“为了生活为

了钱才来当兵”，“和雇来的工人一样是替掌柜做

工”，“缺乏国家民族思想”［８］７，缺乏为国家民族牺

牲奉献的精神，加之当时政府不愿意招募那些有职

业的群众；因而，以个人意愿为转移的募兵制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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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动员，无形中削弱了政府进行兵役动员的动

力，限制了可服役的兵员数量，常常募来的是一些

游民等“落后的群众”，兵员素质低，打仗能胜不能

败，“能合不能分”［８］２３。

鉴于此，徐特立提出彻底废除募兵制，实行“义

务兵役制”：“自己应该做的事叫义务。打日本是中

国每一个人应该做的事，首先就每人都要当兵，只

要满了十八岁到四十五岁的男子，就应该自动的当

兵。”［８］７义务兵役制强调以国家民族为重的思想观

念，要求在取得民众支持的前提下进行征兵。这

样，不仅征兵的范围广泛，兵员的素质也会相对较

高。民众自觉主动服役对于缓和政府的兵役压力、

改善官民关系、实现全民族抗战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建立义务兵役制的基础：理顺人民战时当

兵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建立义务兵役制，首先就要规范在兵役活动中

具有基础性地位、主导性作用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当兵参军保家卫国是人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但是

义务与权利从来就不是分离的。人民在履行义务

的时候应该享有相应的权利，没有权利的义务只能

是压迫和剥削，也只能造成对立和抗争。国民政府

在抗战征兵上的困境，就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政

府一直在强调人民要当兵，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没

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去改善人民不利的处境，导致人

民用逃亡和反抗的方式化解兵役带来的伤害。对

此，徐特立认为：“权利义务是法律上相互的两个名

词，民众在抗战中尽了当兵的义务、纳税的义务，就

应该给他们以人权，而不把他们当奴役，随便捆绑，

随便逮捕和打骂。”［８］８４即应规范兵役中的权利和义

务关系，给人民以应有的权利，来保障义务兵役制

顺利实施。

１．废除不当法律，给予民众基本人权。徐特立
认为要争取民众参战，首先就要在政治上解放人

民，使人民享有应有的权利。“开放党禁，释放政治

犯，废除束缚人民救国的法律，是发动群众救国的

根本条件。”［８］１０政府要承认其他的爱国党派，保护

抗日爱国分子，给民众以抗战的自由，为民众参与

抗战扫除法律上的障碍，提供政治保障，在大环境

下营造参加抗战的良好氛围。同时，要给予民众基

本的人权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权利，给他们

“以说话的权利，要他们出钱出力，采取讨论公决的

方式”［８］８４。意见的自由表达，参与方式的民主，会

“使他们感觉得出力是用来救国救家救乡救自己

的”［８］８４，以此由内而外地激发其参加抗战的积

极性。

２．改善民众生活，优待军人家属。抗战时中国
经济落后，民众生活水平低，是造成民众民族国家

意识淡薄的一个基本原因。民众国家民族意识不

高，也就意味着民众对抗战的关注度不高，抗战参

与度低，这显然不利于征兵。徐特立针对性地提

出：“改善人民生活，不是慈善性质的消极作用，而

是培养国力的积极作用，是抗日救国的根本问

题。”［８］１５他认为政府要改善工人、农民、职员、教员

及抗日军人的待遇，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救济

失业，赈济灾荒，采取各种得力措施来提高民众的

生活水平。他认为，基本生活的改善可将民众的注

意力从关注自我生存状态向关注国家民族的生死

存亡转移，也能提高他们战时生产的积极性和效

能。这样，战时的民力得到了发展，国力得到了培

养，既为长久抗战奠定了基础，在客观上也促使民

众为保卫自己来之不易的生活而主动参军参战。

优待军人家属是兵役制度的重要方面，是激励

士气和凝聚人心的重要因素，关系到征兵制的顺利

推行。湖南军政当局虽有众多的优抚措施，但远没

有达到抗战的要求，因此徐特立提出在政府优待抚

恤之外建立民间的优待组织———优待军人家属委

员会等，开展更大范围的慰劳工作，“总之要动员一

切力量来广泛地慰劳出征军人和他们的家属”［８］６９。

在群众组织的领导下，组织没有上前线的人帮助上

前线军人家属解决困难，帮助他们耕种、收获和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简单事务。民间的优待征属工作，

以广泛的群众力量为支撑，相对于政府组织自上而

下的优待，能够给民众以更多更实在的帮助，更大

程度地免除出征军人的后顾之忧。当民众积极参

与此项工作时，本身就代表着对出征军人的认可和

同情，能够给家属以精神上的鼓励，对兵役工作产

生正面效应。

规范和理顺兵役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能改善国

民政府兵役工作中权利与义务相背离的弊病，在政

治、法律和道义上为民众投身抗战提供依据，为建

立义务兵役制开辟道路，这对于解决湖南乃至整个

中国的兵役问题有着极大的意义。

（三）义务兵役制推行的第一步：通过建立战时

教育和广泛的宣传来动员民众

“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

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９］义务兵役制的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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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广泛深入的动员必不可少。

１．改革教育———基础的深层次动员。民国时，
“我国教育，尚未普及，且人民国家观念缺乏，民族

意识薄弱”［１０］，不了解抗战征兵，因此，徐特立提出

要改革教育，建立战时教育。他认为，首先明确抗

战时期教育的目的是要提高人民的民族觉悟，让人

民了解自己解放、社会解放、民族解放之间的关系，

帮助人民建立国家民族意识，领会抗战于自身的意

义。其次改革旧的教育制度、课程，实行以抗日救

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消除学校和社会、教育

和战争、教员和学生之间的鸿沟，提高课程的时代

性、现实性、伸缩性。［８］１６在组织方式上，徐特立提出

可以在正式学校之外开办训练班和组织座谈会等，

利用多种形式来扩大教育的范围。他认为，战时有

机结合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既能扩大教育的覆

盖范围，广泛提高民众的抗战意识，也可使学生接

触更多的社会实践，增加对抗战的了解，为抗战培

育高层次人才。更深一层说，普及教育能够从根本

上改变民众对抗战认识的朦胧状态，为其他的动员

工作打下基础。

２．广泛深入的宣传。抗战时，作为兵员主要来
源的农民是动员宣传的主要对象。对于农民，徐特

立提出“用谈话、会议及演讲的方式造成抗战的空

气，使整个乡村在抗战的空气下紧张起来”［８］６８，让

农民深切地感受到抗战与自身的关系。徐特立还

注重示范效应，提出在农村进行动员工作的人员应

该由已经当兵或是将要当兵的人担任，以改变过去

动员人员给民众留下的动员者不当兵的不好印象，

提高动员工作的认同度。他借鉴八路军的动员经

验，提出“动员家庭中的父母妻子去劝勉他们的儿

子或丈夫”［８］６８，做彻底的宣传，用以减少征兵过程

中家属的牵绊，减少应征人员留恋家庭的情绪。

徐特立十分注意用民众的力量来动员民众，他

提出了诸如让“会写文章的人写文章，提高人民对

于政治的了解，并鼓励全国人民坚决抗日；讲话讲

得好的人到各处讲演抗日的方法和日本灭亡中国

的野心，报告抗战胜利消息及战胜的理由；会演剧

的人，演打倒日本的戏剧；会唱歌的人，唱救国的歌

曲给大家听；会画图画的人，画日本侵略中国的画

报”［８］１１等主张，以充分发挥民众的智慧和才能，形

成多元合力，实现全民动员。

他还重视发挥戏剧的动员作用，认为在所有的

动员方式中，“戏剧是最能收到效果的，它非但能够

刺激观众，教育观众，还可以把在前线的英雄抗战

的精神，甚至于沦陷区域内敌人的暴行都搬到观众

眼前，使观众愤怒，使观众精神奋发！”［８］１３６以语言

和身体动作为载体的戏剧，能够用声音和视觉的方

式表现抗战，其对于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民众来

说，是一种喜闻乐见的鼓动方式。它既可以让民众

了解抗战，产生情感共鸣，又可以通过艺术的方式

将政府的兵役政策于无形中传递给民众。因而，徐

特立十分重视戏剧的发展，他向长沙戏剧界提出进

行联合协作，集中力量发展戏剧；向参与兵役宣传

的沅陵学校、工商各个行业提出建立戏剧队伍，以

更好地发挥戏剧的宣传作用。

（四）战时义务兵役制推行的核心：建立以民军

为基础的多层次的征兵体系

徐特立不赞成国民政府兵役中的抽丁政策，主

张通过建立自卫民军，再建立以保安团和游击队为

基础的地方武装，然后将其转化为正规军的方式，

实现征兵制。

１．建立民军———普遍地组织和发动民众。徐
特立借鉴国外学者卓莱和中国军事家蒋百里先生

的理论，融合中国古代的寓兵于农制和曾国藩创立

的“乡勇”制度的优点，提出了抗战时期的民军制，

作为义务兵役制征兵体系的开端。民军“先从组织

做起：小孩子组织童子军；青年组织青年军；成年人

组织成年军”［８］６９，将民众普遍地组织起来，进行政

治和军事训练，实现民与军相结合。形式上，以甲

为单位，挨村挨户近距离组织，“十个人就是一班，

二三十人就是一排，一百以上就是一连”［８］６９，利用

民众的邻里关系进行组织。在训练内容上政治和

军事并重，强调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这样既容易理

解，也容易实践。在训练方法上，“除军事操以外，

采取开会讨论式、问答式，会议以计划工作、分配工

作和检查工作为最要，讨论时事估计敌情与工作讨

论配合起来”［８］１１１，采用多种多样的灵活方式，尽可

能适应不同人的需求，提高训练效果。民军制兼顾

生产和军事，像古代的寓兵于农制，农民一边生产，

一边在民军组织里接受简单的军事和政治训练，为

战时做准备。

２．民军转化为地方武装再转化为正规军。徐
特立提出在经过训练的民军基础上，抽调积极性和

政治水准比较高的人员组织青年模范自卫队和成

年模范自卫队，对他们进行特殊的政治教育和军事

教育，或者让他们到前线执行特种任务，以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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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此训练的青年和成年模范队，可在需要时直接转

化为游击队和地方保安团，建立脱离生产的地方武

装。地方武装通过维护地方治安、野外演习、配合

正规军作战等进行训练，“可随时准备转变为正规

部队”［８］３７，实现不扰民的征兵。徐特立认为这样建

立起来的正规军继承了地方武装充满乡邻情谊的

优点：可胜可败，“可分可合，长于独立作战，便于游

击战术”［８］３７，不仅能够利用乡土情结加强团结、凝

聚力量，而且在地方作战可以根据战况化整为零进

行游击战争、打击敌人。

民军、地方武装、正规军相互结合，有序转化，

实现了群众的充分动员，能为军队提供源源不断的

兵员。此外，征到正规军中的士兵受过层层的军事

和政治训练，素质较高，这样就减少了从民到兵角

色转化的障碍，能帮助部队快速形成战斗力。这种

方式将中国的兵源现实与中国抗战的需要进行了

恰当的对接，能够极大地提高兵役工作的效率。

（五）战时义务兵役制的执行者———兵役干部

及其辅助群众组织

湖南兵役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基层保甲

人员对役征的破坏。关于这个问题，张治中提出

“动员有才有德、敢作敢为的知识青年，作彻底改进

基层机构的张本”［４］１０９，希望通过训练新干部充实

基层来改革兵役，但徐特立认为抗战时“改造旧的

干部与培养新的干部有同样的必要”［８］６０。对于老

干部，要根据抗战时期的新形势，在新的干部组织

形式中进行教育训练，使他们根据新情况检查和总

结过去的工作，改变旧的不合时宜的工作方式和习

惯，提高他们在抗战中执行新政策和动员群众的能

力和效率；对于新干部，按照能领导群众组织的要

求，“主要的是从工作中去找，如果彻底的广泛的发

动群众运动，那么有办法有能力的干部就会从工作

中涌现出来。”［８］６３从群众运动中选拔干部，既能发

掘到有群众工作经验和组织能力、忠实可靠的干

部，又便于在抗战中实行。对于干部的训练，徐特

立主张在政府或群众团体举办的训练班中，通过教

学做合一的方法，进行政治、军事、群众工作和征兵

方法的教育培训，加强和提高他们从事兵役工作的

专业素质和能力，以更好地推进征兵工作。

兵役工作既需要兵役干部，还需要群众的广泛

支持和参与。为此，徐特立提出“在这种紧急环境

之下，人民应该自己起来组织抗战团体”，即建立自

治性的群众组织，使群众“自动的担负抗战工作，自

动的解决本身问题”［８］１１１。针对湖南役征中“没有

从政治上说服的工作，没有户口登记的工作，没有

优待军人家属的工作，没有慰劳上前线将士的工

作”［８］６２，徐特立提出要在干部的引导下建立乡村征

兵动员委员会、登记调查委员会、优待军人家属委

员会、慰劳委员会等组织。他认为群众组织能够将

群众间的信任、群众的智慧、群众的力量，进行整合

和优化，最大限度地辅助兵役干部进行工作，弥补

政府工作的不足，推动义务兵役制的顺利实施。

（六）义务兵役制的保障：改善军民关系，实行

官兵一致

义务兵役制的深入推行要有切实的保障，徐特

立针对中国军队的状况，提出了两点保障措施。

一是改善军民关系，实现军民和谐。抗战时，

一些国民党军队的军阀和土匪作风依然十分严重，

欺压抢劫老百姓事件频发，造成军民的严重对立。

为此，徐特立提出：“军队和人民在政治上团结一

致，严守军队的纪律，不拉?、不拉牲口、不派款、不

强迫买卖。”［８］８主张通过约束军队行为来改善军队

形象，缓和军民紧张关系，降低民众对军队的排斥

感，拉近民众与军队的距离。

二是实行官兵一致，加强军队团结。对于新兵

遭虐待的情况，徐特立提出国军要学习八路军中官

兵一致的原则，改善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将军官和

士兵统一到抗日救国的目标下，使他们“在政治上

团结一致，在生活上同甘共苦，废止肉刑及一切打

骂”［８］８，和谐相处，提高军队的凝聚力。此外，徐特

立提出“一定要使士兵生活有娱乐”［８］６９，在对士兵

进行军事政治教育外还要进行娱乐教育，提高士兵

的军队生活质量，提高军队的吸引力。

　　三　徐特立兵役主张的特点及影响

徐特立的兵役主张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以关心群众为前提，以发动群众为导向。

徐特立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出发，运用中共

的动员经验，希望通过发动民众来解决湖南的兵役

问题。首先他针对民众的生活现状，提出改善民众

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将民众的视线从自身转移

到国家，为动员群众建立前提。在此基础上组织民

众，建立民军，使群众在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的政

治和军事训练中，增强国防意识，提高兵役认识。

他认为民军制可以让农民摆脱分散盲目的状态，通

过最初的集中训练，使他们提前熟悉军队的集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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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克服乡土观念严重、过于保守等性格缺陷。同

时，他提出利用群众自己的力量来动员群众，用群

众的力量来关心群众，以群众工作来弥补政府工作

的不足。通过关心群众和发动群众相互促进，使群

众不再逃避兵役，为征兵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其二，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远见性。徐特立提

出民军的训练不要耽误农业生产，最大程度上消除

军事和生产的对立，使两者协同并进。对于地方武

装，他要求“数量当有严格的规定，饷项当较正规军

更为节省，不使在经济上加重民众的负担”［８］１１２，消

除国民党保安团增加民众负担的缺点，达到“求战

与治兵”的平衡。他的着眼点不仅在当下，更在未

来。他提出后方的民军“不但要学习打仗，并且还

要兼做行政工作，组织工作”［８］７０，在兵役中培养地

方自治力量，为地方以后的发展打基础。徐特立在

解决兵役问题时并不只是关注兵役一项，而是将其

纳入整个社会的发展，纳入持久战来考虑。他认为

征兵不是通过损害社会力量来进行抗战，而是要保

护社会力量，积聚社会力量，并利用社会力量来支

持抗战，直至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他的主张不仅

要解决兵役问题，同时也要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

其三，立足当下，借古鉴今，融合中西。徐特立

提出的以民军制为中心的义务兵役制，针对湖南的

兵役问题，借鉴了中共的兵役经验，汲取了中国古

代兵役制寓兵于农兼顾生产与军事的优点，也借鉴

了近代曾国藩利用乡邻情谊组织军队的经验；同

时，还吸收了法国学者卓莱的民军理论和中国军事

家蒋百里“学校军队化，军队学校化”的主张。他对

国统区的兵役问题，没有盲目照搬中共的政策，而

是从现实出发，有机综合了各家所长，提出了一个

更合理的符合实际需要的征兵方法。

其四，以系统组织实现多重功能。湖南当时征

兵是兵役系统，训练民众是民训系统，民众自卫是

自卫军系统。这些系统虽然业务有差别，但其目的

都是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参与抗战。其由于政出多

门，无法统一力量，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徐特立

提出的兵役主张，将以上三个系统的职能全部包

含，在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之后，组织训练民军，既

达到了组训民众参与抗战的目的，又可以依靠民军

保卫地方，实现自治自卫；同时，又能够在民众自愿

自动的基础上为军队提供源源不断的兵员，为抗战

节约经费，一举多得。

以上特点也是徐特立兵役主张的优点，如果能

够被运用于实践将对湖南兵役产生显著的作用，然

而它们毕竟与国民政府的片面抗战路线和“民可由

使之，不可使知之”［１１］的态度不相符合，所以其主

张只在开明统治下有部分影响。由于开明统治的

短暂，再加之湖南地区中共力量的相对弱小，徐特

立的主张对当局的实际影响不大。但也不可否认，

经过他和中共湖南党组织的努力下，其主张还是产

生了一些相当积极的影响。

其一，徐特立利用其中共驻湘代表的身份，通

过对张治中等湖南军政要员的统战工作，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湖南政府的兵役政策。如在徐特立和

中共的影响下，张治中“仿效共产党组织民众、训练

民众的方法，成立了亲自兼任团长的湖南民众抗日

自卫团，以及亲自兼任处长的湖南民众训练指导

处”［１２］，力图通过这两个机构来广泛地动员民众参

与抗战，为征兵打基础。

其二，徐特立到湖南后，通过写作大量的文章

和到各处演讲来宣传中共及自己的抗日主张，对湖

南的抗日团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１９３８年春，徐特
立代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多次在湖南省广播电台

讲演《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呼吁国民政府将带有军

阀性质的募兵制改为义务兵役制，并实行八路军行

之有效的军民一致、官兵平等、优待抗日军人及其

家属、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等政策。１９３８年４月在徐
特立和中共湖南省委的号召下，各抗日团体积极响

应，配合全省兵役宣传周活动［１３］１１９，帮助政府动员

广大爱国青年参军参战。此外，在徐特立和湖南党

组织的领导下，湖南各地建立了很多的戏剧组织，

如长沙的一致书剧社、一九三六剧社，常德的三八

剧社，南县的抗敌剧团，益阳的蔚南剧社等，这些剧

社在宣传抗战、兵役动员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三，徐特立和中共湖南党组织的宣传动员，

在湖南民众中产生了积极的反响。湖南的进步青

年在徐特立和湖南党组织的影响下，对于投身中共

领导的全民族抗日斗争有着很大的热情，为此驻湘

八路军通讯处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

学招生委员会的名义，将在长沙一些中学招收的进

步学生和青年送往延安，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此

外，在中共的影响下“衡阳城乡工人参加抗日军队

的１０００人以上”［１３］１２０，“１９３８年春，长沙的织造、缝
纫业工会和益阳的织造、靴鞋工会，南县的码头工

会，铜官的陶业工会和醴陵的石成金煤矿工会，都

发动工人参军参战”［１３］１２０。 （下转第１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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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燕

（上接第１０４页）
徐特立的兵役主张与湖南当局的兵役政策根

本上说是两种思路，其体现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各自抗战方式的互补和合作。

徐特立的主张从人民出发，虽能补国民党兵役政策

的不足，但是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戒备，导致其合

理建议的发挥受到了极大的局限。但不可否认，从

抗战初期湖南兵役的整体上看，徐特立以及中共的

努力还是产生了积极影响，为湖南兵役的推进、为

抗战作出了贡献；同时也宣传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政策，扩大了中共在湖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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