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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甘地”的求索之路
——车向忱与共产党人的交往和友谊

车 红

车向忱是著名的

爱国志士，平民教育

家 ， 东 北 民 进 创 始

人，民进中央第四、

第五届副主席。在追

求中华民族解放的事

业中，他与共产党人

同 舟 共 济 、 患 难 与

共，结下了深厚的友

谊。他从一个教育救

国的改良主义者成长

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

义战士。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
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车向忱收到了高崇民的来信，
说组织上和周恩来同志要他尽快回东北。此后，车向
忱化名杨秀东，在杨明轩的（中共地下党员，西北民
盟总支的执委）周密的安排下，他们轻而易举地越过
了封锁线，到达边区政府交际处。

第二天，车向忱受到了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领导
人习仲勋、林伯渠的接见，他兴奋地向习仲勋、林伯
渠介绍了竞存学校的情况和在延安的见闻。第三天，
车向忱同林伯渠一起来到枣园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他们亲切交谈，毛主席问他：“祖国光复了，车先生您
看做点什么工作呢？”

车向忱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是东北人，还是
想回老家工作。”毛主席笑了笑说：“东北方面很需要
人啊！车先生还是愿意为桑梓服务！”

车向忱在延安埋头学习，如饥似渴地阅读从交
际处借来的毛主席著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他参加各种教育会议，参观延
安的大、中、小学，看到新的教育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实事求是以及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方面的成效，他
大开眼界，赞叹不已。

1946年大年初一的早晨，林伯渠陪同车向忱等
几位客人去给毛主席拜年，主席关切地问：“车先生，
您还没有回东北吗？”车向忱回答说：“我以前得的关
节炎病最近又犯了，现在走路还比较困难。”毛主席
听后想了想说：“有办法，三人小组飞机快来了。”

几天后，毛主席派来医生到交际处给车向忱看病、做
检查，并送来边区制造的羊皮大衣一件，要他注意身体。

初二的早晨，车向忱接到通知：随三人小组飞机去
北平。毛主席和林老、徐老早已等候在那里为他们送行，
主席走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车先生，要回老家了！祝
你一帆风顺！团结同胞，争取和平，搞好东北工作！”

林伯渠将几封信递交给车向忱，并嘱咐说：回到
东北把信交给民主联军总部，找到他们。

去陕北，上延安
1925年，我的爷爷车向忱从中国大学毕业回

到家乡沈阳，开始和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
一起创办平民教育，宣传抗日、唤醒民众。他自
掏腰包为贫苦百姓办教育，感动了家乡父老，被
称为“东北甘地”。

这期间，他们接触到中共地下党在沈阳的负
责人任国祯等人。

中共地下党人在基督教青年会办起了暑期大
学，阎宝航任学长，由任国祯等授课。车向忱经
常去听课，并结识了孙化新、刘约汉、巩天民、
张光奇、苏子元等进步青年，请他们去自己的贫
儿学校任课。他主持的小什字街贫儿学校经常接
待共产党人开会或存放东西。

车向忱同中共满洲省委第一任书记陈为人联
系很密切。

1927年9月，日本政府要在吉林省临江县强行
设立领事馆，中共在沈阳做了广泛的发动工作。
车向忱积极配合，发动了上万人的游行，粉碎了
日本人的企图。同时，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陈为人
秘密派遣地下党员孙化新 （青年会学生部部长）、
许爱生 （青年会干事）、张光奇 （女青年会干事）
等，主动协助车向忱开展工作。1929年夏，车向
忱与阎宝航、张希尧等发起组织“辽宁省国民常
识促进会”，并被推举为主任。

九一八事变后，车向忱与东北大学40多名学
生和一些东北流亡同胞来到北平，组成东北学生
军，培养抗日骨干力量。1932年9月，车向忱联合
好友高崇民、阎宝航、陈先舟，在北平奉天会馆
内成立东北民众救国会。11月，他率领请愿团去
南京面见蒋介石，提出出兵抗日等7项要求，遭到
蒋的敷衍，这使车向忱彻底认清了蒋介石的真面
目。他决定自己想办法去援助东北的民间抗日组
织。

在救国会，他自告奋勇，不顾个人安危，三
次潜回东北。

早期接触共产党

1935年，红军到达川北甘南一带，蒋介石任
命张学良为西北“剿总”。车向忱目睹东北军调离
抗日前线与红军作战，他内心十分痛苦。

1935 年 8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
《八一宣言》。车向忱受到感召，应老友东北军67
军军长王以哲的邀请，携家眷来到西安。他向老朋
友宣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他还去金家巷
张公馆拜访张学良将军，谈论停止内战的道理。

车向忱对王以哲直言：“我们东北军要抗日，
要打回老家去。谁帮助我们抗日，帮助我们打回老
家去，谁就是我们的朋友。”在榆林桥战役“高福
源被俘事件”中，车向忱力劝王以哲收留高福源。
张学良飞来洛川，接见了高福源，给毛泽东写了回
信，表明东北军愿意与红军合作抗日。车向忱在洛
川待了一个月，才返回西安。当年曾协助周恩来一
起开展统战工作的李涛（曾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
长、总参作战部部长）曾经说过：“车向忱同志在
配合我党争取东北军将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促
成抗日的统一战线建立的工作中，是起过积极作用
的。”

1935年，车向忱用家中仅有的两元钱，在西
安为东北流亡儿童创立私立东北竞存小学。东北
军、西北军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王以哲和社会
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援助，他们捐款、捐物，学校
迅速地成长壮大，成为活跃在抗日救亡战线上的
一支劲旅。当时的《西京民报》发表评论：“用两
元钱办一个小学，那是要经过怎样的努力与苦
干，他开辟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办教育的一个新
的纪录。”

车向忱常常身着一件褪色的灰布大褂，戴着旧
呢帽，拎着小包，带点干粮就出门募捐了，他去寻
求社会上开明人士的援助。若干天后，他回来时，
总会带回来一点支票，一点现金，几件金银首饰。
令他动容的是出手最慷慨的竟是最贫穷的共产党
人。

推动东北军与红军携手

1936年1月，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在西安
成立，积极联络各阶层人士开展抗日救亡活
动。3月，建立西北抗日救国会，简称“西
救”，负责人是中共地下党员杨明轩，宣传
部部长是徐彬如。徐彬如对“东北甘地”车
向忱早有耳闻，与他一见如故。原来，他们
都共同参与了五四运动，一起被捕坐过牢。
杨明轩介绍车向忱认识西北著名人士杜斌
丞，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6 年 6 月，在中共地下党启发帮助
下，张、杨两将军成立“抗日同志会”“军
官训练团”“学兵队”，车向忱是同志会核心
成员之一。他经常应王以哲邀请给军官训练
团讲课、作报告。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他
创办了宣传抗日的刊物《东北通讯》，并把

刊物及时送到东北军中。
东北大学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梨来

西安汇报学运情况和宣传抗日，车向忱向他们
主动介绍东北军和张学良的情况，在竞存学校
帮助油印宣传品。8月29日晚7时，国民党特
务逮捕了宋梨，恰被赶来的车向忱撞到，他及
时报告了张学良，使宋梨、马绍周和关副官获
救，这就是史上有名的“艳晚事件”。

1936年，在中共地下党和张学良的支
持下，车向忱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救亡会，任
执委、主任委员。他率领东北竞存小学师生
参加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会。竞
存小学学生被军警开枪打伤，这就是国民党
枪杀幼童案，是西安事变的导火索之一。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

“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倡
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方针。

12 月 17 日，中共中央的代表周恩来应
张、杨之邀来到西安，立即开始同各方面人士
紧张商谈，还在长安县公署邀请包括车向忱在
内的20多位各界知名人士进行座谈。“这位是

‘东救’负责人，东北竞存小学的校长，也是
我们西北教育界著名人士车向忱。”杨明轩向
周恩来介绍。“噢！车先生，早已听说了，‘东
北甘地’嘛！车先生，纪念‘一二·九’游行
那天，负伤的小同学，现在怎么样了？”周恩
来和蔼可亲地问道。

面对这位敬仰已久的红军领袖，车向忱万
分激动，表达了东北流亡同胞对红军的感激之
情。会上，周恩来从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救国方
针出发，透彻地说明了杀掉蒋介石对实现全面
抗战不仅不利，而且还能助长亲日派挑起内战
的阴谋。车向忱心里肃然起敬，这次会面使他
认清共产党是东北流亡同胞的好朋友，毛主席
是抗日救亡的唯一领导者，他自愿走上了接受
共产党领导的道路。

参加“西安事变”谈话会

1937年 1月，“抗日救国大同盟”在中
共陕西地下党领导下成立，车向忱是组织
发起人之一，当选为总盟执委。他提倡实
施“国难教育”，并发表了《东北奴化教育
的一斑》。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加紧镇压
抗日活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竞存学校更加
举步维艰。竞存学校每月都得到八路军办事
处300元的补助经费，车向忱还拿回革命的
书刊和毛主席著作作为竞存的精神食粮。

按照周恩来的意见，车向忱派夫人翟重
光带领竞存小学的教师郑辅廷等人随东北军
51军、67军迁往安徽蚌埠、阜阳，在那里建
立一所分校。车向忱常常到七贤庄与周恩来
倾心长谈，讲马克思主义，令他眼界大开。

不久，“西救”宣传部部长徐彬如同志
派地下党员到竞存学校做义务教师，钱一粟
（宗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中央民
族学院院长）、张寒晖（人民音乐家，《松花
江上》的作者）等陆续来到竞存学校任教。

地下党社会部的电台也设在学校，竞存
学生很多都投奔延安。徐彬如回忆说：“这
时李克农同志领导的社会部 （做情报工作
的）正有一批从陕北来的人员需要安插，我
们就把这些人派到那里去，名义上是教员，
实际上是做党的秘密工作。社会部的电台就
设在竞存学校，肖克的夫人、吴德峰的夫人
都在那里工作过。竞存，实际上是社会部的
一个‘点’。”

1937年春天，车向忱和陕西秘密党员
陈养山相识，他经常向车向忱传达党的政策
和主张。据陈养山回忆：“我和向忱同志初
次见面就和老朋友一样，畅谈了全国形势和
有关抗战的各种问题，谈得很热烈，我们的

认识是完全一致的。在以后的经常会面中，
向忱同志不断提醒我们要防范国民党的反共
阴谋——搞突然袭击。他的这种政治远见，
受到我们党组织的尊重。我们之间的感情也
日益增进。他是我们最信任的人。我有时向
他传达党的政策和主张，有时通过他来推动
教育界的抗战工作……他经常表示，只要他
力所能及，愿意为党做各种工作。”

在学校的重大决策上，车向忱总是先征
求地下党的意见。1938年8月，中共西安市
学委书记毕于仁（陈熙）同志来到学校后，
以教员身份做掩护领导学委工作。车向忱热
情地接待了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干部，关切地
说：“陈先生就住在这里，你办你的事，学
校里不给分派什么工作，只是生活清苦些。”

国民党特务对车向忱依靠共产党办学耿
耿于怀，欲除之而后快。1937年8月，他们
以莫须有的“特务、汉奸”罪名逮捕了车向
忱等5名教职工，后经社会各界声援、中共
林伯渠等出面干预，一个月后才被取保释
放。出狱后的车向忱把竞存的旗帜举得更
高，更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他支持
竞存师生去延安，并请八路军办事处的陈耳
东为师生们讲游击战术课。

1937年，车向忱以陕西文化教育界知
名人士的身份，与中共陕西省委代表徐彬如
一同向国民党省党部交涉，最后达成协议，
在安吴堡办学，党中央派冯文彬、胡乔木创

办了安吴青训班，是进步青年向往的圣殿，培
养大批青年革命干部赴抗日前线和延安。车向
忱组织竞存师生前来学习，想把竞存也办成抗
大式的学校。

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起了第一次
反共高潮。在国统区，竞存学校受尽刁难，
不给立案，学校继续发展又遇困境，车向忱
决定再赴重庆。

在重庆，他白天出门募捐，暮宿好友阎
宝航家中。他到曾家岩“周公馆”去见周恩
来，诉说心中的困惑，还介绍竞存学校学习延
安“抗大”办学，开荒种地，自力更生，得到
周恩来的赞许。周恩来坚定地道出：眼前困难
是黎明前的黑暗，抗战前途是光明的。“竞
存”一定要存在下去。受周恩来的启发，车向
忱前去重庆合川县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
拜访，与先生彻夜畅谈教育的真谛。老先生赠
送竞存师生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
条幅。

周恩来曾约车向忱在重庆新华书店再次秘
密会面，并将一张5000元的支票放到爷爷手
中，这真是雪中送炭啊！

重庆归来，令竞存师生士气大增，竞存
学校——这所革命的摇篮在白色恐怖中顽强
地成长。竞存学校办学10年，培养学生5000
余人，他们成为抗日骨干力量，许多人是共
产党员、民先队员，百余名师生投奔延安，
数十人参加八路军。

听从周恩来意见

1946年，车向忱回到战云密布的东北，开始
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而奔走呼号。

为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保卫和平、反对内战，
他走遍抚顺、本溪、安东等地作报告、发表演说，
用亲身经历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出卖东北的罪行。同
年10月，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中
央直接领导的秘密党员，他听从组织安排，在社会
上他仍然以开明的民主人士身份开展工作。

车向忱根据党组织意见，联络知名人士和各界
代表发起成立了“保卫和平促进会”，积极宣传党
的方针政策。他担任嫩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立
联合中学校长，后又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教委主任兼
哈尔滨大学校长，沈阳师范学院院长、体育学院院
长等职；为东北地区完成旧教育的改造、确立新的
教育制度，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车向忱担任辽宁省副省
长、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第一、
二、三届代表等职。他多次到北京出席最高国务会议、
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等，与国家领导人共商建国大计。

车向忱虽然在政府身兼数职，工作十分繁忙，
但他仍然常常亲临教育一线考察，撰写大量文章和
著作，勇于探索新中国教育要走的路，呼吁教育要
适应实践需要，要符合国家建设发展方向，为东北
乃至全国的教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十年动乱期间，看到革命老干部和追随中共
多年的爱国民主人士惨遭迫害，车向忱曾多次写信
向周总理反映情况，可是不久他也身遭不测，被送
到盘锦五七干校。车向忱虽然身遭莫大冤屈，对党
的信念矢志不渝，他用一生的行动证明了对党和人
民的赤胆忠心。

1971年1月8日，他含冤逝世，享年73岁。中
共辽宁省委于 1978 年 10 月 21 日为车向忱平反昭
雪、恢复名誉。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统战部于
1979年6月公开了他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是年
12月，在他的追悼会上，他的骨灰盒上覆盖上了
中国共产党党旗。

（作者为车向忱孙女，民进辽宁省直工委金融
联合支部会员）

回到东北
一
九
二
五
年
从
中
国
大
学
毕
业
的
车
向
忱

▲

1946 年 6 月，车向忱回
到东北解放区，即将赴嫩江省
人民政府就任副主席。

1935 年 10 月，车向忱在西安家中，为东北流
亡儿童办起了东北竞存小学，挂钟梁上是他亲笔书
写的校训“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