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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在王抒情的指挥下，达县抗建歌咏团正在演唱
《黄河大合唱》曲目图四：达城青年在街

头示威游行并宣传抗日

图五：达县音乐教师王抒情与抗建（抗战建国）歌咏
团部分成员合影

图六图六

图三：达县大众话剧社成
员（部分）抗日救亡演出后合
影。图三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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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马 占 山 将 军 戎 装
照。1931 年11 月，马占山率三
个旅孤军在黑龙江领导“江桥
抗战”，多次打退敌人进攻，予
敌以重创，迫使日寇从朝鲜增
兵。达县人民深受鼓舞，成立

“马占山后援会”，并组织募捐、
义卖等，所得全部捐献给抗日
义勇军。一时间，马将军戎装
翻版画像供不应求。

图一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图说达州抗战史（二）
□朱全森 王源梓

二、救亡运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
“不抵抗政策”招致举国声讨，
全民异口同声要求抗战。这期
间，马占山在黑龙江领导江桥
抗战，屡败日寇，犹如给国人打
了一剂强心针，全国各地成立

“马占山后援会”，捐款捐物支
援抗战。据载，达州各县均开
展了声势浩大的反日及抗日募
捐活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
变”后，达州各县相继建立了抗
日后援会。接着，各种抗日团
体应运而生。如达县的大众话
剧社、抗建（抗日建国）歌咏团、
业余话剧团、抗日宣传队、学生
抗日宣传团，大竹县的抗敌剧
团、七七歌咏队、少青队、小先
生剧团，宣汉县的宣传队、南坝
抗日宣传队、青年励志社、民众
书报社、抗日读书会、曙光自学
社，开江县的大众话剧社，渠县
的歌咏队、爱知读书会，万源县
的中学抗日宣传队、女子学校
和高小反日宣传队等等。这些
抗日团体以极大的热情，活跃
在城区、乡村、学校，组织群众
示威游行，张贴标语、呼喊口
号，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
进行曲》《黄河在怒吼》《八百壮
士歌》《还我河山》等抗日歌曲，
演出《保卫卢沟桥》《扬子江风
暴》《战斗》《古城在怒吼》《放下
你的鞭子》等话剧和各种文艺
节目，组织几百人、数千人的大
合唱，宣传抗日救亡，鼓舞抗日
斗志，激发广大民众的抗日热
情。同时，这些抗日团体、青年
学生、爱国志士还以黑板报、壁
报、漫画、刊物、报纸等形式揭
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宣传
抗日救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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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马占山将军“还我河
山”亲笔题字。马占山坚持抗
战，给达州人民以极大的鼓
舞。渠县民众在县城召开反日
大会，举行示威大游行。开江
县县立女子小学教师陈子余等
人自发组成 30 余人赴黑（龙
江）援马（占山）抗日义勇军，后
在中途参加十九路军的淞沪会
战。此期间，达县、大竹、宣汉、
万源等地爱国人士也积极发动
和组织群众掀起抵制日货烧毁
日货、募捐支前的爱国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