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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场上
有支中国化学兵部队

鲜为人知的“平壤利民公司”

1931 年 九 一 八 事 变
后，为了应对日军的化学战
威胁，国民政府秘密筹建了
中国第一支化学兵部队（主
要是用来防御敌人用化学
武器进攻，绝不率先使用化
学武器），1933 年 2 月 8 日
正式成军，直属军政部，为
了保密，对外称“军政部学
兵队”。至全面抗战爆发
前，学兵队共培养了千余名
化学兵军官，成为抗战期间
国军防化力量的骨干。

淞沪会战中一鸣惊人

学兵队刚成立时，只有
一个大队（相当于一个营的
规模），但被国民党称为“巩
固国防的新兴力量”。部队
成立后随即招收第一期学
生进行新生入伍教育。总
队长李忍涛早年就读于清
华大学，曾公费留美，毕业于
弗吉尼亚军校，1929年又到
德国陆军参谋大学攻读化学
兵器专业。1937年，抗日战
争全面爆发，学兵队扩充为
由两个大队、4 个高射区队
和一个特科干部教育训练班
组成的学兵总队，相当于一
个团的规模。

1937 年“八·一三”淞
沪会战爆发，李忍涛奉命部
署两个高炮连布防妙儿山，
担任三牌楼一线防空。8月
15 日晨，李忍涛获悉，日军
凭借虹口公园附近一座七
层钢筋水泥建筑（敌海军陆
战队司令部），指挥舰炮炮
击我前线部队，立即请战，建
议出动学兵总队的“李文斯”
化学抛射炮，摧毁该据点。

学兵总队约300官兵迅

速编成参战联队，携 12 门
“李文斯”抛射炮，于18日晚
加入战斗。李忍涛采取奇袭
战法，把炮位推进到距目标约
2000 米附近的敌炮死角地
带。午夜零时，李忍涛指挥火
炮三次齐放，摧毁了敌楼。学
兵总队因此一鸣惊人，李忍涛
也被擢升为陆军少将。

学员发黄埔军校的文凭

随着战事推移，1939
年学兵总队撤入四川纳溪
整训。这时的学兵总队，计
有重炮两个团、步兵两个团
（后改重炮团）和汽车营、工
兵营、高炮营、通信营、特务
连等直属单位，相当于一个
军的兵力。作为军政部长何
应钦的嫡系，它的粮饷、装备
等均由军政部所属兵工署直
接供应，明显优于其他部队。

进驻纳溪后，学兵总队共
分为三大部分，即学兵总队、特
科干部教育训练班和防毒处。

以学兵总队为基础开
办的“特科班”，其任务是吸
纳全国各个集团军和军的
防毒科、师的防毒连所抽来
的校级军官，训练防毒、使
用化学武器和化学战技，结
业后回原部队的科或连，负
责指挥防化化学战。

当时中央军校（黄埔军
校）声誉出众，又是蒋介石

嫡系，在国民党各军队中受
到青睐。改编后的学兵总
队特科班第一期学生被追
认为黄埔军校第十二期，到
纳溪后开办的特科训练班第
一期相当于黄埔军校十七
期，发黄埔军校同期文凭。

滇缅战场上表现不俗

1943 年春，为组织滇
缅战场的反攻，美国开始大
规模装备训练中国军队，学
兵总队将两个团的化学兵
空运到印度兰姆伽基地，接
收美式化学迫击炮，成为特
种炮兵部队，对外化名“陆
军总部特科总队”。一年
后，滇缅大反攻开始，改编
后的化学兵部队配合中国
远征军主力及英美盟军，在
围攻密支那、收复八莫等战
役中表现不俗。此时，国民
党军化学兵部队已扩编成4
个迫击炮团和1个步兵团，共
约1.5万人，且拥有大量美式
先进装备，达到鼎盛时期。

1944 年 10 月，李忍涛
赴印度视察部队后乘机回
国时，因行期被日本间谍侦
悉，当其座机沿驼峰航线飞
越喜马拉雅山时，突遭从云
层中钻出的4架日本战机袭
击，最终机毁人亡。据说何
应钦闻报，当场失声痛哭。

抗战胜利后，化学兵部
队原本对日化学战防御的
作用不再突出，地位逐渐下
降。内战爆发前，国民党对
军队全面整编，在当时的情
况下，由于没有实施化学战
的必要，学兵总队被撤销，改
为常规炮兵部队。（摘编自

《文史博览》《人民政协报》）

1945 年底，国民党
军开始大举进攻东北，切
断了沟通南北的铁路干
线，占领了大城市和交通
干线周边地区。1946 年
7 月，中共东北局确定了
以朝鲜北部为战略后方
的应急方针。

1946年7月，东北民
主联军副司令员萧劲光
和原北满分局秘书长朱
理治到达平壤，同朝鲜方
面进行了会商，征得他们
对在平壤设立办事处的
理解和支持。东北局副
书记陈云发出指示：在会
谈中要提出换入的东西
主要是布匹、棉花、鞋子、
毯子，还有铁路、煤矿、发
电厂所需的火车车头、零
件、机器、桥梁材料、油料，
以及食盐、火柴等；要相机
提议与朝鲜合办纺织厂、
鞋厂、火柴厂等；要提出我
方在朝鲜设立的商店，并
一切遵守当地政府法令；
要强调保持朝鲜对大连、
安东的海陆交通运输线。

此前，已有大连地下
党、南满部队、胶东部队
等分别在平壤和朝鲜其
他地方设立临时性机构，
于是，萧劲光、朱理治就
把所有这些在朝机构统
一组成“东北局驻朝鲜办
事处”，对外公开的名称
是“平壤利民公司”。办
事处还在朝鲜境内的主
要交通要道和重要港口
城镇设置了四个分办事
处，对外称“平壤利民公
司某某分公司”。

1946 年 10 月，国民
党调重兵进攻南满解放
区，当时双方力量悬殊，
到 11 月下旬，我南满根
据地仅剩下临江、长白、
抚松、濛江 4 县，形势异
常严峻。1946 年 10 月

31 日，东北局经中央批
准，决定成立中共南满分
局，派陈云兼任分局书
记，萧劲光任分局副书记
兼辽东军区司令员。

11月3日，陈云和萧
劲光离开哈尔滨启程赶
赴临江。15 日，陈云抵
达平壤。他和萧劲光一
起会见了金日成，商谈双
方进一步合作的事宜；陈
云还会见了经平壤准备
去图们的大连苏方经济
负责人，同他商定北满运
往大连交换苏联食盐、布
鞋、火车的5000吨麦子、
2000 吨猪肉的运输路线
及在图们的交换问题。

11 月 23 日，陈云和
萧劲光等离开平壤，于
27日抵达临江。12月中
旬，七道江会议召开，陈
云拍板“坚持南满”，为之
后不久“四保临江”“三下
江南”的伟大胜利，以及
东北战局的彻底扭转奠
定了坚实基础。

1946 年 11 月 到
1947年3月“四保临江”战
役期间，东北民主联军一
直将朝鲜作为战略后方。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沈阳军区军事交通史》中
记载，在“四保临江”战役
中，我军在鸭绿江两岸的
军事运输线共有五条，用
以保证物资、部队和伤员
的运送。

中共华东局还曾派人
入朝通过“利民公司”采购
了大量的军事物资。这些
物资均从南浦装船经大连
转运山东解放区。

整个东北解放战争
期间，我方对朝鲜贸易输
出品总额（折合东北流通
券）24684 万元，输入品
总额 36526 万元。（摘编
自《文史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