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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旅行团的精神力量 

石平洋 

中共淮安市委党校 

今年 5月 30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淮安市新安小学少先队员们回信，信中提到，当年在党的关怀和领导下，“新

安旅行团”不畏艰苦，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以文艺为武器，唤起民众抗日救亡，宣传党的主张，展现了爱国奋进

的精神风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艰苦卓绝的烽火岁月中，新安旅行团旅行修学行程五万里，宣传抗日救亡

和民族解放历时 17 年，曾经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和赞誉，在中国青少年运动史上

写下了光辉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安小学的亲切回信，是对全国少先队员

们的殷切期望，必将激励广大青少年从小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努力学习，增长本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是什么原因让这支旅行团受到众多赞誉？是什么动力驱使他们从 1935 年到 1952 年行走五万里？是什么力量让这支“少年

革命团体”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这要从新安小学的创办人说起。 

1929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江苏淮安创办了新安小学并亲任校长。1930年，陶行知委派他的学生汪达之接任第二任校长。

汪达之上任后，和老师们认真实践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思想，制定了详细的“生活方法”，让学生

读活书，活读书，学做事，学做人。这一切教育教学活动，锻炼了学生们的自立自强能力，为新安旅行团走出校门进行抗日宣

传和旅行修学奠定了基础。1933年 10月 22日，汪达之将新安小学 7名十几岁的学生组成“新安儿童旅行团”，没有父母陪同，

自谋生活费用，到镇江、上海等地做了为期 54天的修学旅行和抗日宣传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陶行知为此赋诗《题儿

童旅行团》：“一群小光棍，点点有七根。小的十二岁，大的未结婚。没有父母带，先生也不在。谁说小孩小，划分新时代。” 

新安儿童旅行团实践的首次成功，给汪达之和孩子们增强了信心。他们决定再组织一个更大规模的旅行团到全国去宣传抗

日救亡。1935年 10月 10日，由新安小学 14名学生组成的新安旅行团，在校长汪达之带领下，离开淮安开始抗日宣传和旅行修

学。这趟远行，从苏北到塞外，从江浙到两广，途经全国 22个省、市，行程 50000多里，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解放史和青少年运

动史上的传奇。出发时，他们仅有 50元钱，经常连喝稀饭啃烧饼都难以维持，睡地铺、露宿街头更是常态。为解决生活工作经

费，他们一方面通过代售书籍、撰写通讯稿等方式获取报酬，或者放映抗日影片收取一些费用，一方面积极争取社会捐助。面

对困难，他们毫不畏惧，反而激发出无穷的力量。行万里路，破万卷书，他们不放弃学习，以地为席，以石为桌，以墙为板，

以独特的“小先生制”和“民主生活会”的方式，采用启发式教学、实物教学、“做什么，学什么”等，你教我我教你，互助

学习，增长才干。到苏北根据地后又在涟水恢复了新安小学，发挥“小先生”作用，经常开展扫盲帮助群众识字学文化。 

新安旅行团为“民族生存奋斗”的爱国主义精神，要把“中国来改造”的远大革命志向，“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敌人的

凶残”的顽强战斗作风，好学上进、团结友爱、自主自立、勇于实践、关心集体的优秀品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时

代价值。团员们敢于追求真理的热情、蓬勃向上的朝气、自觉的纪律观念、富于创造的实干精神，热爱党、热爱人民和艰苦奋

斗的思想作风，给家乡人民树立了先进典范。因此，当年盐阜地区军民口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七旅、八旅、新安旅”。据

不完全统计，17年中先后加入新安旅行团的 600多名团员，在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等领域中比较杰出的就有 200多名。 

运用各类文艺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是新安旅行团的最大特色。他们通过放映抗战电影、排演街头歌舞剧、教唱救亡歌曲、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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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语、绘壁画、编辑出版刊物等，为号召广大军民共赴国难，取得抗战最后胜利贡献力量。 

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战宣传。1938 年 2 月，新安旅行团到达兰州，经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批准，新安旅行团三名团员入

党，并建立了党支部。从此，新安旅行团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 5月，林伯渠同志在西安接见了他们，

对他们所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赞扬，并传达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要求新安旅行团尽快到武汉去。新安旅行团一到武汉，就和

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孩子剧团等一起参加了纪念抗战一周年的宣传活动和为抗战一周年举行的献金活动。新安旅行团在

街头和剧院演出秧歌、舞蹈、民间小调和相声等等，到部队、农村去宣传演出，教他们秧歌、舞蹈和歌曲，到前线慰问抗日将

士，到保育院教唱歌。为了扩大影响，坚持斗争，新安旅行团举行了成立三周年茶话会。许多文化界、新闻界人士参加了茶话

会。新安旅行团在武汉做了大量宣传工作，直到武汉失陷前两天才撤离武汉。1938 年 7 月 3 日的《新华日报》配图对新安旅行

团在武汉的活动进行了详细报道。陶行知为他们的英勇行为写了一首诗《小好汉》：“人从武汉散，他在武汉干；一群小好汉，

保卫大武汉。” 

用丰富多彩的形式唤起民众抗战。抗战初期，他们演出传播了红军时代流传的《儿童舞》《海军舞》《抗日升平舞》和革命

秧歌。1936年 12月，新安旅行团团员作为上海儿童代表和其他团体组成“上海妇女儿童绥远前线慰问团”，到绥远抗日前线慰

问，慰问团冒着零下 20℃的严寒向抗日将士致敬，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剧，演唱了抗日歌曲。随后，全团深入绥远西部

汉、蒙、回各族杂居之地，至蒙古包、王府、喇嘛庙等处放映电影，教唱救亡歌曲，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讲抗战形

势，组织当地中小学生演唱抗战歌曲，打破了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唤起少数民族特别是牧民们的抗日救亡意识。《新华日报》曾

在社论中高度赞扬新安旅行团的宣传工作“推进了西北救亡工作，加强了蒙汉各民族间的团结”。1940 年，他们排演了《春的

消息》《爱在人间》等舞蹈和舞剧《虎爷》。从民间艺术中吸取营养，创作演出了《儿童解放舞》《花棍舞》《少年进行曲》《参军

记》等。到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教唱抗日歌曲、放电影和演出舞剧、表演秧歌和皮影戏等，特别是推广秧歌舞运动，盐

阜地区先后成立了 823个秧歌队。按照刘少奇、陈毅组织 10万儿童团员参加抗战的指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就组织了 18

万名儿童团员参与抗战，显示了新安旅行团强大的组织动员和协调能力。 

始终奋战在战斗一线。新安旅行团团员到达苏北后加入了新四军，先后参加了苏北反“扫荡”斗争、两淮解放和上海解放

战役，经过战火的熏陶，一群小好汉更加坚强。在 1941年夏反“扫荡”中，该团总干事张平和苏北分团团长张杰英勇牺牲。在

1943年春第二次反“扫荡”中，新安旅行团成员近 90人，与敌人周旋，克服重重困难，经历许多危险，在艰苦的环境中得到了

锻炼。1945 年 9 月在解放淮阴淮安战役中，新安旅行团团员到火线去做宣传鼓动工作，和战士们一起登云梯爬上城墙，一起冲

到城内街上。为冲锋杀敌的战士鼓劲助威，向垂死挣扎的敌人喊话劝降，新安旅行团在城内大街小巷贴标语，画壁画，在高大

的建筑物上刷写标语，进行街头演出，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1946 年秋天，国民党军进攻淮安，新安旅行团随华东野战军转战

苏、鲁、冀、豫，成了一支深受部队欢迎的文艺宣传队。他们把标语贴进了济南城，把秧歌舞扭到了南京，把胜利的腰鼓打进

了大上海，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