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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地纷纷

加大对各类青年人才

的吸引力度，希望能够

人尽其才、才尽其能。

可对青年人才而言，什

么是核心吸引力？人

才需求方又该如何服

务好并且用好这些青

年人才？这是迄今为

止，全社会都在关注并

且热衷讨论的一个焦

点问题。其实，对人才

的重视，不仅今天如

此，就连战火连天的抗

战时期也亦然。

抗战时期，诸多知

识青年不畏战火的危

险，不惧旅途的劳顿，

纷纷涌入延安。一时

之间，延安成为青年人

才聚集地。那么，延安

究竟有着怎样魅力，吸

引他们纷纷前来呢？

跟着本文，让我们追溯

历史，探寻抗战时期延

安成为青年人才强磁

场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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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陕北公学讲演（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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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批知
识青年长途跋涉、历尽艰难，从全
国各地乃至海外纷纷涌入延安，一
时间，中国出现一股知识青年奔赴
延安的潮流，成为当时国共对垒政
治格局下的一大风景。

根据当时的人回忆：“1938年
夏秋之间，奔赴延安的有志之士
可以说是摩肩接踵、络绎不绝
的。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达延
安。”1943年 12月，任弼时在一次
会上说：“抗战初期到延安的（包
括到抗大学习的）知识分子共四万
余人（西北局系统除外）。”除了国
内青年，还有 2000名左右的华侨
青少年，分赴延安和华北、华中、华
南的敌后战场。

知识青年远离家乡、奔赴前线的根本目的，
就是要抗日救国。

同国民党消极抗战不同，中国共产党始终
坚持坚定的抗日立场。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
共中央就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
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
侵略”！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的外交政策，提出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坚持全面抗战路线，积极
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正式形
成后，八路军率先开赴抗日战场，同侵略者顽强
战斗，对日作战不断取得胜利成果。

国共两党抗日态度和政策的强烈对比，使
广大知识青年看到了抗日救国的希望所在，也
坚定了自己的道路选择。

奔赴延安的一位上海青年说，“在国民党军
队节节败退声中，传来了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
大捷的消息，我的心就更加倾向坚决抗日的中
国共产党”。一位投奔延安的华侨青年说：“我
们南洋中学有 20多人回国参加八路军、新四
军。他们之所以选择奔赴延安的道路，一是因
为看到当时抗日最坚决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部队；二是赞成中国的未来应该走苏联社会
主义的道路。”就是抱着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印
象和认识，关心中国命运和抗战前途的知识青
年才纷纷来到延安。

中国共产党始终战斗在抵抗日寇的最前
线，以顽强斗争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展示
了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团结社会各阶层真诚
抗日、对中华民族高度负责的坚定立场，彰显了
抗日最坚决最勇敢的光辉形象，因此赢得了爱
国知识青年的广泛支持和拥护。

吸引知识青年来到延安的，还有党领导陕
甘宁边区建设开创的崭新气象。生机勃勃的发
展气象，使得延安成为他们心中向往的理想圣
地。

为团结社会各界共同抗日，促进全国政治
民主化，党率先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抗日民主
政权。1938年，边区开始实行直接、平等、不记
名投票的普选，不分阶级党派、不分宗教信仰、
男女平等、民族平等。1940年3月，边区开始建
设“三三制”政权，在政府中，中国共产党党员只
占三分之一，在党外人士中引起强烈反映。
1941年5月，边区颁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规定了保障人权、保持政府廉洁以及土地、工商
业、文化教育和民族等方面的原则和政策。党
还深入贯彻减租减息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和
经济建设、实行精兵简政等。这一系列举措和
工作，使边区建设取得巨大成效，让延安和陕甘
宁边区在知识青年心中成为一个崭新的世界，
代表了中国的光明未来。

那时候，许多知识青年一走进延安，立刻看
到一个充满生气和活力的新天地，看到一种真
挚而平等的新的人际关系，觉得自己的选择是
正确的。

1941年 6月 10日，《解放日报》社论《欢迎
科学艺术人才》中指出：“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
已成了全国进步文化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目标，
只有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边区，特别是延安，他
们才瞧见了他们的心灵自由、大胆活动的最有
利的场所。”一位青年来到延安后，表达了他的
感受：“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新的
世界。这里政治空气异常清新，抗战气息非常
浓厚，墙壁上写满了抗战标语，画了不少抗战壁
画。一大清早，军号声、操练声和抗战歌声响成
一片，令人精神振奋。这里没有悲观失望，有的
是抗战必胜的信念。”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各项
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
面貌，强烈地吸引着广大知识青年。

陕甘宁边区建设
开创的崭新局面

2 抗战时期，我们党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及
时调整知识分子政策。执行正确的知识分子
政策是吸引知识青年来到延安的重要原因之
一。

党充分认识到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的地
位和作用。毛泽东指出：“数十年来，中国
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
生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共产党
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
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
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
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
的。”正是基于对知识分子历史地位和作用
的正确认识，党确定了重视和吸收知识分
子的正确政策。

1939年 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
议上强调，“国民党和我们力争青年，军队
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同年 12
月，毛泽东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
定》，要求“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
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
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1940年
10 月 12 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指
示：“大批收容知识分子，只须稍有革命积
极性者，不问其社会出身如何，来者不拒，
一概收留。”

党实施正确的政策，重视和吸收知识分
子参加革命，促使广大知识青年打消了顾虑，
积极奔向延安。

1936年，著名女作家丁玲在党组织帮助
下，逃离被国民党囚禁3年多的南京，于11月
来到陕北。丁玲到保安后，受到极高规格接
待，党中央开了欢迎会，毛泽东、张闻天、周
恩来等领导人出席。会后，毛泽东还填词《临
江仙》赠送给丁玲，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
人”。丁玲感到，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幸福、最
光荣的时刻”。

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知识青年的重要
地位和作用，执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重视
和关心关爱知识青年，热切期盼和欢迎知识
分子到延安发挥作用，对广大知识青年形成
了强大的政策感召。

重视和吸收
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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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观方面，党围绕吸纳知识青年
来延安主动开展了一系列的宣传、动员、
组织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党将吸引、组织知
识分子到延安作为一项紧迫任务来抓。
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在陕甘宁边
区第二次党代会上，提出了“抢夺”知识
分子的思想，“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
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
没有了。”为了同国民党“抢夺”知识分
子，党开展了一系列宣传动员工作。

党积极利用报刊媒体进行宣传动
员，通过党领导的《新华日报》《观察日
报》《抗战日报》以及国统区的《大公报》
等，公开报道延安民众生活、战斗的场景
以及宣传党的政策，使许多爱国青年从
这些报纸上了解到延安的革命实践和抗
日主张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抗日
事迹，产生了对延安的向往。西方记者
的延安行记，也是外部世界了解延安的
一个重要途径。许多知识青年从这些西
方记者的作品中看到了一个充满革命气
氛、生机勃发的延安，所以产生了去延安
的念头。

1938年1月，时任陕甘宁边区宣传部
部长、统战部部长的王若飞发表了《欢迎
全国革命青年学生到延安来学习抗战知
识》一文，号召学生们到延安学习。直接
面向全国招生是动员的重要方式，比如
在全国发布陕北公学、延安抗日军政大
学等招生简章，在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
设立招生委员会，积极动员全国青年学
生报考。党还通过各地党组织和八路军
办事处及其领导团结下的社会进步团
体、新闻媒介或以个人名义，与知识分
子、社会名流人士取得联系、沟通，积极
介绍、组织、护送知识分子到延安。为了
使知识青年顺利到达延安，党还进行了
严密的谋划和组织安排工作，包括开具
介绍信、保证去延安交通安全、筹措经费
等等。

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宣传、动员和
组织安排工作，激发了广大知识青年去
延安的强烈意愿，增强了他们对中国共
产党的信赖。

大批知识青年来到延安，党非常珍
视这些知识分子，把他们看作革命队伍
中的新鲜血液，对他们进行了妥善安排。

党对这些知识青年的安排，主要在
三个方面。

创办各类学校，把他们培养成各方
面的专门人才。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
区先后创办了中共中央党校、抗日军政
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
学研究院、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等17
所院校。党高度重视对这些知识青年的
教育培养，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非常关
心学校的建设，经常去学校讲课。毛泽
东还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他
认为“这是共产党的大事，不是小事”，一
定要抓紧抓好。

将知识青年充实到党、政府、军队工
作中。毛泽东要求“笔杆子跟枪杆子结
合起来”“知识分子要同共产党结合，要
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要同革命武装
队伍结合，要同八路军新四军结合”。在
使用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时任中央组织
部部长的陈云指出，“要有大的气量，善
用各种人才”“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
就要用”。在党的指导和安排下，一大批
知识青年在延安参加党、政府和军队，扩
大了革命队伍，他们逐渐成长为抗战的
骨干力量，为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支持保障这些知识分子开展文化教
育科技事业。比如支持保障知识分子成
立抗日文艺社团、创办报刊等，为他们开
展宣传和创作活动、发展文艺事业创造
条件。党还支持延安知识分子开展科学
研究工作。比如 1940年，在毛泽东的直
接领导下组建了边区的自然科学研究
会，后来又相继成立了土木工程学会、中
国农业学会、生物学会、医药学会、卫生
学会、地质矿冶学会等十多个科学团体，
这些学术团体根据边区工农业生产的实
际需要，按照各个学会的专业特点，有计
划地开展比较系统的科学研究工作。

中国共产党以真诚的态度欢迎知识青
年来到延安，并想方设法给予妥善安排，为
他们创造条件，使他们获得学习成才和为
抗战发挥作用的宝贵机会，这也是促使他
们奔赴延安，并坚定信念留在延安、留在八
路军和新四军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 中国女子大学学员（资料图片）

● 延安时期的抗大女生队在窑洞前唱革
命歌曲（资料图片）

● 奔赴抗日前线的战士们（资料图片）

中国共产党抗日
最坚决的光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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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青年奔赴
延安的有效动员

4

知识青年
到延安后的妥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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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国青年奔赴延安（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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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北公学礼堂（资料图片）

● 抗战时期的延安（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