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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澜波在东北军骑兵第二师中的统战工作 
张万杰 

(辽宁社会科学院 地方党史研究所，沈阳 110031) 

摘 要：东北军骑兵第二师组建后 。共产党员刘澜波以师长黄显声秘书身份为掩护 。对骑二师进行了争取和改造工 

作。他在队伍中创建了骑二师工委，与孙志远、自坚等共产党人一起开展对骑-W的统战工作 。并初具成效。在其影响下。 

不仅师长黄显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广大的爱国官兵也一致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骑二师成为一支 “红” 

到底的抗战队伍。刘澜波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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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骑兵第二师 (简称骑二师)于 1932年 

秋建立，系由人关的原辽宁省警务处骑兵第一、 

二、三总队组成。师长为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 

共产党员刘澜波为其秘书。受 中共河北省委的派 

遣，刘澜波在骑--N中开展统战工作。他根据部队 

中的具体情况，将上层统战路线与下层统战路线结 

合起来，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骑二师中的统战路 

线，使队伍出现了抗日救亡的新局面。日前，对于 

刘澜波等共产党员在骑二师中的统战工作，史学界 

还未见详细阐述之论作①。在刘澜波诞辰 l10周年 

之际，论述刘澜波在东北军骑二师中统战工作的历 

史功绩，以此来缅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对于弘扬以爱国主义为主体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现实意义。 

刘澜波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军工作的主要创始 

人之一，成功地开创了党在东北军中的统战工作。 

刘澜波 (1904--1982)，辽宁凤城人。1928年加人 

中国共产党。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日本对中国东北进 

行疯狂掠夺、对东北人民进行无情欺凌和压榨之 

时，使他从少年时期便竖立起救国救民之志向，北 

京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了革命工作。九一八事变后 ， 

他毅然返回东北，投身于东北军中，以黄显声同 

乡、有志青年的身份取得了黄显声的赏识，被任命 

为辽宁省政府的秘书。于是，刘澜波便帮助黄显声 

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制定对义勇军的编委方案， 

使义勇军在东北大地上蓬勃发展起来，掀起了声势 

浩大地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的武装斗争。黄显声 

因组织抗 日义勇军得力被誉为 “血肉长城第一 

人”，而作为其秘书的刘澜波功不可没。锦州抗战 

失败后，1932年初，刘澜波随东北军人关，暂居 

北平。他很快与中共北平市委接上了关系②，并接 

受北平市委选派到东北民众抗 日救国会 (简称救 

国会)中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任 “救国会” 

收稿 日期：2014—04—23 

基金项 目：辽宁省 2013年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L13BDJ006) 

作者简介：张万杰 (1974一)，女，辽宁彰武人，研究员 ，研究方向：东北抗战史 、东北救亡运动史。 

① 对于共产党员对东北军骑二师中的统战工作，目前出版的书籍 《东北军史》 (张德良、周毅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7年)与 《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 (中共东北军党史组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略有提及。此外，见拙 

文：《刘澜波对东北军走上抗日道路的历史贡献》(《辽宁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但只是作为一部分加以论述。 

② 刘澜波在自传中称，在随黄显声撤往北票过程中，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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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的宣传干事①，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团结各 

种抗日力量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同时，他还继续 

做黄显声的思想工作，劝其要振作起来，寻找机会 

与日作战。9月初，黄显声的骑兵总队被张学良改 

编为东北军骑兵第二师，黄显声为师长。为有效地 

组织这支队伍抵抗日军侵略，他热情地邀请刘澜波 

继续任其秘书，为其出谋划策。 

刘澜波向中共河北省委做了汇报。他认为，九 
一 八事变后，流亡关内的几十万东北各界民众与东 

北军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东北流亡集团。这个集团有 

着共同的抗日民族意识和决心，时刻都在盼望张学 

良能率领东北军挥师东北，收复故土，中国共产党 

应该指导、支持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将东北流亡集 

团发动、组织起来，广泛开展东北救亡运动。其 

中，东北军作为东北流亡集团的主要组成部分，党 

对它的工作尤其要加以重视。他通过一年来对东北 

军各方面情况的了解，向党组织指出，东北军在社 

会上受歧视，政治上被排挤，普遍存在着对蒋介石 

的不满情绪，因此，争取东北军起来抗 El，不仅是 

可行的，也是可能的，问题在于如何把他们团结、 

组织起来。他请求到东北军骑二师中开展党的统战 

工作，以此为基础来开展东北救亡运动。当时，很 

少有人能够对东北军和东北救亡运动做出如此正确 

的分析和估量。中共河北省委批准了他的要求。 

事实上，东北救亡运动从九一八事变兴起后， 

一 直在张学良的暗中支持下开展活动。1933年热 

河抗战失败后，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蒋介石开始 

利用各种手段暗中破坏东北军，打击东北人民的抗 

日救亡活动，取缔一切抗日救亡团体。结果，东北 

义勇军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与国民政府的打 

击下，1933年左右已相继瓦解，救国会在 1933年 

7月也被国民政府强令取缔，东北救亡运动转入低 

潮。然而，从事东北救亡运动的爱国人士仍没有丧 

失继续抗日救亡的决心，他们遵照张学良出国前的 

嘱托，尽力将东北军、东北大学保存下来，保持东 

北军民的团结，同心协力地抵制蒋介石、何应钦对 

东北军的分化瓦解。原救国会领导人高崇民、阎宝 

航等在该团体被取缔不久又秘密成立了 “复东 

会”，并得到东北军上层将领王以哲、黄显声等人 

的支持，很快成为 “关内东北军与东北人的联系 

的纽带”⋯。在此阶段，刘澜波一方面动员黄显声 

支持 “复东会”的抗 日复土斗争，另一方面把东 

北救亡工作的重点放在东北军骑二师中，秘密开展 

东北救亡运动，巩固东北军内部的团结，促使东北 

军更加革命化。 

黄显声担任骑二师师长后，一直寻机抗 日，刘 

澜波积极帮助他开展抗日救国活动。1933年3月， 

长城抗战开始后，刘澜波支持黄显声率部从北平西 

苑进驻白马关，同时令所部一团为先头部队继续挺 

进热河隆化一带寻机抗 日②。长城抗战失败后，冯 

玉祥将军违背蒋介石的 “不抵抗命令”，在张家口 

组织抗日同盟军。刘澜波与师长黄显声、参谋长董 

道泉共同酝酿骑二师参加察绥抗日同盟军。黄显声 

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曾一度率骑二师挺进热河南部 

的滦平、丰宁一带，同时联络挚友第 112师师长张 

廷枢将部队开驻宣化、怀来一带，还劝说吉林抗日 

义勇军领袖冯占海接受冯玉祥将军的指挥，共同抗 

日。刘澜波建议组织一支抗日义勇队开赴张家口， 

以响应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斗争。他从古北口撤退下 

来的青年军官及一些爱国青年中，选出百人③，组 

成义勇队，亲任队长。为将这支队伍建设成为一支 

新型的抗日队伍，他在队伍内实施改革，如取消等 

级制、薪饷平均分发、严肃纪律、制定处罚逃兵制 

度、将队员的名字都改为 “军”字模样等，还教 

唱反对官长的歌谣，在队内传唱，进行思想教 

育④。后来这支队伍虽然因同盟军的失败而未能实 

现其抗日目标，却为骑二师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 

如 “共青团员陈少景曾在刘澜波组建的抗日义勇 

队当兵做下层工作，后调骑二师三团任地下党支部 

书记’’[ 。 

① 刘澜波：《参加革命小传》，中组部档案室存。 

② 白英华：《回忆黄显声将军》，未刊稿，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存。 

③ 刘澜波自传中记述为150人。 

④ 刘澜波自传，中央组织部档案室存。 

一 ll5 一  



辽东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16卷 

自从担任黄显声的秘书后，刘澜波一直密切关 

注着他的思想动态，及时与他进行思想交流，促使 

其思想发生转变。自人关以来，黄显声逐步认识 

到，张学良受 “不抵抗主义”的束缚，思想上不 

能自拔，国民党政府又千方百计地瓦解东北军。这 

样下去，东北军的前途不堪设想 ，抗 日复土无望。 

在他思想苦闷、情绪低落之时，刘澜波向他介绍共 

产党的抗 日救国主张，说明东北军只有联合共产 

党、红军才有出路的道理，同时还向他介绍共产党 

和红军同蒋介石斗争的经验，说明维护东北军内部 

团结的重要性。在他长期不懈的工作下，黄显声思 

想进步很快。1933年 11月，何应钦以北平军分会 

主任名义在北平怀仁堂召开东北军将领的紧急会 

议，决定调一部分东北军部队南下福建、江西，参 

加与共产党红军的作战。黄显声示以强硬态度，当 

众宣布，要想调动东北军，除非张汉卿回国，由他 

来调我们服从，否则谁也别想调。东北军各将领纷 

纷支持黄显声的意见，使何调动不灵，搞得很狼 

狈。黄显声上演了大闹怀仁堂的精彩一幕，使蒋介 

石、何应钦改组、破坏东北军的阴谋归于失败。 

黄显声通过与刘澜波的接触，对他宣传的共产 

党的爱国抗日主张十分赞同，对蒋介石的 “安内 

攘外政策”深恶痛绝。得知刘澜波的共产党员身 

份后，黄显声不仅支持其工作，保护其安全，而且 

主动要求，希望他介绍共产党员到骑二师，来帮助 

他建设一支新型的部队。刘澜波向中共河北省委请 

示后，省委派孙志远、白坚、康少逸、宋吉文、朱 

大光等l7名共产党员，以秘书、粮秣、军需等公 

开身份为掩护，进入骑二师开展党的工作。在他的 

筹划下，1933年4月，中共东北军骑二师工委成 

立，白坚任工委书记，刘澜波任组织部长①。骑二 

师工委是东北军中较早建立的党组织之一。刘澜波 

是共产党在东北军工作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J22。 

骑二师成立后，刘澜波等人着手研究制订党的 

统战方针。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 “北方会议”② 

之后，党在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有一种错误论 

调，认为只能实行下层 (士兵)统一战线，不能 

搞上层统一战线，否则就是 “上层勾结”，就是 

“右倾”。刘澜波则从东北军的实际出发，认为骑 

二师师长黄显声、参谋长董道泉等上层军官和广大 

士兵一样，也对蒋介石的 “不抵抗政策”不满， 

渴盼打回东北老家去，如果做好他们的工作，有可 

能使整个队伍走上抗日道路。所以，在某种意义上 

来说，上层统战工作更重要。在他的坚持下，工委 

内部明确分工：由刘澜波、孙志远等负责上层军官 

的统战工作，刘澜波任上层工作委员会书记。宋吉 

文、朱大光、易广居、白英华等同志负责士兵的下 

层统战工作，在士兵中进行宣传教育。刘澜波正确 

贯彻统战工作的做法和认识，曾遭到党内一些人的 

反对与批判，甚至被视为 “右”倾。1933年 7月， 

王明统治下的临时中央在给北方代表田夫的信中， 

曾对 “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勇敢的动员下层群众， 

而着重于 ‘上层的联合战线” 的做法予以批评， 

刘澜波因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一度被撤了职③。 

在全面分析骑二师的具体情况后，他向河北省委反 

复说明自己的想法、主张，河北省委同意他继续在 

骑二师开展上层统战工作。 

“刘澜波是我党最早与东北军高级将领接触并 

在开展统战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共产党员之 

一

” J
， 对师长黄显声、参谋长董道泉等东北军中 

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极富成效。除对黄显声进行以 

共产主义、抗日、反蒋为内容的抗日宣传外，他还 

介绍康健生等共产党员与黄显声接触 ，帮助他提高 

思想觉悟。尤为可贵的是，由于刘澜波的工作，黄 

显声与中共河北省委建立了联系，河北省委前委书 

① 刘澜波自传中称 ：“初任组织部长，后任书记”。 

② “北方会议”：1932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集河北、河南、陕西、山东、满洲省委代表参加会议，要求北方各 

省的党组织，武装起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会后，省委和一些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坚持援助义勇军 

和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力量的正确主张和实际工作，都被斥为 “机会主义”。“北方会议”给北方各省党的工作带来了严 

重的危害。 

③ 孙达生：《三位一体的发起》，《孙达生回忆录》，未刊稿，存于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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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兼组织部长柯庆施曾亲到骑二师与黄显声探讨抗 

日复土问题①。黄显声在他们的帮助下，决心按照 

共产党的建议来改造队伍，对于骑二师内共产党人 

的抗日宣传活动，采取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态度”②，实际上给予默许；参谋长董道泉受刘澜 

波的影响也相当大，积极按照他的建议改造队伍， 

和刘澜波建立起真挚的友谊；刘澜波还对东北军 

53军 116师 647团团长 吕正操进行争取工作，与 

骑二师工委委员孙志远经常到吕团开展抗 日救亡工 

作，将易广居等 2名共产党员从骑二师调入 647 

团，并在该团积极发展党员。在他们的帮助下，吕 

团大唱抗日歌曲，抗 日活动搞得十分活跃，被 53 

军军长万福麟讥讽为 “摩登团” J。 

由于刘澜波等共产党员在骑二师中的影响，使 

骑二师呈现出新气象。在这支队伍里，可以公开进 

行国民党部队中明令禁止的政治宣传，甚至一些苏 

区印发的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方针的 《北方红旗》 

等小册子及苏联的报刊等地下刊物都可以看到r ； 

可以公开教唱其他队伍里不能唱的进步歌曲，“师 

中士兵高唱革命歌曲，常到营房附近车站写革命标 

语口号”③；可以公开建立士兵委员会等进步组织， 

提倡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整个骑二师的民主气氛 

高涨，如骑二师在组织游泳比赛中，黄显声竞率先 

入水，激励了许多官兵纷纷跳进水中相竞搏击l8』。 

同时，骑二师的抗日情绪也十分高涨。由于得到了 

师长黄显声的公开支持，一大批爱国将士们都参与 

到抗 日救亡运动中。如当时共青团员 (后为共产 

党员)白英华在军医处看地下刊物时被处长韩凤 

麟发现，他不仅没有告发他，反而做出承诺：“我 

不能帮助你，但我敢保证最低限度不会破坏你 

们” J。共产党组织不仅在骑二师内部、而且还在 

部队驻地涞源等地区建立起来，组织军民共同开展 

抗 日活动。可以说，骑二师中地下党的活动已处于 

半公开状态，这种现象，在国民党的旧军队中极为 

罕见，被何应钦视为 “异端”，称骑二师为 “红” 

到底的部队 。 

刘澜波等共产党员在骑二师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时，正是国民党政府大肆镇压抗 日救国活动、逮捕 

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士的白色恐怖时期。为铲除骑二 

师中的共产党员，何应钦以骑二师 “窝藏有大批 

共产党”④为借口，派特务到骑二师监视共产党员 

的活动，还几次逼迫黄显声交出共产党员，均被黄 

显声以严词顶了回去。于是 ，他们开始利用特务手 

段公开逮捕骑二师中的共产党人。骑二师工委的孙 

志远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化名孙健，由黄显声 

护送到北平西苑 53军军官团骑兵科受训，刘澜波 

与孙志远经常到驻北平⑤的吕正操647团开展抗日 

工作，其行踪很快被国民党特务侦知。1934年2 

月，刘澜波与孙志远在北平隆福寺附近被北平宪兵 

3团跟踪追捕。在危急时刻，刘澜波毫不犹豫地掩 

护孙志远脱离险境，自己却被捕人狱。在被拘押的 

11天中，刘澜波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始终未说 

出孙志远的去向，表明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无畏气 

概。黄显声闻讯，立即赶到北平军分会何应钦处以 

强硬的态度要求放人，声言要带兵去抢。因为没有 

刘澜波是共产党员的证据，何应钦只好在黄显声与 

刘多荃的联名保释下将其释放 。̈。。 

刘澜波被捕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开始对骑二师 

中的共产党员实施逮捕。孙志远、白坚等共产党员 

被迫离开了骑二师，做下层工作的白英华也因叛徒 

出卖被捕，骑二师中的党组织不复存在u3J6，党在 

东北军的工作遭受到了严重挫折。刘澜波出狱后， 

不能再回骑二师开展党的工作，他又一次与党组织 

失去了联系。为避免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他曾隐蔽 

了一段时间。这期间，他反复思考骑二师工作中的 

① 《黄中、高锦明谈黄显声》，未刊稿，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存。 

② 王品山：《回忆黄显声烈士》，未刊稿，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存。 

③ 郑洪轩．《回忆东北民众抗 日救国会》，《沈阳文史资料》第 23辑。 

④ 黄显奎：《回忆胞兄黄显声》，未刊稿，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存。 

⑤ 吕正操团于1934年春担负城防任务，由河北易县调驻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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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些失误，认为，骑二师中不管是上层工作还是下 

层工作，“党的工作过于暴露”、“严守党的机密不 

够”①，尤其做下层工作的同志经常到一些队伍中 

搞士兵哗变，特别容易暴露。如 1933年一个叫易 

人的同志被骑二师工委派到 吕正操团去搞士兵哗 

变，被吕正操抓住，刘澜波闻讯后，立即前往吕团 

加以解决。如果此事发生在其他部队中，很容易将 

党的力量暴露出来，其后果将十分严重。所以，党 

的工作还应该隐蔽、秘密一些。他对今后如何在东 

北军中继续开展统战工作、如何使东北救亡运动重 

新活跃起来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重新思索。 

刘澜波在东北军骑二师中的统战工作，是民主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他能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未正式确 

定之前，就能依据东北军的具体实际，成功的开创了 

党在东北军中的统战路线，团结和争取了一部分的 

东北军爱国将领走上了联共抗 日的道路，可谓难能 

可贵。毋庸置疑，其统战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 

共产党人制定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累了宝贵 

经验，对当今的统战工作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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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Lanbo’S United Front Work in Second Cavalry Division of Northeast Army 

ZHANG Wan—iie 

(Institute of c口Z CPC ，)，，Liaoning Academy ofSocial Sciences，Shenyang 110031，China) 

Abstract：Mter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Second Cavalry Division of the Northeast Army of China，CPC member 

Liu Lanbo worked to win over and refonn it shielded by his identity as the secretary of the division Huang Xiansh． 

eng．He built the working commission in the army and did united front work together with Sun Zhiyuan and Bai 

Jian，etc．Finally，not only Huang Xiansheng received the anti—Japanese proposition of the CPC，a vast majority 

of patriotic soldiers also claimed to stop the civil war and fight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Key words：Second Cavalry Division of the Northeast Army of China：Liu Lanbo：top—level united front line 

of 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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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澜波：《我的思想与工作汇报》，中组部档案室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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