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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我军历史上唯一女子大学
都上些什么课？

1948

年
9

月至
10

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
召开了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和部队妇女、家
属代表会议。 会议决定全军部队除个别妇女
干部在前线机关工作外，所有部队家属、妇女
和儿童均需留在后方， 组织起来成立妇女学
校（或工读学校）进行工作、生产、学习。

二野所在的晋冀鲁豫是最早创建的根据
地之一，因为创建较早，部队家属以及根据地
各级政权的妇女干部相对较多。 同时，和其他
野战军相比， 二野在解放战争中肩负的机动
作战任务又特别重， 大兵团流动作战要求必
须轻装前进， 留在后方的妇女儿童安置问题
便成了后顾之忧。 为此，

1949

年
2

月，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创办了我军历史上唯一
的一所女子大学， 由司令员刘伯承兼任校长
和政委。 二野女大分布于河南巩县、偃师、新
郑等地区，由总校和一、三、四、五等

4

个分校
组成， 先后共集中万余名妇女干部、 家属儿
童，进行了为期

1

年多的学习生活。 虽然存在
的时间不长，但其对于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

以及在为新中国培养妇女干部和培育革命后
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是我军教育史上的
靓丽一页。

“你在前方打老蒋，

我在后方学本领”

1949

年三四月份， 二野女大
正式开学。由于学员的文化素质普
遍较低，文化课学习便是重点。 学
校根据学员的文化程度和有无孩
子编成不同的队和班。政治课以时
事政治教育为主，使学员了解革命
发展形势和我党、我军的各项方针
政策； 地理课结合南下进军路线，

部队打到哪里就讲哪里；算术课把
我军消灭敌军和缴获各种武器装
备的数量，编成加减乘除法；语文
课就教学员写信， 给前方爱人写，

给老家写，给部队写慰问信，既激
发了学员学习的热情，也鼓舞了前
方将士的斗志。

虽然办学条件艰苦，但学员们
的学习热情非常高。黑板是用锅灰
涂在墙上或门板上做成的，桌凳是
从老乡家借的；没有教室，庙宇、祠
堂、仓库、院坝甚至树下就是课堂；

没有纸笔， 就用树枝在地上练，睡
觉时用手指在身上画。学员们在学
习上争先恐后，中午不午休，晚上
熄灯后还悄悄默读，有当了母亲的
晚上一手抱小孩， 一手写字做作
业。有的学员还给丈夫写信说：“你
们在前方打老蒋，我们在后方学本
领，你们拿枪杆呀，我们拿笔杆，咱
们比一比呀看一看，看谁的名字在
最前面。 ”

能文能武能劳动

在加强学习、 带好小孩的同
时，女大师生还积极参加生产和地
方工作。他们不仅种菜、养猪、生豆
芽、 磨豆腐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还
加班加点做军衣军被支援前线作
战。 在课余，女大宣传队的女学员
们自编自演街头报剧、 秧歌舞剧、

打花鼓，向驻地群众宣传党的方针
政策，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解放大西南后，女大奉命前
往西南与总部及各兵团会合。 一
路上，女大师生不仅要战胜各种
自然困难，而且还要同土匪作斗
争。 三分校入川途经鄂蜀交界地

区，流落到那里的国民党溃兵时
常放冷枪冷炮， 搞破坏活动，分
校师生便组织起来与敌人展开英
勇斗争。 四分校途经广西柳州
时， 师生参加当地的清查反革命
运动，协助当地军管会抓获

16

个
特务；在云南、贵州境内，还歼灭
小股土匪，打死土匪多人，自己无
一伤亡。

经过
3

个月的长途跋涉，各
分校胜利完成了归建任务。

1950

年
4

月，西南军区政治部发出了
《对军队中妇女儿童工作的指
示》， 充分肯定了二野女子大学

的工作，指出“这一大批妇女干
部是可用的力量”，要求“将她们
作妥善安排，对她们的工作等级
与待遇应同男干部一样对待”。

后来，二野女大的学员有一半以
上担任了各级党政军机关、企事
业单位的领导， 有的则成为财
会、文秘、卫生等方面的专业人
才。女子大学育才学校和幼儿园
的近

2000

名少年儿童在新中国
成立后也成长为各行各业的拔
尖人才，有的还成长为高级领导
干部。

（据新华网）

“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生了一个营”

从
1949

年
8

月开始，二野女
大在喜迎新中国诞生的同时，迎
来了秋季“大生产”。 这可不是收
割田里的庄稼， 而是女大这个大
家庭要添丁进口了！ 由于年初部
队休整期间的家属大探亲， 许多
学员同时怀孕，同时“害喜”，同时
大腹便便，同时临产，分校加上总
校，共有千余人待产。如何保证革
命后代平安出世， 成为女大那一
阶段的重大任务。

为此， 二野从各兵团抽调了
大批医务人员，总校设有医院，分
校设休养所，大队设卫生所。为提

高妇产科技术水平， 总校医院还
举办了妇产科训练班， 培训接生
人员。从

8

月起，第一批婴儿开始
降生，

9

月达到高潮，有时一天出
腹

10

余个，有的同时产出。 这股
“大生产” 热潮一直持续到

10

月
份， 千余名小宝宝平安降生。 当
时，各分校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

“前方捷报频传， 后方生了一个
营，大人孩子个个健壮。 ”

保育工作是二野女大独具
特色的一项重要工作。总校和各
分校都专门设有保育工作领导
管理机构， 到

1949

年
11

月，全

校共办起
10

个幼稚园、

14

个托
儿所，共有儿童

622

名，保育员
200

多名。 此外， 还办了
4

个育
才小学，约有

500

名学生。 二野
及各兵团首长非常关心孩子们
的教育与生活。 “一个孩子是中
农，两个孩子是富农，三个孩子
是地主”的话，就形象地说明了
这一点。前方缴获的战利品被源
源不断地送到女大，有花花绿绿
的洋布，还有大桶的罐头、奶粉
和饼干。 记者们来给孩子们照
相， 被制成幻灯片带到前线放
映，指战员备受鼓舞。

女大学员们排练民族大团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