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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5年 9月 3日，我们将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80周年的伟大纪念日。贵州贵阳，不仅见证了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的胜利，更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七七事变后，1937年11月12日，日军完全占领上海，一年之间，中

国半壁河山沦入敌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全面封锁国统区

的对外交通。我国唯一的西南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开通后，连接

川黔、湘黔、滇黔和黔桂四条公路干线的贵州省会贵阳，成为大后方至

关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延安与华南、华东、西南联系的中心。由滇缅

公路运送进来的国际援华物资要经过贵阳中转，中国抗战后方通往滇

缅、滇越公路也必经贵阳，此时的贵阳云集了大批的运输机构和为抗

战服务的单位，政治、军事、经济地位更加突出，贵阳以独有的交通优

势和特殊的战略地位，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也留下了大量宝

贵的抗战文化记忆。

80多年过去，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抗战历史故事依然鲜活，

依然值得人们不断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聆听……

这里，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在贵

阳设立的一面公开旗帜。

这里，也是众多中共领导干部、

国际友人和进步青年的“中转站”。

这里，更是宣传党中央抗日政

策、贯彻党中央抗日工作方针的“红

色堡垒”。

……

这里就是位于贵阳市民生路的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在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80 周年之际，记者走进这里，在讲

解员的带领下，探访那段 80 多年前

的峥嵘岁月。

选址贵阳：抗战后方
的“战略咽喉”

1937 年的七七事变后，抗日战

争 全 面 爆 发 ，国 共 两 党 第 二 次 合

作。1938 年 10 月武汉失陷，随着国

民政府西迁重庆，许多工厂、大学和

科研机构纷纷迁至西北和西南。

作为战时首都重庆的南大门，

贵阳不仅是西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

纽，也是国际援华物资经滇缅、滇越

公路进入内地的必经咽喉。“从地图

上我们可以看到，以重庆为中心点、

贵阳为连接点的川黔、滇黔、黔桂和

湘黔四条公路共同组成了国统区的

动脉，因而贵阳也成为连接西南、华

南、华东和延安的‘红色枢纽’。”八

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讲解员何松艳

介绍。

鉴于贵阳所处的重要位置，1938

年 12 月上旬，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

周恩来、常委叶剑英从湖南去重庆，

途经广西桂林，在八路军桂林办事

处研究决定在贵阳设立一个公开的

办事机构，以防止日寇封锁和切断

西南的交通，保持大后方与延安之

间的联系。

1938 年底，贵州桐梓人、原八路

军武汉办事处副官长袁超俊临危受

命，在贵阳达德学校原校长黄齐生

和时任校长曾俊侯等人的协助下，

开始筹设交通站工作。经中共中央

南方局批准，1939 年 1 月 3 日，“国民

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贵阳交通站”

在达德学校正式挂牌成立，袁超俊

被任命为站长。

起初，交通站借用达德学校操

场 旁 的 一 排 教 室 作 为 临 时 办 公 地

点。因学校临近开学，为不影响其

正常教学，需另寻办公地点，袁超俊

便向中共贵州省工委寻求帮助。

“为了防止敌人从挑水的数量

上估算交通站的人数情况，当时寻

找地点时，就考虑办公点内要有水

井，从而方便交通站人员的日常工作

和生活需要。”何松艳指着旧址屋后

的一处水井介绍说，后来在共产党员

高言志的协助下，交通站选定并租用

此处（原称六座碑）的民房作为新的

办公地点。记者注意到，该水井古

朴，井口不大，井水仍然清澈。

贵阳虽然远离战场，但是仍遭

到日寇多次轰炸。1939 年 2 月 4 日

上午，18 架日机从广西方向飞来，在

这座不设防的城市上空投下了 120

枚炸弹，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大十字、中华路、中山路等区域烧毁

殆尽，死伤 1200 多人，成为贵阳历史

上最惨重的一次劫难，史称“二·四”

轰炸。

此时，袁超俊等人意识到，必须

在贵阳城外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用

于存放各类抗战物资。据袁超俊在

《勤俭节约建设交通站》一文中的回

忆，当时他通过父亲了解到永年药

号职员宋鹤轩在威清门外刚建好一

幢三开间的木结构房屋，除宋鹤轩

家自用两间外，其余可租给交通站

使用。经查看，那地方不仅靠近公

路，而且面积宽敞，在房屋与公路之

间还有个很大的空地，可以平整为

车场。于是，交通站决定租下该所

房屋，将其建为城外接待站。

如今 ，威清门附近高楼大厦林

立，而“宋家小院”早已踪迹全无，只有

民生路中段小巷里的八路军贵阳交通

站旧址仍无声地诉说着那段历史。

光荣使命：功勋卓著
的“双向战场”

“交通站共有会计、出纳、收发、

警卫员、司机等 20 余人，大家不畏艰

难、勇担重任，采用‘公开+秘密’的

策略，出色地完成了南方局交给的

任务，即中转军需物资、接待转送人

员、宣传党的主张、指导秘密工作

等。”何松艳说。

在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三号

展馆内，一张张老照片、一组组旧物

件证明了何松艳所言，也进一步展

示出那些令人敬佩的卓著功勋——

转运“生命补给线”。仅在 1939

年夏季，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就先后

向重庆、延安转运了 150 车从中国

香港、越南等地援助八路军的军需

战略物资，包括弹药、汽油、机油、

药品、医疗器械和通讯器材等。同

年冬天，以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巴吉

尔为首的“英国援华团”携带 10 吨

医疗器械和药品抵达贵阳，爱国华

侨、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长林可

胜 当 即 决 定 将 这 批 物 资 捐 送 给 八

路军，并派红十字会汽车负责运送

到延安。当年，交通站还陆续转运

从武汉、长沙经湖南衡阳、广西桂

林撤退下来的物资及档案资料，押

运军用物资北上。

接送“流动的革命队伍”。八路

军贵阳交通站承担了繁重的接待任

务，包括 1939 年接待转送叶剑英同

志自桂林赴重庆，1940 年接待徐特

立同志途经贵阳至延安，还接待转

送了李涛夫妇、石磊夫妇、于刚夫

妇、高文华夫妇及全家等；新四军军

长叶挺等革命将领也曾在此短暂停

留。“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更将

这里视为‘第二个家’。他化名为胡

光，经常搭乘八路军的军车往返于

重庆、桂林、昆明之间，到八路军贵

阳交通站就如同到了家，洗个脸就

开始工作，打字写东西，有时一连工

作几天才下楼。”何松艳说。

守 护“ 隐 秘 的 革 命 火 种 ”。 据

《抗战大后方——贵阳》记载，为充

分利用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这一公开

机构的有利条件，保证地下党组织

的安全，中共中央南方局把在贵阳

活动的部分党组织及党员的组织关

系，交由袁超俊直接领导，以免同贵

州省工委发生横向联系。如设在贵

阳图云关的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十字

会救护总队特别支部及资源委员会

贵州企业公司的地下党员以及生活

书店、读新书店的地下党员等，在交

通 站 的 掩 护 下 ，顺 利 开 展 秘 密 工

作。同时，积极传递《解放》《群众》

等革命刊物，动员爱国进步青年奔

赴抗日根据地；积极协助营救被捕

的中共地下党员、爱国进步青年等。

值得一提的是对革命家属的庇

护。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建立后，即

着手在贵阳近郊寻找安全便捷的疏

散安置点。经多方寻找比较，最终

在位于贵阳市南郊 29 公里的青岩古

镇租借多处民房，建立了既隐蔽安

全又交通便捷的临时安置点。1938

年长沙大火后，一批党和八路军的

家属，包括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

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李克农的父

母、博古的女儿秦新华等 20 余位家

属，安全地撤退到广西桂林、贵阳青

岩等地。袁超俊在地下党同志的配

合下，把转移到贵阳的家属于 1940

年秋陆续转送到重庆。

“皖南事变”后，1941 年 1 月 23

日晚，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被国民党

贵州当局查封，7 名工作人员被捕，

袁 超 俊 因 为 公 务 在 重 庆 而 幸 免 于

难。经周恩来和叶剑英在重庆多方

交涉，这 7 人直到当年 8 月才获释。

至此，这座“红色枢纽”完成了历史

使命，也在贵阳的革命史上刻下了

不可磨灭的印记。

旧址新生：永不褪色
的“精神坐标”

1982 年，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

址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近年

来，贵阳市对旧址进行修缮，增设陈

列展览。2024 年 10 月 1 日，修缮后

的 八 路 军 贵 阳 交 通 站 旧 址 重 新 开

放，成为贵阳红色文化新地标。

“现存的交通站旧址是一座两

进式院落，包含四个展馆，每个展馆

分别用珍贵的历史照片、部分实物、

影像资料等，生动而具体地记录着

交通站成立的经过、历史任务及斗

争 场 景 ，再 现 了 交 通 站 的 光 辉 历

程。”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现场协

管胡萍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老照片、转运

物资复制品、袁超俊回忆录手稿等

展品，生动还原了当年场景。同时，

馆内设置有可触控屏，参观者可以

通过点击屏幕，观看相应的影像资

料。最特别的是，馆内还进行了精

巧设计，在位于四号展馆的八路军

贵阳交通站大事记互动展柜，参观

者拉出标有年份的抽屉，便能查看

交通站在 1939 年 1 月 3 日挂牌、1939

年 2 月转移家属、1941 年 1 月被查封

等关键节点的故事。

胡萍介绍，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

址承载着丰富的革命历史故事，也发

挥着重要的教育作用。“我们将进一

步加大宣传力度，用更生动的方式讲

述好、弘扬好红色革命文化故事，打

造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她说。

正如展览后记所言：“历史永远

不会忘记，在 这 个 400 余 平 方 米 的

小院，有这样一群人，为了挽救民

族危亡，在这里付出了青春、热血

甚至生命。如今，这里已成为缅怀

革命先辈、传承爱国主义精神的教

育基地。”

大后方枢纽上的“红色堡垒”
——探访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健 文/图

▲展出的袁超俊回忆录文章。

民生路上关于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的文字介绍。

◀讲解员何松艳在介绍八路

军贵阳交通站建站历史。

党员在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重温入党誓词。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屋后的水井。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一号展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