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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澜波抗日救亡活动之武汉篇

张　万　杰

[摘　要] 中国共产党员刘澜波(东北籍)是东北救亡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和坚决贯彻党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杰出战士 。“西安事变”后 ,他受周恩来的委派 ,将东北流亡同胞团结

组织起来 ,创建了东北救亡总会。全面抗战爆发后 ,他将会址迁到武汉 。在周恩来的指示与关

怀下 ,他团结各界东北同胞 ,动员社会力量 ,使东北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融入全国抗

战洪流之中 ,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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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的爆发 ,激起中华民族的救亡意识 ,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东北救亡运动在中

国共产党员刘澜波的领导下由此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刘澜波一直在隐

蔽战线从事党的统战工作 ,目前史学界对于刘澜波在武汉时期救亡活动的研究① ,仅限于对他与东北救

亡总会的介绍。笔者不揣浅陋 ,对此问题予以初步探讨 ,以求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 、加强与社会各界合作 ,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刘澜波(1904-1982),原国家电力工业部部长 ,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抗日战争时期 ,他受

中共北方局派遣 ,长期在东北军中秘密从事党的工作 ,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军工作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

为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道路 ,推动东北军 、西北军与红军实现西北“三位一体”的大联合以及“西安事变”

的爆发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张学良被扣押后 ,东北军被迫东调 ,西北“三位一体”被肢解。为争取东北军

早日走上抗日战场 ,仅仅从东北军内部做党的工作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用东北群众的力量来推动东

北军团结”[ 1]
(第 38 页),用民众的力量“推动蒋介石兑现他的诺言” [ 2](第 173 页)。1937年 6月 20日 ,东

北救亡总会(以下简称“东总”)在北平宣告成立。刘澜波为“中共东总党组”书记 ,负责领导“东总”工作。

由于抗战形势的不断变化 ,刘澜波按照周恩来的指示 , 1937年 11月 20日 ,将“东总”迁到武汉
②
,在武昌

明月桥 14号顺直会馆办公 ,此时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建立 ,国共两党开始合作 ,国民党政府也努力

抗战 ,全国的救亡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 。刘澜波利用这一良好契机 ,开始团结各党派各阶层爱国人士共

建抗日救亡大业 。

(一)团结“东总”内部成员共赴抗日救亡伟业

“东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外围群众团体 ,领导成员都是有影响 、有威望的东北

人。在国统区 , “东总”的许多事情常常由与国民党统治集团有着复杂的关系的民主人士出面进行交涉 、

协商 。刘澜波充分意识到内部团结的重要意义 ,以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高超的领导艺术 ,调动他们的

积极性 ,使其自觉地发挥各自优势来开展救亡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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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 1月 19日 ,他在武昌召开的“东总”主席团会议上宣布建立分会 ,并指派高崇民 、陈先舟 、

于毅夫 、栗又文 、张希尧等人分赴西安 、济南 、成都 、延安 、河南等地建立分会。虽然“东总”并未申请立

案 ,但由于刘澜波的幕后领导 ,高崇民 、王化一的出面斡旋 ,戴笠对“东总”的存在加以默许 ,才能使“东

总”在国统区公开活动达 5年之久 。

(二)与国民党当局在救亡工作中寻求合作

刘澜波意识到 , “东总”在国统区开展救亡工作 ,与国民党当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此 ,他积极

与国民党当局加强联系 ,努力与国民党的东北协会 、东北党务办事处寻求合作。

1938年 2月 18日 ,中日两国空军在武汉上空进行了大规模的空战 ,中国空军击落 11架日机 ,但我

方有 5名飞行员壮烈殉国 。“东总”党组决定组织一次追悼东北抗战阵亡将士大会 ,并委派阎宝航 、于毅

夫和陈先舟等人主动联络“东北党务办事处” 、“东北协会” ,联手举办追悼大会。2月 20日 ,追悼东北阵

亡将士大会如期召开 ,蒋介石送来挽联 ,孔祥熙 、何应钦 、于右任 、邵力子等出席了追悼大会 ,与会群众千

余人 。这次会议是“九·一八事变”以来 ,两个对立的派别系统———一个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一个是国

民党御用组织在国共携手抗日的大背景下开展的一次抗日救亡活动 ,是刘澜波按照党的指示落实党的

统战政策的一次实际行动 。1938年春节 , “东总”与东北党务办事处和东北协会又联合召集东北同乡在

汉口召开了“东北旅鄂同乡恳亲大会” ,并邀请了莫柳忱 、邹岳楼 、赵希坚等著名人士 ,大会表演的救亡节

目给与会人士以极大震撼 ,东北群众要求复土还乡的心情更加迫切。在这种强烈的抗日气氛中 , “东总”

与东北协会等国民党团体抛弃前嫌 ,共同开展救亡运动 。与国民党团体的合作 ,使刘澜波等“东总”成员

深切地感到 ,因为得到政府的扶持与帮助 ,各项工作的开展更为顺畅 、方便 ,更具有合法性 ,为此“东总”

不断创造与它们合作的机会。

(三)积极同社会各救亡团体加强联系

刘澜波在救亡工作中发现 ,虽然在武汉的救亡团体很多 ,但由于没有密切联系 ,使救亡工作存在许

多重复与挂漏现象 ,而且它们对于具体问题的认识与处理也参差不齐 。如果将它们联系起来 ,在交流中

汲取各自的经验与教训 ,克服工作中的困难 ,更能步调一致 ,推动救亡运动的发展。为此 ,他领导“东总”

成员积极与各救亡团体加强联系。

1938年 6月 5日 ,时与潮社召集东北留汉青年 40 余人 ,举行“东北青年与抗战建国”座谈会 ,刘澜

波代表“东总”参加 ,发表了《东北青年的“亲爱”与“精诚”》的讲话 ,提出了东北青年的特殊任务 ,“要为收

复东北失地的最后一寸 ,和重建我们的光华灿烂的新东北而坚(艰)苦的 ,长期的奋斗;一直到我们的目

的到达和任务的完成” [ 3](第 2 卷第 4 期),并呼吁召集东北同乡定期 、经常地讨论工作 。“七七事变”一周

年的纪念大会是“东总”与妇女团体 、学生团体 、各种民众组织 、各党派各阶层人士联合举行的。刘澜波

动员一部分“东总”会员参加 ,会上各团体一致表示“决不妥协” 、“抗战到底” ,表现出了中华民族的精诚

团结 。同日 ,华北文化界举行“七七”纪念座谈会 ,刘澜波指派于毅夫 、张希尧参加。于毅夫代表“东总”

对华北青年在抗战中起到的先锋模范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 ,通过游击队的发展鼓舞人民抗战必胜的信

心。通过一些抗日救亡活动 , “东总”逐渐将这些救亡团体团结 、组织起来 ,在各团体中的影响也日益壮

大 ,有“武汉各救亡团体中公认的老大哥”
[ 4]
(第 55 页)之称 。

二 、关注东北军的发展 ,鼓励与支持东北军抗战

刘澜波在“九·一八事变”后就一直在东北军中工作 ,所以对东北军有着特殊的感情 。“东总”迁到武

汉后 ,他仍然密切关注着这支队伍的发展 ,支持着东北军将领的抗日斗争 ,并设法开展营救张学良的斗争 。

(一)不失时机地做东北军将领的思想工作 ,鼓励他们抗战到底

五十三军副军长黄显声是一位有着强烈爱国意识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从他组织东北义勇军抗日时

起 ,刘澜波就担任其秘书 ,为其出谋划策 。后来 ,不管是他入关任骑二师师长 ,还是为骑兵军副军长 、五

十三军副军长 ,刘澜波一直伴其左右。在刘澜波的影响下 ,1936年 8 月 ,黄显声被中共东北特支
③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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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成为中共的特别党员。全面抗战爆发后 ,黄显声毅然拉出部分队伍 ,“在漳河前线

打了一场硬仗” ,重创日军 。接着他果断地收容退兵五六千人 ,准备再战 ,在作战中产生了同共产党合

作 ,发展东北军 ,使东北军在抗战中发展壮大的想法。自从刘澜波受周恩来指派去筹建“东总”后 ,两人

就没有相见 ,黄显声在抗日方针上缺少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所以迫切希望通过刘澜波能与中共中央领

导人会面 ,以提供抗日的指导 。1938 年 1月 ,刘澜波以“东总”名义 ,传达了周恩来邀请他到武汉的指

示。黄显声接到信后 ,对部队做好安置交代 ,便只身赶赴武汉与刘澜波晤面。在刘澜波的安排下 ,周恩

来和黄显声 、东北军一一二师师长张廷枢及“东总”部分主席团成员在汉口一家旅馆见面。周恩来首先

分析了华北危亡的形势和中国抗战前途 ,鼓励他们坚持抗战到底 ,打到鸭绿江边 ,使黄显声和与会者备

受鼓舞。按周恩来的指示 ,黄显声留在武汉 ,和张学思一起设法营救张学良。这样 ,刘澜波又有机会和

黄显声交流共事 ,他不仅支持和协助黄显声把流亡武汉的东北军部属和东北流亡人士组成“东干队”100

人开赴延安 ,北上抗日 ,而且与黄显声共同策划把秘密存放在虢镇及旧属熊正平处的精锐武器 ,通过八

路军西安办事处安全地运到了延安 。

东北军参加抗战后 ,刘澜波关心着东北军爱国将领的思想状况 。他首先来到抗战前线东北军第五

十三军吕正操团 ,向吕转达中共北方局关于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 ,同时派出顾绍雄 、赵濯华到该

部工作 ,以吕团为核心建立“东总”冀中分会 ,配合吕正操部抗战[ 5]
(第 200 页)。在他们的配合下 ,吕部深

入到冀西一带 ,组织了 5万多人的抗日队伍 ,保卫着河北 16县的广大地区 。刘澜波还多次深入到东北

军中 ,找六六七团团长万毅谈话 ,帮助他提高政治觉悟 。早在任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时 ,刘澜波就将

五十七军六二七团团长万毅作为重点培养对象 ,指引他坚决走上抗日的道路 。刘澜波及时将他的培养

情况向上级党组反映 ,在他的建议下 ,万毅由谷牧 、张文海介绍于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 ,他

抗日的热情更加高涨 ,率部在徐州会战时攻打圣宫山 ,重创日军;连云港抗敌登陆 ,率部坚守孙家山 ,收

复大桅尖土地;袭击陇海路和津浦路 ,俘获日军远山芳雄少将 ,战绩卓著。另外 ,刘澜波还做过四十九军

军长刘多荃 、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等人的思想工作 ,鼓励 、支持他们抗战 ,常恩多 、刘多荃等东北军将领

在抗日战场上 ,都有杰出的表现。

(二)支持张学思 、黄显声营救张学良

营救张学良将军为“东总”成立时的三大任务之一。“东总”迁到武汉后 ,为争取张学良将军恢复自

由 ,周恩来与刘澜波商议 ,认为由东北军的张学思与黄显声两人出面营救最为有力 。于是 ,刘澜波积极

支持张学思 、黄显声开展营救活动 。

张学思为张学良同父异母的弟弟。早在 1934年 ,张学思就加入了共产党 ,但不久与党组织失去了

联系 。1937年初 ,张学思从南京中央军校步兵科毕业 ,任东北军一三〇师见习排长。1937年 8月 ,张学

思在济南参加了“东总” ,并重新入党 ,受“东总”党组书记刘澜波的直接领导 。刘澜波希望他能联系东北

军各界人士 ,做争取释放张学良的工作 。这样 ,张学思与黄显声一起 ,共同为营救张学良而四处奔走。

他们一起到庐山 、安庆等地做东北政界元老王树翰 、刘尚清 、莫德惠等人的工作。应他俩的请求 ,王树

翰 、刘尚清给蒋介石写信 ,要求释放张学良 ,王树翰与莫德惠要求面蒋遭拒 。黄显声去找宋子文 ,甚至托

人去找宋美龄来做工作 ,也是毫无结果 。最后 ,黄显声与张学思向蒋介石提出愿以他俩的自由换取张学

良一个人的自由 ,蒋介石还是不加理会 ,营救工作一度受挫 。

(三)协助东北军将领组建抗日武装

刘澜波按照周恩来的指示 ,在安排张学思营救张学良的同时 ,还让他去华北组织抗日武装 。刘澜波

与张学思一起研究如何组织军队的计划 。张学思在河南郾城很快召集了百余人的队伍 ,将这支队伍定

名为“东北抗日先锋游击训练班” 。当五十三军与日军激战之时 ,刘澜波告诉张学思设法与确山的新四

军彭雪枫支队联系 ,组建新四军张学思支队 ,将其集中在河南竹沟镇 。但是 ,由于华北抗战局势恶化 ,计

划未能实现 ,周恩来与刘澜波认真研究后 ,决定将这批人分赴延安 ,让张学思去香港 。

刘澜波关注着走向抗日战场上的东北军 ,特别是东北挺进军这支队伍。1937年 8 月 ,蒋介石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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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委任原黑龙江省代省长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为东北挺进军司令 ,率部在绥远抗战 。东北军骑兵第二

军所辖六师刘桂五部也参加了挺进军。刘澜波闻讯 ,经请示周恩来 ,立即派出栗又文 、邹大鹏 、徐寿轩 、

关梦觉等去大同东北挺进军马占山处协助工作[ 6]
(第 44 页)。东北挺进军从绥远 、陕西一带挺进到晋察

地区 ,一直十分活跃 。参加东北挺进军的刘桂五 ,也是在刘澜波的重点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名东北军抗

日爱国将领。1938年 4月 22日 ,他在固阳县黄油干子战役中不幸牺牲 。消息传来 ,刘澜波悲痛万分 ,

立即赶往东总宣传队正在表演救亡话剧的“东总”会址武昌明月桥会场 ,当众宣布了这一不幸消息 ,沉痛

悼念刘桂五和牺牲官兵[ 7]
(第 2 卷第 2 期)。与会者表示将继承刘桂五未竟的事业 ,同日本侵略军战斗

到底 。

(四)呼吁抚恤与救济东北官兵及家属

随着战区的扩大和战争时间的延长 ,抚恤与救济东北军抗敌阵亡将士与眷属成为重大问题 。刘澜

波从同平汉线上回来的朋友谈话中得知 ,流落流亡在河南信阳 、许昌 、郾城 、襄城 、南阳 、绥平 、叶县等地

的东北失业民众和阵亡将士眷属 ,已超过千数百户之多 ,而其中无依无靠 、饥寒交迫者竟有五六百家。

襄城一地 ,“一两天不能举火者有之 ,辗转寄食者有之 ,与人姘度者有之 ,以非人类所有忍受的皮肉零卖 ,

而养活老注者有之 ,因贫病之交逼 ,而死亡者亦不少见”[ 8]
(第 2卷第 1期)。所以 ,刘澜波认为应该给予抚

恤与救济 ,施以组织与训练 ,以加强抗战力量的有计划的生产救济和教养。他建议东北人士与东北救亡

团体成立一个“东北流亡民众教养委员会”或类似的组织 ,在政府的领导下 ,为东北流亡民众阵亡将士眷

属进行设计 、调查 、筹款 、救济和教育的工作。这些呼吁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关注 ,他们纷纷捐款捐物 ,对

东北官兵及眷属进行救济 。后来 ,国民政府拨款 80万元对难民进行救济时 , “东总”所提出的“优先顾及

东北军人家属的提议”被采纳 ,解决了一部分东北军眷属的生活问题 。

三 、扩大抗日救亡宣传 ,支援全国抗战

“东总”迁到武汉后 ,宣传部部长为于毅夫 ,副部长为关梦觉 。在刘澜波的领导下 , “东总”宣传部配

合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有利形势 ,深入群众 ,以各种形式公开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

(一)组织宣传队 ,在群众中进行宣传 、募捐

全国抗战爆发后 ,刘澜波领导“东总”配合国共共同抗战的有利形势 ,深入群众 ,以各种形势进行抗

日宣传。其中“东总”的宣传队极富影响 。《新华日报》曾高度评价这支宣传队 , “在每一次武汉的群众运

动中 ,我们总看见东北救亡总会的话剧团在街头活跃着 ,用他们巧妙的化装宣传吸引住无数的群众” 。

宣传队的歌曲“沈阳花鼓”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放下你的鞭子”等歌曲最受群众欢迎 ,话剧团也

编演一些抗日题材的话剧等。在宣传中 ,“东总”宣传队还为支持抗战进行募捐。如发起“七七献金”活

动 、“草鞋运动” 、“征募棉衣医药品”运动等 ,运送给前线 。

(二)组织慰问队 、战地服务团 ,对抗战前线官兵进行慰问 、鼓励

刘澜波等“东总”领导人并不满足于将宣传工作停留在武汉群众中 ,他们希望将宣传工作做到前线

去 ,帮助部队改进政治工作 ,加强军民合作。1938年春 , “东总”组织了一个由 18人组成的战地服务团 ,

团长由“东总”党组成员张庆泰担任 。1938年 8月 3日 ,服务团将要出发前往平汉陇海前线 ,刘澜波 、于

毅夫 、于炳然亲自致辞欢送他们 ,鼓舞了战地服务团员赴前线工作的决心 。他们从武汉到达冀中 ,一路

上对抗战官兵进行了慰问演出 ,教唱抗日革命歌曲 、举行联欢会等 ,曾受到了贺龙 、吕正操的亲切接见 ,

该团受到了极大鼓励 。

(三)举办战时工作训练班 ,为抗战输送人才

刘澜波得知 ,全面抗战开始后 ,阵亡将士在 30万以上 ,所以目前最迫切的工作为如何动员青年 ,建

造有力的新军。故他将积极训练 、培养并提拔大批干部以增进本会工作效能 ,即充实抗战力量作为“东

总”的主要任务之一 。他指示“东总”及分会负责人在武汉 、西安 、河南的几个东北人的中心居住区 ,努力

设法去组织训练他们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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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 12月 17日至 30日 ,在刘澜波的领导下 ,“东总”在武汉举办了“战时服务训练班” 。他们在

流亡武汉的青年中选拔精锐 ,教员都是经过“东总”党组讨论请来的 ,由刘澜波 、于毅夫担任主讲 ,邓颖

超 、李涛等都讲过课
[ 9]
(第 61 页)。讲授课程有游击战术 、民众运动 、政治常识 、时事问题 、政治工作 、宣传

方法等 ,同时还讲一些爆破 、谍报 、救护 、农村合作方面的常识 ,为抗战培养具有综合能力的人才 。“东

总”这样的训练班共举办过 3次 ,培训班毕业后 ,刘澜波 、阎宝航等“东总”领导人依据各地抗战的需要 ,

将他们分配到各大战区。“东总”训练班所受训的青年成绩优良 ,均介绍到前方工作 。这在全国引起了

强烈的反响 ,各战区纷纷派人向“东总”请要青年干部 ,而流亡青年在“东总”会址外排长队要求去前线 ,

1938年 7月 25日的《新华日报》就专门对此情况进行了报道。为此 ,刘澜波召开“东总”党组会议 ,决

定 , “每日自上午九时至下午五时 ,举行救亡工作青年登记 ,加以审核之后 ,介绍以相当工作” ,来满足各

地战区的需要。据估计 ,仅从“八·一三抗战”以后 ,东北爱国青年经过东北救亡总会介绍参加到各地区

的不下千余人
[ 10]
(第 3 卷第 5 期)。

(四)创建《反攻》半月刊 ,吹响抗日救亡的号角

1938年 1月 ,刘澜波召开“东总”党组会议 ,决定创办“东总”会刊 ,之所以以《反攻》命名 ,是“为了促

进全面的反攻 ,为了配合东北和国内的联合反攻”[ 11](第 1 卷第 1 期)。《反攻》由宣传部主办 ,由“东总”常

委卢广绩以社长的名义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登记 ,宣传部长于毅夫兼总编辑 ,并成立一个包括刘澜波在

内的 53人的编委会 。刘澜波经常以蓝渤为笔名撰写文章 ,如撰写《一年来关内东北人民的救亡运动》、

《纪念“九一八”七周年》、《我们要为抗战建国而奋斗》、《抚恤与救济》 、《徐州撤退之后》等文章 ,鼓励东北

同胞坚持抗战到底 ,收复故土。共产党员邓颖超 、陆定一 、胡绳 ,东北元老莫德惠 、万福麟 ,国民党员孙

科 、冯玉祥 ,国内外知名人士茅盾 、史沫特莱 、绿川英子等人都曾为《反攻》撰写过文章 ,表明各自在抗战

中的观点与主张 ,《反攻》半月刊实际上是国统区各党派共同议政及宣传抗战的舆论阵地之一 。1938年

的《新华日报》曾几次介绍过这个刊物。《反攻》发行近 20万份 ,传播到各地 ,特别是游击区和前方 ,其影

响与意义十分深远 ,人们把“《反攻》看作为东北人的旗帜 ,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们的旗帜 ,这个旗帜是

战斗的” [ 12](第 8 卷第 1 期)。后来抗战到相持阶段后 ,蒋介石推行妥协退让的方针 ,反共倾向日益明显。

周恩来和董必武曾指示“只要东北救亡总会的牌子 、《反攻》的牌子存在 ,蒋介石就很难出卖东北 ,要以这

样的团体和刊物跟蒋介石作斗争”[ 9](第 66 页)。“东总”领导人正是遵循这个原则 ,即使在蒋介石推行反

共政策的困难时期 ,也能克服艰难险阻 ,坚持到 1945年才停刊。

总之 ,在武汉期间 ,刘澜波领导“东总”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救亡运动 ,不仅将东北人民团结 、组织起

来 ,壮大了东北救亡团体 、东北救亡运动在全国的影响 ,而且有力地支持了全国抗战 ,为巩固与扩大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 ,进行抗日复土 ,以至抗日战争的胜利都做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

注　释:

①　近些年对刘澜波在武汉时期救亡活动的研究主要有:周平生:《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杰出战士刘澜波》 , 载《东北

抗日救亡人物传》1991年版;张万杰:《刘澜波与东北救亡总会》 ,载《党史纵横》 2005 年第 8 期;张万杰:《刘澜波与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 , 载《社会科学辑刊》 2005 年第 5 期;张万杰:《刘澜波与东北抗日救亡运动》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

金青年项目(04CDJ001), 2006 年 5 月结项。

②　北平沦陷前 ,准备将会址迁往上海。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 ,临时改变为迁往南京 , 后又迁往武汉。

③　中共东北特支 ,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东北特别支部。1935 年 1 月 ,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北平成立 , 负责东北流亡同胞开

展工作 ,组织上受中共北方局领导 , 工作上受北平市委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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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iu Lanbo' s Anti-Japanese National Salvation
in Wuhan Activities

Zhang Wanjie

(Liaon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Shenyang 110031 , Liaoning , China)

Abstract:Liu Lanbo is a N ortheast membership of Communist Party membe rs , an outstanding

leade rship of Nor theast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 an outstanding f ighter of resolutely

implementing the Party ' s ant i-Japanese nat ional united f ront po licy.After the Xi ' an Incident ,

appointed by Zhou Enlai , he united and o rganized the Northeast compatriots in ex ile , and created the

Northeast Federation of Salvation.After A nt i-Japanese War broke out , he moved the No rtheast

Federation of Salvation to Wuhan.U nder the direct ion and care o f Zhou Enlai , he united all secto rs of

the N ortheast compatrio ts , and mobilized social forces to the No rtheast , and carried out vigo rous

nat 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 and blended into the to rrent of the Nat ional Anti-Japanese War ,

st rong ly supporting the National A nt i-Japanese War.

Key words:Liu Lanbo;Northeast national salv ation movement ;Northeast Federation of

S alv ation;N ortheast 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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