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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响东北抗战号角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广

场前，静静伫立着一座高达18米的
石碑，像一本翻开的残破台历，遂
名“残历碑”。日历定格在中华民
族刻骨铭心的一页——— 1931年9月18

日。
当天夜里，日本关东军炸毁沈

阳柳条湖南满铁路路轨，嫁祸于中
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突袭沈阳北
大营的中国军队，九一八事变爆
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
日联军与日伪军进行了长达14年的
斗争，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杰出的
历史贡献。

组建东北抗日联军

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九一八事变后，短短4个多
月里，我国东北的大好河山相继沦
陷。”“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长
范丽红说。

山河破碎、生死存亡之际，中
国共产党吹响了东北抗战的号角。

沈阳皇寺路福安巷3号，一排
硬山式青砖瓦房傲然挺立，这里是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中共满洲
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发表《中共满
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
洲宣言》，号召东北军民不投降、
不缴械，带枪到农村去，发动游击
战争。

这是中国的第一份抗日宣言，
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
争宣言。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
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反对日本
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一系列‘抗日宣言’，犹如
声声号角，鼓舞了中华民族面对侵

略不屈服的抗争精神。”中共满洲
省委旧址纪念馆馆长龚祖介绍。

李兆麟奔赴辽阳，杨靖宇去往
磐石，赵尚志北上巴彦……到1933

年底，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
彦、南满、汤原、海伦等抗日游击
队相继成立，并发展成为东北抗日
游击战争的主力。

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
《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
信》，首次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
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 1 9 3 6年 2

月，东北人民革命军和各抗日游击
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沿山路探访黑龙江省穆棱市孤
榆树村，山野间白雪皑皑。“抗联
战士曾在这里设立密营作为根据
地，对日军控制的据点、交通线进
行破袭作战。”村党支部书记齐晓
东说，“山上还存留着当年抗联战
士居住过的地窨子，村里老人从里
面发现过不少弹壳等物品。”

白山黑水、林海雪原

处处挺立起不屈的脊梁

在辽宁本溪满族自治县红通沟
林场长白山余脉密林中，掩藏着东
北抗联第一军第二次西征会议遗址
和密林营地。一株老梨树枝干遒
劲，杨靖宇曾在树下主持召开会
议。

由杨靖宇、魏拯民等率领的抗
联第一路军所属第一军、第二军，
驰骋于南满长白山地区，不断给日
伪军以打击。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他们战斗在冰天雪地当中，缺衣
少粮，仍然坚持斗争。”东北抗联
史实陈列馆馆长张鹏介绍。

从1936年初到1937年秋，东北
抗日联军已建立11个军，共3万余
人，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
大游击区。

在松花江下游两岸，活跃着李
兆麟、冯仲云等领导的抗联第三、
六、九、十一军。在远征海伦开辟
新的游击区后，李兆麟和战友们写
下了著名的《露营之歌》。

南起长白山，北抵小兴安岭，
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

白山黑水、林海雪原，处处可见战
斗的身影，处处挺立起不屈的脊
梁。

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受
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评价。1938年11

月5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发出给
以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和
东北同胞的致敬电，称颂东北抗联
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7年多的
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国破家亡的历史记载着屈辱，
气壮山河的抗争见证着伟大。

1940年2月，杨靖宇在重重包
围下战斗至孤身一人，于吉林省濛

江县(今靖宇县)保安村壮烈殉国，
肠胃中尽是枯草、树皮、棉絮。

“1938年10月，以冷云为首的8

名抗联女战士为掩护部队突围，被
困于乌斯浑河边，面对逼降，她们
毁掉枪支，挽臂涉入冰冷的河水，
集体沉江。”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博
物馆和烈士纪念馆宣教科干部胡尧
说。

三九寒冬，驻足牡丹江支流乌
斯浑河畔，水面冰封，草木枯黄，

东岸高耸着“八女投江”纪念碑。
烽烟已远，英魂永萦。

抗联精神为东北全面振兴

提供不竭动力

临刑前，31岁的赵一曼最为牵
挂的是年幼的儿子。她提笔写下遗
书：“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
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
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
是为国牺牲的！”

哈尔滨市一曼街的东北烈士纪
念馆，陈列着这封信的复制品。
“这条街原本叫作石山街，1946年
更名为一曼街。”纪念馆馆长刘强
敏说。如今，一曼街已是城市主干
道，车水马龙。

赵一曼对孩子的叮嘱，穿过80

多年的漫漫岁月，直击人心。“九
一八”的硝烟早已散去，历史依然
值得被铭记。

东北抗联战士不仅要与日本法
西斯进行殊死战斗，还要同恶劣环
境作斗争。由最多时3万余人锐减到
1000余人，烈士们的鲜血染红白山
黑水，铸就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年
来，中国的变化翻天覆地。伟大的
东北抗联精神，激励一代代中华儿
女勠力同心、接续奋斗。

眼下，东北地区发展正处于滚
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迎
着困难上，全力促振兴。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坚定
理想信念、勇于担当为主要内容，
以不畏艰险、攻坚克难为特征，以
心系群众、植根群众为初衷，这是
东 北 抗 联 精 神 所 具 有 的 时 代 意
义。”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
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为东北全面
振兴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据《人民日报》)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
教 育 的 责 任 ， 实 在 是 遗 憾 的 事
情……”

1936年8月2日凌晨，东北大
地，一辆疾驰的火车上光影交错。
一名身形瘦削、形容枯槁却神情坚
毅的女子，正俯身疾书。她在赶时
间 ， 这 趟 车 的终点 她 再 清 楚 不
过——— 位于黑龙江珠河县的刑场。

一身粗布红衣、一把手枪，骑
着白马冲锋于林海雪原间……这是
她战斗时的模样。她叫赵一曼，是
被誉为白山黑水民族魂的抗日女英
雄。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出生于四
川宜宾的一个地主家庭。她可以选
择的人生是：穿绫罗绸缎，在安逸
与舒适中度过一生。

彼时国家风雨飘摇，这名大家

闺秀自问“女子缘何分外差”。接
受了进步思想的她，剪碎裹脚布，
走出大宅院，走上为人民争取解放
的道路。

1926年，21岁的赵一曼加入中

国共产党，为革命“跨江渡海走天
涯”，先后在黄埔军校、莫斯科中
山大学等学习，回国后在宜昌、上
海、江西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宁儿，是赵一曼儿子陈掖贤的
乳名，取安宁之意。可国之将亡，
家何以宁？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
变。赵一曼“誓志为人不为家”，
将不到两岁的儿子托付给亲友，隐
姓埋名，只身奔赴东北。

此去经年，母子生死两茫茫。
在东北地区，赵一曼文能发动

群众，参与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反
日大罢工；武能红妆白马，威震敌
胆，被当地战士亲切地称为“我们
的女政委”。

1935年11月，掩护部队突围
时，一颗子弹击中赵一曼的大腿，

后来她不幸被捕。
狱中，辣椒水掺杂着汽油，顺

着塞在赵一曼喉咙的竹筒灌入，等
到肚子膨胀起来，杠子重重压上
去，辣椒水和汽油从口鼻中溢出。
整整九个月，各种酷刑轮番施行，
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敌人
想要的任何信息。

“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
状态下，赵一曼女士仍没招供，确
属罕见，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
释。”日军档案如是记载。

“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
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
旗红似花。”

赵一曼挥毫而就的《滨江抒
怀》中，血与火铸就的信念，舍身
殉国的豪情，倾泻于字里行间。

1936年8月1日，从赵一曼

口中得不到有用情报的日军，将她
押上开往珠河县的火车。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
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
赶快成人……”目的地越来越近，
赵一曼的笔触愈发仓促与悲切。

160余字的家书，字字断肠：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
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
你……”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壮烈牺
牲，年仅31岁。而这封绝笔家书也
在战火中不知下落。

1950年，电影《赵一曼》在全
国放映。荧幕前的宁儿泪眼婆娑，
那时他正四处苦寻母亲李坤泰。几
年后，组织确认赵一曼就是李坤
泰，并在日军审讯档案里发现了记
载家书的资料。

20余载，家书终抵家。
《滨江抒怀》的报国之意，绝

笔家书的舐犊之情，穿越时空，给
人以无穷的启示、无尽的感悟……

(据新华社)

>>红色人物

殷殷致子书 拳拳爱国心

战争的硝烟早已消散，如

今的东北正争分夺秒加速前

行。永不止息的奋进背后，是

永志不忘的记忆——— 沈阳“九

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历碑上，

残缺的日历上以苍劲文字记载

着一段惨痛历史。真相时刻提

醒人们：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

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

点，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的开始；而在艰辛抗战历程中

形成的伟大精神，可歌可泣、

历久弥新。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历碑”。（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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