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esent the brilliant culture of Liaoning to the world

大型新闻策划

IMMORTAL HEROES, ETERNAL POWER

2019年3月28日 星期四 视觉设计：许 科

1940年 2月 2日，吉林省濛江县的大雪
已经下了三天三夜，崴子林里没膝的白雪中，
杨靖宇正仔细地扒着一棵老树的树皮，那层
泛绿的嫩皮被他用粗糙的手一片一片剥下
来，放进嘴里，他使劲地嚼着，但根本咽不下
去。已经几天没吃饭，杨靖宇不记得了。天
空雾蒙蒙的，他眯着眼看着发白的太阳，眼里
充满坚定的光芒。此时距离1940年 2月23
日16时杨靖宇牺牲的那一刻，只有21天。

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历程
中，“东北抗联”这四个字有着不可磨灭的光
辉。作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创建时间最
早、坚持抗日时间最长、条件最为艰苦的一支
人民军队，东北抗联在极端艰难的岁月里，独
立坚持游击战争长达14年之久。几千个日
日夜夜，他们牵制了数十万日伪军，涌现出杨
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
人物。

抗联战士的战斗是苦的，冬季零下三四十
摄氏度的极寒天气，他们只有满是窟窿的单
衣，哪怕脚趾被冻掉，哪怕树皮草根都没得吃。

抗联战士的战斗是惨烈的。从3万多人
打到最后只剩下不足2000人，军以上干部牺
牲30多位，师级干部牺牲100多位。

抗联战士的斗志是顽强的，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他们高举抗日大旗，凭借无畏的
革命精神，奋战在白山黑水之间。

在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之后，东北抗
联曾一度陷入孤军苦斗的境地。此时的战
斗，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斗，而是为实
现民族解放所进行的信念之战。对于抗联战
士来说，他们强大的精神支柱就来自于坚定
的爱国主义情怀。

时间匆匆走过，枯骨开出鲜花，血水凝成
碧玉，那段铁马冰河白桦林的往事却并未远
去，那群英雄也不会被遗忘。

不可磨灭的光辉

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里，几名学生正认
真倾听讲解员的讲解，珍贵的抗联文物吸引
了孩子们的目光。

这是张鹏一最期待的事：让抗联故事和
抗联精神被更多人知道并传承下去。

陈列馆筹备之初，张鹏一的职务是本溪
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2005年，他被调到陈
列馆兼任馆长。在很多人眼里，张鹏一始终
是抗联红色记忆的探寻者与坚守者。

张鹏一自费购买了很多与抗联有关的书
籍，他的读书笔记写得密密麻麻。12年的时
间，张鹏一寻访全国几十个省市，足迹遍布抗联

烈士战斗过的地方，行程达两万多公里。他还
争取到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的支持，成立了
东北抗联史研究中心和东北抗联精神研究中
心，并成功举办中国抗战暨东北抗联史学术交
流会、辽宁东北抗联史及抗战史研究会年会等
学术交流活动，创办了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专门研
究东北抗联史的学术刊物《东北抗联史研究》。

卸任馆长职务后，张鹏一仍然在坚持传
播和宣传抗联精神。他说：“抗联精神是在中
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和东北民众的大力支
持下，在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用
信念、意志、鲜血和生命铸就而成的。其内涵

体现在坚定跟党走的理想信念、不当亡国奴
的家国情怀、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和联合御
外侮的精诚品质，是中国人民抗战精神的重
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

张鹏一认为，抗联精神具有鲜明的地域
特质和重要的时代意义，具有超越时空的恒
久价值，也是推动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全
方位振兴的不竭动力。

“我们要大力传承和弘扬这样的精神，
聚集正能量，提振精气神，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不懈奋斗。”张鹏一说。

从学习者到传承者

杨靖宇是著名的抗
日民族英雄、东北抗日
联军创建人和领导人。
他与东北结缘，最早是
在辽宁。早在 1929
年，杨靖宇受党组织派
遣，来到辽宁担任中共
抚顺特别支部书记。
1932年，他按党组织的
安排组织抗日武装。东
北抗联成立后，他历任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
长兼政委、东北抗日联
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兼政
委，之后他一直率领部
队在极端艰苦的环境
下，与日寇血战于白山
黑水之间。1940 年 2
月23日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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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抚顺三块石国家森林公园里，有一座
“英雄亭”，当年，抗联一师的指挥者们曾在亭
中召开会议，指挥作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
炮轰沈阳北大营，19 日凌晨占领沈阳城，同
日占领抚顺。公园党支部书记刘敬喜说：

“当时在三块石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主要有
三股：一是民众抗日力量，二是抗日山林队，
三是东北人民革命军（后改为东北抗日联
军）。”

据刘敬喜介绍，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是
1933年 5月成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共有 11
个军，在辽宁开展抗日斗争的主要是杨靖宇
带领的抗联一军。1934 年 2 月，杨靖宇率领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司令部政治保
安连及第三团进入抚顺地区，考察后决定在
三块石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

当年杨靖宇率领的部队以三块石为秘密
营地，活动于馒首排子、佟庄子、郑家堡子、五
龙口等林区周围，并在三块石周围建立了地
下交通站和堡垒户，他们负责送信件，购买物
资、寄养伤员和掩护我军过往行动。“党领导
的抗日联军在抚顺三块石及当地其他地区活
动达5年之久，战斗环境极其艰苦。后来因形
势逼迫及发展需要，1938年腊月，抗联一军三

师指战员全部撤出抚顺地区。”刘敬喜说。
如今在三块石山南坡半山腰处还有抗联

活动的遗址，包括抗联战士用过的碾盘，还有
地窨子都保存完好。

“几年前，杨靖宇的孙子和其他抗联战士

的后人曾来这里拜祭过。”刘敬喜说，“抗联的
战斗精神和功绩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为了让
后人深刻体会和学习抗联精神，我们专门修
建了红色广场，还组织了在党旗下重温入党
誓词的活动。”

一座英雄亭

3月的辽东，群山还是苍茫的黄色,蜿蜒的汤河穿过山峦。小市的羊汤还是那样鲜美，人们都在期盼春暖花开的时节快些
来到。时光悠悠,80多年前,依旧是这片群山，东北抗日联军的将士们在5000多个栉风沐雨、爬冰卧雪的日夜里，用鲜血书写
了一段悲壮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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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三块石国家森林公园

本溪县东营房乡红土甸子村

在抗联一军的斗争史上，曾有两次著名
的西征。

一次是 1936 年 6 月，一军一师从本溪出
发向辽西远征；一次是 1936年 11月，一军三
师从抚顺出发向热河（今承德）一带远征。两
次西征的目的均是为了打通与党中央联系的
渠道，争取党中央对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直
接领导，改变东北抗日联军孤军作战的局面，
并扩大和开辟新的游击区域。

辽宁有两处抗联西征遗址：一处是一军
西征会议遗址，位于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
草河掌镇汤沟风景区；另一处是位于本溪县
东营房乡红土甸子村红通沟的一军第二次西
征会议遗址。

在东营房乡红土甸子村的山坡上，拨开厚
厚的树叶，还可以看到许多石块，这里就是一
军第二次西征会议遗址，由抗联老战士确认。

“西征部队一路上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
大了党在辽河流域的影响, 凸显了东北抗联一
心向党、抗战到底的坚定理想和信念。西征部
队也消灭了敌人的一批有生力量，彰显出抗联
将士英勇无畏、不屈不挠的革命英雄主义精
神。”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学会东北抗联精神研
究中心主任张鹏一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抗
联西征是党在东北抗日战场上的“宣言书”

“宣传队”“播种机”，其英雄壮举和深远意义
永留史册。

两次西征

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

汤河河畔，依山矗立的东北抗联史实陈列
馆是目前全国抗联史实陈列馆中规模最大、史
料最全的陈列馆。

馆内珍藏着千余件抗联照片、史料、文物，
其中，一把锈迹斑驳的马刀堪称“镇馆之
宝”。

杨靖宇这个名字在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
略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记，连骄
横恣肆、穷凶狂傲的日本关东军也不得不称他
为“真正的武士”“坚强的中国军人”，并在他的

牺牲地竖立墓标以示敬畏，称他为“中国战
神”。

提到这把马刀，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副馆
长李巍介绍说，它是杨靖宇将军赠送给为抗联
作出重要贡献的蒋国恩老人的。

“我们老馆长张鹏一带领征集组专门拜访
了蒋国恩之子蒋云才。”李巍说，蒋云才告诉他
们，在他小时候，父亲常常跟他讲杨靖宇的故
事。

遗憾的是，蒋家这把马刀后来遗失了。不

过，2006年，马刀辗转来到收藏家姜贵歧手中，
最后姜老将这件珍贵文物捐给了陈列馆。

李巍说，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人
和领导人之一，杨靖宇率部长期坚持战斗，有
力打击了日伪军，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杨
靖宇是东北抗日力量的象征，也是东北抗战的
一面旗帜”。

“14 年艰苦卓绝的抗战，3 万东北抗日
联军将士抵御外侵，最终仅剩不足 2000人，
这是一支英雄辈出的队伍。”东北抗联史实

陈列馆研究部主任周浩一直从事抗联史料
研究。周浩告诉记者，对于东北抗联精神
的宣传正在以各种形式蓬勃发展，“重走抗
联路”红色教育活动如火如荼，不久前，陈
列馆刚刚举办过赵尚志英雄事迹展，吸引
了不少参观者。

“抗联将士中，很多人战斗在辽宁，牺牲
在辽宁，他们留给我们无数精神财富。传承
弘扬抗联精神，会成为激励辽宁人民在新时
代奋力前行的巨大动力。”周浩说。

一把马刀

抚顺三块石国家森林公园内的抗联地窨子。

本溪县东营房乡红土甸子村红通沟的抗联一军第二次西征会议遗址。

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是目前全国抗联史
实陈列馆中规模最大、史料最全的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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