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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

崇山峻岭中藏着80多处抗联密营
本报记者 朱忠鹤

在抗日战争时期，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是东北抗联的主要活动区域之一。如今，
崇山峻岭中深藏着多处80多年前抗联留下的遗址与遗迹。杨靖宇率领的东北抗日联
军第一军在这片土地上同日本侵略者英勇战斗。时任第三师师长的王仁斋在此多次指
挥部队抗击日军，1937年，他牺牲在清原县筐子沟，年仅31岁。

核心
提示

1982 年初春，清原县编修《清
原县志》，在调查、收集、整理历史资
料过程中，编纂人员在外县的史料
中意外发现东北抗联三师师长王仁
斋就牺牲在清原县的筐子沟。这一
发现让编纂人员感到事情重大，他
们一回到清原，就赶赴筐子沟寻找
王仁斋的长眠之地。

在当地几个老乡指认下，编纂
人员终于找到了王仁斋的墓地。可
王仁斋的坟墓仅剩下一个很小的土
包，上面长满了蒿草。

经上报、研究，清原县委决定在
清明节为王仁斋举行立碑仪式，并
以中共清原县委的名义发函，邀请
王仁斋的老家山东省文登县县委和
县政府的领导及王仁斋烈士的亲人
来清原参加立碑仪式。

然而，信函发出去10多天后却
没有接到对方的回音。这是怎么回
事呢？经过多番沟通，一段令人唏
嘘的后续故事渐渐浮出水面。

1937 年，王仁斋牺牲后，由于
战争的残酷，抗日联军剩余部队不
可能也没有能力把师长王仁斋牺牲
的消息送到其家乡。随着战局的恶
化，能证明王仁斋是共产党员和抗
联三师师长身份的人也都先后牺牲
了。王仁斋的身份、功绩，被沧桑岁
月尘封起来。

在上世纪50年代初，老家亲人
见王仁斋自 1927 年离开家乡后就
再也没有了音讯，一些人就想当然
地认为王仁斋逃到了境外。

一切直到王仁斋的家乡接到抚
顺清原县委的信函后才真相大白。
1984年 4月 4日，中共清原县委、县
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和县志编纂委
员会的领导同志，省、市有关方面的
领导同志，山东省文登县的领导同
志和王仁斋烈士的儿子王建章，还
有几百个少先队员和当地的老乡，
集聚在王仁斋烈士的墓前，为王仁
斋墓填土，立碑，植树，献花。墓园
庄严肃穆，仪式庄重情深，告慰了烈
士的英魂也教育了人民。

如今，清原县枸乃甸乡为王仁
斋修了纪念馆，并立起“英名千古”
的墓碑，墓志铭上篆刻了王仁斋的
生平和那段悲壮的战斗历程。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来源于相
关史料）

尘封半个世纪的真相

在清原，王仁斋的故事可谓家
喻户晓。

王仁斋是山东人，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海龙游击队创始人，后任东
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三师师长、中
共南满省委委员。1937 年 10 月在
筐子沟壮烈牺牲，时年31岁。

史料记载，1931 年春，王仁斋
被党组织派到海龙县中学当教员，
在学校，王仁斋秘密组织起反帝同
盟会。“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王仁斋
立即发动群众，宣传“九一八”事变
真相，动员群众团结起来抗日。9
月下旬，王仁斋在清原县大孤家村
张贴标语时，被溃逃到清河沟的东
北军残兵逮住，王仁斋手中的标语
和传单足以证明他是赤色分子。就
在紧要关头，一位进步人士帮助他
化险为夷。

1932 年夏，王仁斋参加了辽宁
民众自卫军第 9 路军发起的五道
沟、高家船口伏击战。辽宁省委党
史研究室宣教部部长杨晓陶讲道，
由于第9路军装备差，弹药不足，伏
击战没有取得最后胜利便撤出了战
斗。战后，王仁斋把反帝同盟会 30
多人和100余决心抗日的人员组织
在一起，组建起中国工农红军第 37
军海龙游击队。

1933 年春，中共海龙县委召开
扩大会议，选举王仁斋为县委委员，
并正式任命他为海龙游击队队长。
从此，王仁斋带领游击队伏击日军、
袭击伪军、端敌伪警所、除汉奸等，建
立游击区，使游击队伍不断扩大。经
过统战宣传，许多山林队都与王仁斋
取得了联系，并接受王仁斋的领导。

1934年10月，杨靖宇正式成立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在中共南
满特委召开的南满特委扩大会议
上，王仁斋被选为南满特委委员，并

被任命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教
导团政委。“王仁斋带领海龙游击队
和教导团，先后端掉了四道沟、五道
沟、荆家店、柞木台子、鱼亮子、大荒
沟等地的日伪军据点，增强了人民
抗战的信心与决心。”杨晓陶说。

1935 年 3 月，王仁斋带领部队
与杨靖宇、李红光等部队集结在驼
腰岭子，伏击日本车队，打死日本参
事官等在内的多名日军，活捉了伪
县长，之后的一系列战斗为杨靖宇
攻打柳河县创造了条件。

1936 年 2 月，王仁斋当选中共
南满省委委员。同年 5 月，王仁斋
领导的海龙游击队、教导团和独立
团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三
师，王仁斋被任命为师长。王仁斋
带领三师将士在清原、新宾、抚顺、
开原、铁岭、桓仁、本溪、丹东、西丰、
东丰、柳河、海龙等地，频频出击打
了许多胜仗，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弹
药，同时还收编了许多支山林队。

1936年12月，王仁斋奉杨靖宇
之命带部队西征，由于辽河渡口没
有封冻，无法渡过辽河，西征被迫终
止。部队撤至清原莫日红山区（筐
子沟）后，王仁斋带领三师部队仍以
筐子沟山区为根据地，积极开展游
击战，先后发起七道河伏击战、八宝
栏子伏击战、五桦顶子伏击战、警备
路伏击战、老龙头伏击战等战斗。

“事情发生在1937年10月。”省
委党史研究室宋一宁告诉记者，那
一天，王仁斋带领两个战士到杨大
堡地下仓库取藏在那里的子弹，遭
到伪便衣队的袭击。在激烈的战斗
中，王仁斋在筐子沟壮烈牺牲。“由
于当时时局险恶，王仁斋的遗体被
当地百姓冒着杀头的危险，偷偷地
埋在筐子沟钓鱼台上的一处山坡
上。”宋一宁说。

筐子沟：王仁斋壮烈牺牲

东北抗日义勇军
1931年10月后，东北广大民

众和一部分东北军及警察部队爱
国官兵，以旧军警和绿林武装等
为基础，自发组织成立以义勇军、
自卫军、救国军、大刀会、红枪会
等为名称的抗日武装队伍，统称
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全盛时期总
人数达30万以上，涌现出黄显声、
邓铁梅、唐聚五、苗可秀、冯占海、
李杜、马占山等著名抗日英雄。
但是，抗日义勇军始终没有建立
起统一的领导指挥系统，也没有
明确的抗日救国纲领，被日伪军
队各个击破。1933 年后相继溃
散，部分队伍加入了东北人民革
命军，继续坚持武装抗日斗争。

东北人民革命军
1933 年后，中共满洲省委认

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东北组织
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以
抗日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人民革
命军，使之成为抗日游击战争的
组 织 者 、领 导 者 和 主 要 力 量 。
1933 年 9 月，杨靖宇领导的南满
游击队率先改编成立东北人民革
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成为联合义
勇军共同抗日的典范。随着反日
统一战线政策的深入贯彻以及中
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的
发展壮大，许多义勇军队伍主动
要 求 接 受 改 编 。 1934 年 冬 至
1936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直接领
导的武装力量和愿意接受领导的
义勇军队伍改编组建为东北人民
革命军第一至三军、第六军和东
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反日
联合军第五军。这些队伍成为日
后改建东北抗日联军的基本武装
力量。

东北抗日联军
1936 年 2 月，直接领导东北

党组织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决定统一全东北抗日军队的名
称，又以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
周保中等人名义，发表《东北抗日
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将东北
人民革命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第一至第七军，先后将东北民众
救国军等义勇军武装改编为东北
抗日联军第八至第十一军。1936
年7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
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
军，杨靖宇任总司令；1938年初，
第四、第五、第七、第八和第十军
组成第二路军，周保中任总指挥；
1939 年 5 月，第三军、第六军、第
九军、第十一军组成第三路军，李
兆麟（化名张寿篯）任总指挥，共
3万余人。

（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
郭作为）

东北抗日义勇军
东北人民革命军
东北抗日联军

清原，抚顺市下辖的一个满族
自治县。

这个位于两省（辽宁省、吉林
省）四市（抚顺市、铁岭市、梅河口
市、通化市）交界处的县级市，扼守
着辽宁东部大门，其地形有着“八山
一水一分田”之说。

正因为山稠林密，沟壑纵横，在
抗日战争期间，易于藏身的崇山峻
岭成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伏击日军的
主要战斗区域之一。在这片洒满英
烈鲜血的大地上，涌现过太多可歌
可泣、永载史册的英雄。

充沛的雨量与肥沃的土壤繁育
了清原县沟沟壑壑里的草木。溽热
的伏季为植物生长创造了良好的温
度条件，此时的清原山沟沟里草深
林密，穿行艰难。

康喜鹏，清原县档案局原局长，
这位已退休多年的老清原人每年
都会多次上山。在杂草与密林中，

年逾花甲的他不断探访着东北抗
日联军在这片土地上的战斗遗址
和遗迹。

“那时候的清原草木比现在还
要茂盛，蚊虫比现在还要多、还要凶
猛，我们的抗联战士在这样的环境
下常年穿梭山林打击日军，艰难和
不易可想而知。”尽管研究东北抗联
在清原的抗战历史已有20余年，但
每一次上山，康喜鹏仍难掩对抗联
战士的敬佩之情。

清原的地形地貌决定了它在抗
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清原县境内共有红色战斗
遗址200余个，其中，与抗联有关的
大约有80多处，这其中绝大部分是
抗联部队的密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
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抗日义勇
军在东北各地迅速兴起，一时间风
起云涌。1933年，东北抗日义勇军

相继失利后，部分队伍加入了东北
人民革命军。1936 年，几经改编，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成立，杨靖
宇任总司令，清原县成为第一路军
主要活动区域之一。

在清原县英额门镇柳木桥村东
北 1.5 公里的大山深处有一处历史
遗迹，这就是“东北抗联柳木桥密营
遗址”。这是一处十分隐蔽的密营，
需要在沟谷之间穿行多次才能发现
它。尽管 80 多年的风雨侵袭已让
这处密营失去了往昔模样，但仔细
辨认，仍能看出其原有的布局、结
构，抗联战士使用的石碾盘、水井等
依然存在。

类似于柳木桥密营的这类抗联
遗址在清原县境内还分布不少，康
喜鹏也一直关注着这些遗址的保护
与开发。“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也有
义务让更多的后人知道东北抗联的
历史，学习抗联精神。”康喜鹏说。

清原：抗联第一军的主要活动区域之一

深山中一处抗联密营遗址。

风景区内的一处抗联密营遗址。

抗联战士冬天穿的鞋。 本报记者 商 越 摄 民众为密营送粮的马车轱辘。本报记者 商 越 摄

王仁斋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