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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辽吉黑民众后援
会会长、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
令朱庆澜（祖籍浙江绍兴，1874
年生于山东济南府历城县，
1893 年举家迁居锦州）出资赞
助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电通
影业公司拍摄电影《风云儿
女》。“左翼剧联”党团书记田汉
在创作了剧本的故事梗概和主
题歌歌词后，于 1935 年 2 月 19
日被捕。他的挚友、青年作曲
家聂耳在田汉被捕后，明知自
己处境很危险，仍主动请缨并
东渡日本完成了谱曲工作。

早在1933年2月，田汉、聂
耳等爱国知识分子就随同朱庆
澜率领的慰问团，带着枪支弹
药和慰问品到热河保卫战前线
慰问义勇军将士。他们在热河
保卫战和长城抗战前线，亲眼
目睹辽西义勇军在枪林弹雨中
顽强抗敌的场面。田汉被义勇
军军歌中的一句歌词“把我们
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深
深打动；聂耳聆听义勇军操练
时用《满江红》曲调所唱誓词
歌，久久不能平静。这些直观
体验，成为田汉、聂耳创作《义
勇军进行曲》最直接、最真切的
基础素材。

在锦州，高鹏振部义勇军
中流传着《义勇军誓词歌》：“起
来！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
们，山河碎，家园毁，爹娘当炮
灰，留着头颅有何用？拿起刀
枪向前冲，杀—杀—一二三
四！”在清原、新宾等地，孙铭武
部义勇军传唱着《血盟救国军
军歌》：“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
人们，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
民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
须奋起杀敌。中华民族到了最
危险的时候，起来，起来。全国
人民团结一致，战斗，战斗，战
斗！”这些歌曲都在不同时间、
不同地点，为《义勇军进行曲》
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创
作源泉。

（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
室宣教部 杨晓陶）

辽宁是国歌的
原始素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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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溪县连山关镇摩天岭

西征部队撤退途中打个大胜仗
本报记者 吴 限 文并摄

摩天岭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这里山高林
密，谷深坡凹，地势险要。1936年，抗联部队西征失利，
在返回本溪的途中，在摩天岭设伏，全歼追踪的日本守备
队50余人。随后，又打退闻讯增援的日军，取得了摩天

岭大捷。战斗中，抗联一师参谋长李敏焕壮烈牺牲。

核心
提示

1913 年，李敏焕生于朝鲜咸境
北道，自幼全家逃难到吉林省延吉
市，15 岁就参加了革命，1930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组
织农民自卫队跟杨靖宇打鬼子。

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副馆长李
巍讲了几段故事。

1933 年秋，李敏焕组织的农民
自卫队被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一军独立师直属少年连，李敏焕任
连政委（按团职干部配备）。1934
年夏天，日军通化宪兵队的一辆汽
车满载军服回通化。听到这个消息
后，李敏焕率领少年连提前埋伏在
路边。在路上侦察时，李敏焕遇到
了 3 个日本兵。幸好他早有准备，
提前穿好了日军服装，未引起日军
注意。李敏焕走到车边，将 3 个鬼
子引下车，开枪打死，就这样，李敏
焕轻而易举地缴获了3支枪和一汽
车的军服。

1935 年秋，李敏焕被任命为东
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参谋
长，驻扎在辑安。一次，师部根据情
报，得知辑安治安队队长“张轴子”
陪同日本指导官带几十个日本鬼子
路过刀尖岭向桓仁开进。

第二天天还没亮，李敏焕带部
分队伍到刀尖岭前坡埋伏，师长程
斌带另一部分队伍藏在山坡上的树
丛中。上午10点左右，“张轴子”和
日本指导官带着百余人的治安队从
刀尖岭后坡爬上来，进入一师的伏
击圈。李敏焕指挥战士向敌人猛烈
开火，接着，他又率战士冲下山，活
捉了 30 多个俘虏，打死日本指导
官，缴获50支步枪。

围歼“张轴子”治安队不久，一
师到桓仁县六区一带活动。这里有
个伪警察署，署长“孙猴子”无恶不
作。一师领导决定为群众除害。为
了减少损失，李敏焕提议化装智取
伪警察署，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

于是，机枪射手丁三化装成日本指
导官，李敏焕会日语，扮成翻译，其
余的人一部分化装成伪治安队，另
一部分由师长程斌带领化装成土
匪，到小四平街住下。

第二天一早，李敏焕领着“治安
队”赶到小四平街，正巧遇到程斌带
的“土匪”，双方打了起来。“土匪”顶
不住“治安队”的进攻，跑向窟窿榆
树后山，闹得村里鸡飞狗跳。村里
的群众也真以为是土匪和当兵的打
起来了，吓得到处乱跑。李敏焕让
战士抓到一个地主，交给他一张日
本指导官的名片，让他向警察署通
报一声。随后，他率领的“治安队”
大摇大摆地向警察署走去。“孙猴
子”接到报告及名片，马上集合警察
列队欢迎，并向“指导官”举刀敬
礼。“指导官”怒气冲冲地向“孙猴
子”喊了几句日本话，李敏焕翻译
道：“指导官说你们通匪！”“孙猴子”
忙分辩说：“太君，我们不敢通匪。”
只见“指导官”更加暴躁地喊了几
句，李敏焕又说：“指导官问你，不通
匪为什么我们打土匪，你不出来支

援？缴你们的枪！”于是，“治安队”
缴了警察的枪，然后放火烧了警察
署，为民除了一害。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在辽宁
史料长编》记载，李敏焕不仅是一位
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也是一个优秀
的政治工作干部。善于观察和了解
战士们的思想问题，并及时帮助解
决。他还通过谈革命形势，讲革命
故事，唱革命歌曲等形式活跃部队
的生活，激发战士们的革命乐观主
义精神和旺盛的斗志。李敏焕时时
注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和教
育战士。有一次，部队行军走到一
个村子里，得知困难村民吃不上饭，
便让战士把自己的份饭送上门，当
地群众深受感动。这以后，少年连
每次到这个屯子，群众都主动腾出
房间给他们住，并为他们缝补衣服，
传送情报。

李 敏 焕 牺 牲 时 ，年 仅 23 岁 。
1985年，本溪县在摩天岭建立李敏
焕烈士纪念碑。2015 年 8 月，李敏
焕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 6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李敏焕：“文武双全”的领导者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研
究部主任、研究员高健认为，抗联第
一次西征失败的原因，首先是西征
之前准备不足，西征部队全部是步
兵，机动性有限，部队给养十分困
难。其次是由于辽南一带的群众对
西征部队不了解，加之日军的欺骗宣
传，认为他们是土匪进村，对抗联战
士十分不友好。历经数战后，抗联战
士弹尽粮绝，部队只能穿行于深山老
林之中，靠野菜、树皮充饥。

在这样的背景下，摩天岭战斗
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但也不是一场
有准备、有预谋的伏击战。从7月2
日起，西征部队就一直与这股日军
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接触状态，并不
时交火，这在李敏焕的日记里有明
确的记载：“下午一点钟（指的是 7
月 9 日）左右，敌人跟踪追击而来。
我们迅速登上山顶，退到矿洞沟。
后来敌人进入二团的潜伏地区。开
枪后，我们经过矿洞沟、砬子沟、西
山堡，到达陈家沟休息。”

“应该说，在西征部队后撤的过
程中，几乎每天都与敌人发生接触，
而这股日军就是后来被消灭的今田
中队。这股敌人自 7 月 2 日就一直
尾随西征部队，一路穷追不舍，不断
造成抗联战士的伤亡。”高健说。

李敏焕日记中记录双方距离最
近的一次战斗，发生在 7 月 12 日的
中午：“十二点钟左右，在东方山脊

方面二十余步远的地方又发现日
寇，并且在我们十多步远的地方走
过去了。”

7 月 14 日，李敏焕写道：“早饭
后，于清晨两点集合，经过阳沟、二
道沟，到达大长岭。因下大雨，在附
近居民家里休息；上午七点钟集合，
经八盘岭，到大碾子沟吃午饭。上
午十一点钟集合，经新开岭，到大榆
树沟、二道沟休息。”大长岭就是今
天的摩天岭，新开岭、大榆树沟即今
天地图上标注的新开岭、大榆树沟，
二道沟即现在的小榆树沟。

本溪市博物馆文物专家梁志龙
经过认真考证后认为，西征部队行
进至摩天岭时，出现了两难的局面：
向北需要穿过一条十分重要的公
路，即连山关至鞍山的公路，日军可
以沿公路迅速机动。西征部队需要
在最短的时间越过公路，进入北部
的莽莽群山。身后是日军今田中
队，如果不尽快解决这股敌人，那么
有可能会在公路附近的平原被两股
敌人夹击，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

梁志龙说：“在这种情况下，战
斗的爆发就不可避免了。而摩天岭
山脉，虽然海拔高度仅有969米，但
却是这一地区的制高点。先期到达
的抗联部队居高临下，清楚地看到
尾随而来的日军。摩天岭的山势异
常陡峭，尤其是东北面的山坡，几乎
都是接近七八十度的山坡，一旦在

山脊上被居高临下伏击，几乎没有
逃生的可能。最后证明，当时唯一
一名逃生的日军翻译，正是从崖上
滚下去才保住了性命。这样的一处
绝地，成了骄傲冒进的今田中队的
葬身之地。”

在李敏焕7月15日的最后一篇
日记里，他写道：“早饭后，于下午二
时三十分行军至摩天岭休息。”

梁志龙认为，此时，抗联战士应
该是已经由大榆树沟一侧登上摩天
岭山脉，并发现了尾随而来的日
军。战士们随机应变，临时在山顶
设伏，消灭了今田中队，但是在随后
向铁匠沟一侧撤退过程中，再次与
闻声而来的日军激战，李敏焕和警
卫员不幸牺牲。这本日记后来被日
军俘获。

梁志龙认为，摩天岭上一边倒
的伏击战最多不会持续半个小时，
加上打扫战场、下山到公路，一共不
会超过一个半小时。能在这么短的
时间内赶来增援的日军，只有驻连
山关镇的日军守备队能做到。

梁志龙说：“很显然，当时的形
势十分紧急，以至于西征部队都没
有时间来整理李敏焕烈士的遗物就
匆匆离去，因此李敏焕的日记才会
落到日军的手里。”“后来这些日记
是被日本人公布出来的，我们今天
才得以还原李敏焕烈士和摩天岭大
捷的全貌。”梁志龙补充道。

临时打伏击：日记还原摩天岭战斗

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有一
座著名的山峰——摩天岭，历史上曾
叫作大高岭。它是辽阳、本溪界山。
山体面积19平方公里，南北走向，峰
峦陡峭。历史上，一直是军事要塞，
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近日，记者在当地文史专家的带
领下，实地踏访了此地。

同行的本溪市文化旅游和广播
电视局文物科的宣传干事洛传义在
路上讲述了摩天岭战斗的经过。

据党史资料记载，1936 年 6 月，
杨靖宇在草河掌密营召开师级以上
干部军事会议，会议决定西征。由一
师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程斌、李敏焕
率领一师师部、保卫连、少年营和一
师三团共300余人进行西征。

1936 年 6 月 28 日，一师西征部
队从本溪县蒲石河出发，开始了东北
抗日史上的首次西征。西征部队经
连山关，穿过安奉铁路，翻越摩天岭
进入辽阳、岫岩境内。为避免暴露目
标，一师西征部队昼伏夜行，始终在
山岭中迂回前进，途中多次与日伪军
激战。宋铁岩因肺病转重，由少年营
一个排护送返回和尚帽子密营休
养。大部队继续西进。不久，在前有
阻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抗联西征
部队陷入绝境。

7 月 8 日，师部决定放弃西征计
划，部队分三路撤回本溪根据地。程
斌、李敏焕率师部、保卫连共70余人为
一路；政治部主任茨苏带50多人为一
路；王德才率领少年营80余人为一路，
集合地点为羊胖沟、三家子、牛毛坞。

7 月 15 日，师部撤到摩天岭时，
与跟踪而来的日军驻连山关守备队
第二中队遭遇。当时，日军正在吃午
饭，师部战士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山

顶“对面炕”处，利用有利地形突然发
起攻击。日军还没来得及反抗就被
消灭，打死队长今田大尉及所属日军
守备队50余人，缴获步枪30余支，手
枪 5支，轻机枪 1挺。除一名日军翻
译跳崖逃生外，其余日军被一举歼
灭。这就是著名的摩天岭大捷。

听到枪声的日军守备大队迅速赶
来增援，一师部队未及时撤离便被
1000余名日伪军包围在摩天岭上，更
加激烈的战斗开始了。抗联战士居高
临下，打退了敌人的一次次冲锋。下
午4时许，敌人发起了一次更加猛烈
的进攻，一师参谋长李敏焕接替牺牲
的机枪射手向敌人射击，胸部中弹牺
牲。17岁的警卫员刘福林在抢救李敏
焕时被敌人枪弹击中，牺牲在他的身
边。这天晚上，部队在当地群众孙仁
刚的引导下，顺利地穿过敌人的包围
圈，于7月中旬回到蒲石河。几天后，
三团和少年营的队伍相继返回本溪，
部队损失惨重。

摩天岭：西征部队的最后血战

从摩天岭大捷所在地俯瞰山下。

李敏焕烈士纪念碑。

抗联战士装粮食的木桶。

抗联战士穿的靰鞡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