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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教授捐赠祖父抗战遗物，引出精彩故事——

宋凌阁铁路设伏智擒日本间谍
本报记者 商 越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东北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宋锦春专程赶
到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将自己祖父、抗日志士宋凌阁的几件遗物，捐赠给辽宁东北抗
日义勇军纪念馆，引出其祖父宋凌阁变卖家产组建抗日义勇军、智擒日本间谍石本权四
郎、长城抗战等故事。

核心
提示

1932 年初，在东北民众抗日救
国会朱霁青的帮助下，宋凌阁与邻
村跑达子沟李海峰领导的抗日队伍
联合起来，组建“东北国民救国军第
一师”，由李海峰（1889年-1953年）
任师长，宋凌阁任参谋长，赵迺范任
副参谋长。当时共有步兵、骑兵
600 多人，司令部仍设在牤牛营子
村关帝庙内。

1932 年六七月间，金沟车站站
长王朋发现一个着装迥异的日本人
经常往返于锦州与北票之间，说是
做生意的，却带着随行人员。他感
觉这事挺蹊跷，就向宋凌阁反映情
况，宋凌阁听后，立即安排人去侦
察。经过几天的外围侦察，侦察员
发现这个日本人并不简单。

这个日本人叫石本权四郎，是
一个“中国通”，他在中国游荡多年，
通晓中国语言，熟悉中国东北经济、
地理、人文情况，被日本关东军司令

本庄繁派往北票、义县、北镇、锦县
和热河一带，充当联络员，并负有策
动热河军政首脑投降日寇、归顺伪
满洲国的重大使命，还有网罗汉奸、
搜集情报的秘密任务。他只身窜入
北票，建立了“关东军司令部北票联
络所”，并以此为据点大肆进行特务
活动。宋凌阁与李海峰商议后，认
为石本权四郎是个危险人物，如果
任其在辽西一带活动，必将威胁华
北局势，由此，抓捕日本间谍石本权
四郎的周密计划酝酿而出。

侦察员了解到，石本权四郎将于
7月17日中午乘火车从北票返回锦
州。于是宋凌阁与李海峰选定精兵
强将，组成了几十人的特别行动连，
进行了详细分工和部署。他们还派
两名侦察员骑快马，连夜返回北票。

1932 年 7 月 17 日清晨，石本权
四郎带着两名随从，从北票登上去
往锦州的火车，坐在雅座位置。抗

日义勇军两名侦察员身穿长袍，装
扮成乡绅，在同一车厢靠门的位置
落座。车到金岭寺，又上来十几个
义勇军战士，由连长杨录率领，装扮
成矿工和当差模样的人，身藏短枪，
其中有 3 个乡绅模样的人，坐到了
与石本权四郎隔空的雅座位置。

此时，宋凌阁已经带领30多名
战士来到南岭附近破庙子，拆毁铁
路轨道并埋伏在两侧。下午1点左
右，列车缓缓行驶进入破庙子伏击
圈，宋凌阁鸣枪发令，霎时间铁路两
侧枪声大作，司机只好停车。车上
便衣队趁机打倒日本卫兵，将石本
权四郎及随从抓住，车上乘客顿时
大乱。杨录大声对乘客说：“旅客们
不要害怕，我们是抗日救国军，是来
抓日本鬼子的，缴他们的武器弹药
的。旅客们的钱财，我们一律不
动。”说完，将石本权四郎等人拖下
火车，直奔牤牛营子方向而去。

列车上擒住日本大特务

8 月 21 日，东北大学教授宋锦
春向辽宁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捐
赠祖父宋凌阁的遗物，主要有军用
望远镜、墨盒和一份手写简历。

记者注意到，有 3 张已经泛黄
的红格信纸，残缺不全，纸上蓝色的
钢笔字遒劲硬朗——这是宋凌阁在
1968年写的个人简历，被宋家人视
若珍宝。为了长久保存，宋锦春的
父亲将简历粘贴在白纸上进行塑封
珍藏。

宋锦春今年63岁。近年来，在
教学和科研之余，他多次到朝阳、本
溪、锦州等地文史和档案部门查阅
资料，走访抗战党史研究专家，挖掘
家族历史，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中的
爱国志士、自己的祖父宋凌阁整理

写就《热东抗日志士宋凌阁传略》。
宋凌阁（1899年-1970年）出生

于北票牤牛营子村一个中医世家，
其父宋祥医术高明、家境殷实，在当
地颇有声望。1920年，宋凌阁从朝
阳师范学校毕业后，拒绝父亲学医
的要求，回乡办学。1923 年开始，
先后在直隶第四路巡防骑兵营和牤
牛营子警察所任书记、巡记。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相继
沦陷，宋凌阁眼见百姓惨遭杀戮、东
北军节节退让，毅然辞职回乡，决心
组织抗日武装，救亡图存。1931年
冬，宋凌阁在父亲宋祥和哥哥宋凌
汉的支持下，以原直隶巡防骑兵营
旧部为主，又招募一些爱国村民，共
100 多人，组成了“国民抗日救国

团”。宋祥拿出平日积攒的准备购
置新房的数千银圆，并变卖了部分
家产，购置了枪支、弹药和马匹。

为了让乡亲们了解这支抗日队
伍，宋凌阁在牤牛营子村关帝庙前，
举行了抗日武装队伍誓师大会，十里
八村的乡亲们聚集周围站脚助威。
会上，宋凌阁先讲述了“九一八”事变
经过，历数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
行，在场的军民群情激愤，不断高呼
抗日口号、高唱岳飞的《满江红》，村
中老人还挥笔疾书“精忠报国”四个
大字赠给宋凌阁。宋凌阁随即宣布
成立“国民抗日救国团”，并被公推为
司令，赵迺（nǎi）范为参谋长。宋凌
阁率领的队伍在与日本侵略者的顽
强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

弃医从戎，组建“国民抗日救国团”

在处决石本权四郎之前，宋凌
阁在院子的矮墙前，给他拍了一张
全身照片。此举是为验明正身，向
外界透露信息，让日军断了营救石
本的念头，同时平息外界各种猜测
和传言。宋凌阁特意从朝阳县城的
照相馆借了架照相机，并跟照相馆
师傅学习，掌握了拍照方法。这张
照片流出后，起到了效果，但也泄露
了活捉及枪毙石本的抗日义勇军人
员的身份信息。

宋锦春告诉记者，由于战争
引起的萧条，朝阳县原有的四家
照相馆，仅剩一家。石本权四郎
的哥哥石本贯太郎（经营对华鸦
片侵略的商人）没费劲就找到了这
家照相馆，参照照片背景和照相机
租用的时间，推断出很多信息。最
终，日本宪兵队找到了埋葬石本权
四郎的确切地点。日本关东军结
合掌握的情报，又通过宪兵队及汉
奸了解到，李海峰队伍里只有宋凌
阁文化程度高，有见识，可能会摆
弄照相器材，于是开始全力追捕宋
凌阁。

受到日军通缉追捕，宋凌阁家
属四散隐居，家中财物悉数被抄被
抢、房屋被毁，宋凌阁年仅5岁的长
子宋瑞君，被安置在附近村庄的一
处寺庙躲藏，由庙里的僧人照料。
1934年 5月 13日凌晨，宋凌阁回家
经过村口时，不幸被蹲守的伪军抓
住，同行负责保卫的义勇军连长周
奇海也被捕。抓住了宋凌阁，日寇
和汉奸欣喜若狂，立即上报请功领

赏，还耀武扬威地押着两位抗日志
士照相留存。随后，二人被投入县
城大牢严刑拷打，但他们始终守口
如瓶。

“那段时间，宋祥正在给朝阳地
区日寇驻军的最高长官——伊藤大
佐的夫人治妇科病。”宋锦春向记者
讲起这段尘封多年的家族轶事：大
佐夫人患病已久，被折磨得奄奄一
息。伊藤大佐找到当地名中医宋
祥，恰好宋家有治病的秘方。宋祥
说，这病能治，但起码得用半年时
间，用中医慢慢调理。他选用朝阳
当地的药材血见愁配成复方，经过
两个多月的治疗，大佐夫人开始面
色红润，疗效较为显著。

为了营救儿子，宋祥向伊藤大
佐提出帮助解救宋凌阁的事，大佐
深思了好一阵儿。宋祥说，如果儿子
没命了，他也没有心思再为其夫人治
病。作为交换条件，伊藤大佐同意放
宋凌阁一马。但为了合情合理地还
这个“人情”，同时还能对上司有个交
代，伊藤大佐颇动了一番脑筋。他表
示，日本宪兵这方面由他想办法安
排，警察局方面也由他牵线，但需宋
祥出钱。最后采取偷梁换柱的方式，
用在矿上捡来的无名尸体，冒充宋凌
阁匆匆结案，最终将宋凌阁从大牢里
解救出来。而另外一名抗日战士周
奇海则被残忍杀害。

1935 年冬，日寇攻打长城白马
关，宋凌阁与李海峰率抗日义勇军
西路军奋勇抗击，血战了16个日夜，
上千名抗日勇士牺牲在长城上，二

人仅率数十名义勇军官兵杀出重
围，撤至北平。1937年“七七事变”
后，宋凌阁自北平潜回东北，改名宋
纪勋，准备寻找旧部，继续反满抗
日。回到原籍牤牛营子的第五天，
由于汉奸告密，宋凌阁又被朝阳日
本宪兵队逮捕。在狱中被打得皮开
肉绽，但他始终操着一口北平口音咬
定：“我不是宋凌阁，宋凌阁是我的堂
兄，我叫宋纪勋，是在北平教书、放暑
假回乡的。”日本宪兵队没能弄清宋
凌阁的抗日实情，加之家属亲友多方
筹划，又以重金买通日伪要员，经多
人保释，于1940年出狱。但出狱后
仍被定为监外“稽查要人”，在日伪政
府监视下苦度时光。

1945 年日本投降，宋凌阁热泪
横流，合家喜极而泣。他把妻子儿
女叫到跟前，讲述了他与李海峰及
抗日义勇军将士，从辽西到长城脚
下，坚持抗日救国 6 年之久的日日
夜夜。1945年11月，宋凌阁被委任
为牤牛营子区副区长，1970 年病
故，享年71岁。

宋祥偷梁换柱救出儿子

驻扎在锦州的日寇第8师团长
西义得知消息后，当即派出驻锦州
的铁道装甲车，又从义县派出步兵
第 31 联队，向朝阳寺快速前进，准
备进攻救国军。日军还特别通知热
河驻朝阳寺的部队，要求提供协助，
遭到朝阳寺守军拒绝。朝阳寺守军
与救国军一起，做好了伏击准备。

7 月 17 日晚上 9 点，当日军装
甲列车行驶到朝阳寺南铁路隧道口
时，列车猛然脱轨，埋伏在隧道口的
救国军和热河守军立即发起猛烈攻
击，击毙日军多人。战斗正酣之际，
日军援军赶来，救国军寡不敌众，向
北撤走，热河守军也放弃了朝阳寺。

西义接到日军失利的紧急报告，
大为恼火，又增派高桥支队，于7月
18日凌晨从锦州赶到朝阳寺支援。
与此同时，石本权四郎的妻子坐飞机
在救国军驻地三宝营子、章吉营子和
牤牛营子上空散发传单，威胁利诱救
国军立即释放石本权四郎。

8月7日，驻锦州日军向热河下
达最后通牒，限 48 小时交还石本，
否则进攻热河。

日军见武力抢夺不成，便想交
换俘虏。8 月 18 日，以吉岗参谋为
特使、满载日寇的列车驶入朝阳寺
地区，与救国军谈判，试图以俘虏的
东北军一名连长换回石本权四郎，
被宋凌阁、李海峰严词拒绝。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日军又托
北票朝阳寺僧人到抗日救国军驻地
说情，表示日军愿出重金，赎回石本
权四郎，并劝李海峰所部投降，许以
高官厚禄，再次被李海峰、宋凌阁严
词拒绝。

日军仍不死心，派出已经投降
日寇、被任命为热河前防司令的毕
占一，到抗日救国军驻地充当说客，
妄图利用双方的旧关系索回石本。
李宋二人严厉斥责了毕占一的可耻
行为，毕占一还百般狡辩，鼓吹日本
人的好处，一副汉奸嘴脸激起了抗
日义勇军的愤怒，最后二人把毕占
一枪毙于朝阳十家子三岔口。

几番较量之后，无计可施的日
军露出了凶残的面目。10 月 7 日，
日伪军约 500 人，在飞机大炮的掩
护下，从义县兵分三路从三个方向

包围了救国军驻地。据当时朝阳县
县长李振钧向热河省警务处呈报的
报告称：“当日炸毙居民男女百数上
下，炸毁房屋 100 余间，焚烧柴草、
粮食、财物等项，价额难以数计。”由
于敌人进攻猛烈，李海峰和宋凌阁
押解石本权四郎撤向巴图营子。

12 月 3 日，日军驻义县宪兵大
队队长矢加部宗太郎又写信威胁利
诱，在信中威胁说：“今满洲国治安
已经维持就绪，仅西、北两边尚未解
决，而军部讨伐计划，亦因之硬化，
宁置人票于不顾，一举扫尽。”面对
日寇一再威逼利诱和武力进攻，李、
宋二人果断决定严惩日本间谍。
1932 年 12 月 11 日，将石本权四郎
于朝阳县十家子河套枪决。

如今这段历史已经被呈现在辽
宁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展板上，
纪念馆陈列研究部主任邢燕来表
示，这一事件打击了日本关东军的
嚣张气焰，昭示了抗日义勇军不屈
服于军事压力、誓与侵略者血战到
底的决心，抗日军民受到极大鼓舞，
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一段佳话。

挫败日军营救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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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谍
石 本 权 四
郎 。 日 军
根 据 这 张
照 片 分 析
出 石 本 的
埋 葬 地 、
照 片 的 拍
摄 者 为 宋
凌阁。
（资料图）

宋锦春在捐赠现场接受采访。（辽宁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供图）

宋凌阁使用过的望远镜和亲笔所书的简历。 本报记者 商 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