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1年9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对兵士工作紧急决议》，要求扩大和改编原来的队伍，反抗日军进攻。

抗日义勇军出发时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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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对兵
士工作紧急决议》，要求扩大和改编原来的队伍，
反抗日军进攻。共产党员张雪轩被派到宽甸，开
展军运和农运工作。”宽甸满族自治县档案服务
中心史志编研部部长范晓丹向记者介绍，那时，
张雪轩经常会出现在集市上，与卖柴、卖粮的农
民攀谈，引导民众起来反抗日本侵略。

上周，记者来到宽甸县宽甸镇城厢村张雪轩
故居，现有的5间砖石瓦房历经岁月洗礼已经满
目沧桑。据当地史料记载，1907年，张雪轩出生
在宽甸一个殷实之家，1929年春，入奉天启明学
院求学。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张雪轩

在奉天的五马路小学任教，他利用教员的身份和
影响，积极深入到工厂中，向工人群众宣传革命
进步思想。

张雪轩来到宽甸后，通过在伪县政府工作的
哥哥和老师潘汉东的引荐，结识了县公安大队驻
牛毛坞保安中队队长杨甲山，经过一番细致的说
服教育，杨甲山决心举旗抗日。于是，保安中队
改编为“东北抗日救国民众自卫军”，杨甲山任大
队长，张雪轩任参谋长，成为辽宁抗日义勇军中
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1932年4月，以唐聚五为首的爱国志士在桓
仁成立了辽宁民众自卫军（以下简称“自卫军”）。

在张雪轩的劝说下，杨甲山率部加入，与何明斋
部合并，编为第六路十六团，何明斋任团长，杨甲
山为副团长。张雪轩在自卫军中宣传党的抗日
主张，发展了十余名党员，并于1932年10月建立
党支部，张雪轩任支部书记，刘全武任副书记，由
此加强了党对这支部队的领导，增强了民众的抗
日决心，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武装，部队很快发展
到近千人。

10月，日军集中兵力对辽宁民众自卫军进行
大讨伐，张雪轩随部队转移到桓仁、新宾一带。
11月，组织上安排张雪轩回宽甸县城开展工作。
部队党支部工作由刘全武负责。

建立党支部，加强对义勇军的领导

1933 年 4 月，辽东抗日斗争进入艰苦阶
段，为广泛发动群众一致抗日，中共满洲省委
指派张雪轩到宽甸县长甸河口高等小学任英
语教师，重点工作是策反河口水上警察局局长
邹绍南。当时长甸河口地区群众工作基础薄
弱，而敌人的活动却十分猖獗。为了在这里打
开局面，张雪轩不顾个人安危，三番五次地找
邹绍南，向其陈述抗日形势，并力劝邹绍南支
持抗日活动。邹绍南答应暗中合作，为其收集
日伪情报。

一次，张雪轩从邹绍南那里得知，日军要从
安东（今丹东市）出兵，对宽甸、凤城一带进行大扫
荡，张雪轩立即通过省委地下交通员柳三春、王
小工等人，将情报转送到设在奉天医大的上级党
组织，使抗日队伍及时做好了反扫荡的准备。

宽甸县档案服务中心史志编研部的朱少玲
介绍说，一般情况下，张雪轩都是一个人到小旅
店，与扮作朋友的地下交通人员会面，交送情
报。有时情况紧急，张雪轩也亲自由长甸河口乘
船去安东传送情报。与此同时，张雪轩还培养发
展了长甸河口小学教师吴铁藩和船工姜某两人
为中共党员。

张雪轩到长甸河口小学时，带去了《安徒生
童话》《苏联文学》等书籍。他通过借书的方式，与
教师们交流体会，潜移默化地向他们宣传革命思
想，每晚他都以帮助学生辅导英语为名，深入学
生宿舍，在炉旁给学生讲工农红军的战斗故事。
吴铁藩是音乐教师，张雪轩就让他在全校教唱

《锄头歌》，歌词大意是：“手把锄头锄野草，锄去野
草好长苗，呀咿嗬咳，咿嗬咳。”教唱的另一首歌的
歌词大意是：“春山如海，春山绿如带，春水绿如
苔，白云快飞开，让那红球现出来，变成一个光明

的、美丽的世界……”歌词暗喻着日本侵占不了
我们中华大国，抗日必胜的道理，鼓励师生们与
侵略者作斗争。

1934 年春，张雪轩的活动被日本军警觉
察。邹绍南闻讯后，立即弄了一条小船将张雪
轩秘密送到安东，再由安东转乘火车到奉天去
找党组织。此时奉天党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破
坏，张雪轩只好转道赴北平寻找党组织。

张雪轩到了北平以后，还非常关心进步青
年，他给长甸河口的师生寄去《百科常识问答》《升

学指导》等书籍，鼓励学生们走出来到北平读
书。受其影响，素有爱国之志的学生刘文伯赶到
北平，张雪轩为他安排住处，联系公费学校读书，
并把他引向革命道路。

1935年3月，张雪轩在北平参加了党的互助
会工作，之后到北平绥路南口扶轮小学当教员。
10月，东北特别工作委员会在学校设立党支部，
张雪轩任支部书记。在此期间，他创办了地下刊
物《长城》，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鼓舞爱国民众
的抗日斗志。

策反警察局长，收集传送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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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派10万大
军挺进东北。

丹东市史志办公室地方史专家黄文科向记
者介绍，张雪轩当时随第一批干部团，由山西兴
县出发，经过一个月的艰苦行军，于 10月 23日
到达沈阳。随后，张雪轩便被派回安东市开辟
工作。

1945年11月5日，安东市民主政府成立，吕
其恩任市长，张雪轩任副市长。当月，中共安东
市委成立，吕其恩任市委书记，张雪轩任副书记。

为了解决贫苦百姓的衣食温饱问题，安东
市政府首先筹集了一批粮食，发放给急需救济

的市民。之后便开展了接收日伪资产工作，至
11月下旬，市政府就将接收的20家日伪工厂变
成了公营企业。为了迅速恢复生产，增加财政
收入，张雪轩不顾环境险恶，每天既要组织动员
群众，又要宣传民主建国、做伪政府职员的思想
工作，经常是开会、调查、走访、座谈连轴转。到
11 月 30 日，安东市的大东、大兴、瑞华等 13 家
被服厂、棉帽厂相继复工，并夜以继日地为我军
赶制棉衣，支援东北解放战争。

民主政府成立后，中国人经营的工厂商店
增加了，领到营业许可证的已有 1700 余家，新
开业请示许可的亦有 600 余家，很快出现了繁

荣景象。对于市街建设，张雪轩提请召开座谈
会，广泛征求市民意见；在供水方面，提议贫苦
市民和军属用水可免费供给。

1946年10月，国民党集中8个师约10万余
人的兵力，大规模向安东进犯。10月 25日，我
安东省、市党政机关撤离安东市。面对急剧恶
化的战争形势，张雪轩等人受上级委派，领导孤
山县的敌后斗争。他坚持以游击战牵制敌人兵
力，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坚持南满斗争。新
中国成立后，张雪轩曾任辽东省政府副主席、辽
宁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63
年因心脏病逝世，时年56岁。

艰苦行军，返回安东建设民主政权

张雪轩的侄子张同丰今年79岁，退休前
曾是宽甸满族自治县林业局副局长。作为
一名高级农艺师，退休近20年里，张同丰一
直奔波在田间地头，为宽甸满族自治县一带
广大果农进行技术指导，去年底还被辽宁省
老年科协评为先进工作者。近日，张同丰引
领记者来到宽甸镇张雪轩故居，回忆往昔，
老人打开了话匣子。

“张雪轩是我三叔。”站在故居老院子
里，张同丰告诉记者，他小时候曾在这里生
活过5年，“我父亲张纯龄是老大，比我三叔

大17岁。我三叔原名叫张瑞龄，参加革命后
就叫张雪轩。我爷爷非常能干，因此家境殷
实，三叔从小就不像一般富家子弟，很朴素、
很善良，很有正义感。”

“我三叔少年时代，最不爱干的活儿就
是收租子，不是给免了就是答应放一放。一
次我爷爷安排他去老卢家收租子，老卢家提
出，儿子30多岁也没娶媳妇，这回好不容易
找个对象，等办完喜事儿就交粮食。我三叔
心肠软，告诉人家，先留足种子，再留足口
粮，至于租子，看看收成，收成好就交，收成

不好就缓交。后来三叔离家参加革命，一走
十多年杳无音信，是我父亲帮忙照顾他媳妇
和子女。我上初中之后，父母相继过世，是
三叔供我读了三年书。”

在张同丰的印象里，三叔为人憨厚、办事
风风火火，是个急性子。他对子女亲属要求很
严格，原则性很强，如果谁生活上有什么困难，
他都乐意帮忙。“我少年时代家里日子过得紧
巴，每次去看他，他都找些衣物送给我带回
家。但是如果工作上想让他走个后门，那可不
行，三叔会告诉你，要自己努力。”张同丰说。

丹东市史志办公室党史编研部部长王
晓艺告诉记者，张雪轩任安东市副市长期
间，倡导勤俭节约。据史料记载，尽管当时
实行的是供给制，衣物坏了可再领，可他从
不这样做。他穿的衬衣、袜子和鞋子都是补
过和修过的，而且每餐坚持一饭一菜，同工
作人员一起吃。他对自己几近苛刻，对身边
的同志却十分关心。

“我现在仍然在想念三叔，我要像他一样，
努力工作，为人民多作贡献。”张同丰说。

（本版图片由辽宁省档案馆提供）

“我要像他一样为人民多作贡献”
本报记者 商 越

张雪轩。

刘文伯。1932年2月，宽甸义勇军司令部发布的布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