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联井：这口两米深井
80多年后仍可使用

打谷场：
两个磨盘确定遗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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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沈阳到新宾满族自治县，一路向东，起伏的地平
线渐呈山峦之势，城市的繁盛与喧嚣远去，在蜿蜒的山
路和淙淙的溪流间，一片秘境逐渐向我们张开怀抱。
山高溪深，人迹罕至，这里就是猴石地区东北抗联密营
遗址群。

密营，名副其实，隐蔽是它最大的特点。在十多年
的抗日烽火中，东北抗联在白山黑水间建立了无数个
密营，杨靖宇、赵尚志等赫赫有名的抗联将领都曾在密
营战斗和生活过。山高林密、幽深隐蔽，小小密营里藏
着大天地。抗联战士在这里确定战斗策略、储备物资、
搜集敌情、医治伤员……以密营为营地，东北抗联开辟
了广阔的游击区域，有效牵制了日军在东北的主力部
队。可以说，密营是东北抗联的“抗日根据地”。

密营，也是艰苦的代名词。当“密营”两字萦绕于
脑际，随之而来的是朔风的怒号，是漫天的大雪，是饥寒
交迫的卧雪怀冰，是缺粮少弹的血战到底，更是饮弹何
妨的凛然大义。“荒野抗敌”，不仅面临敌人的枪林弹雨，
还要面对环境的恶劣和物资的匮乏。如果说，抗联战
士以鲜血和生命浇灌出了民族的希望，那么正是这一
处处密营助力他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挺起不屈的民族
脊梁。

踏访密营之行，是为了不可忘却的记忆！盛夏时
节，记者一行踏着抗联战士走过的山路，拨开山间繁芜丛
杂，向着当年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三师的密营出发。

浓荫遮天，只有细碎的阳光洒落下来，寂静山林，
只有枝叶在风中的絮语，向我们讲述久远的故事。80
多年前，杨靖宇率领的抗联一军根据建制和形势的需
要，在新宾的平顶山乡倒木沟村组建了第一军第三师，
由王仁斋任师长，从此这支队伍活跃在兴京（今新宾）、
抚顺、清原等地。他们集聚在黄洞沟、蛤蟆塘沟、老黑
槽、三块石山里的密营里，挖地窨子过冬，“火烤胸前暖，
风吹背后寒”……

密营之行，是为了一段最真切的对话！记者一路
跋涉，踉跄地穿过枝杈、步步攀爬，终于在茂林的深处邂
逅了哨所、练兵场、指挥所、抗联井、地窨子……经年累
月的风雨侵蚀，曾经的密营只剩断壁残垣。

踩着抗联足迹，仰望和平天空。我们没法完全
感受“湿云低暗，足溃汗滴气喘难”“草枯金风急，霜
晨火不燃”的密营生活，只能寄语先烈：“若无信仰，
何以生存？”

走进地窨子，漆黑的仄逼空间里透着寒意，站在这
里良久，有无数话语哽在咽喉：后悔吗？值得吗？而那
寂静深处仿佛传来穿越时空的答案：不后悔，很值得。

密营之行，更是为了明天更美好的热望！在抗联
井旁，一朵火红的映山红跃入眼帘。本该装点春天的
花朵缘何晚发？是被阴冷的山风羁绊了脚步，还是感
佩于英雄的赤子之心不肯离去？密营！密营！青山为
凭！地窨子、映山红为凭！历史星河里，英雄光芒永远
闪耀，他们的志向永远传承！

猴石地区东北抗联密营遗址群现已探查发现抗
联密营共 7处，发现了建筑遗址百余处。同行的新宾
县文物管理办公室主任王巍是专家，也是向导，“这
是一处从未被敌人发现的密营遗址群，也是辽宁地
区已知现存规模最大、保留最完整、内容最为丰富的
抗联密营遗址群。”“从未被敌人发现”充分体现了抗
联将士的生存智慧和战斗智慧。

于是，我们就以猴石地区东北抗联密营遗址群为
样本，探寻当年的抗联战士是怎样战斗和生活的，再现
抗联战士们创造的“生存奇迹”，从中发现东北抗联不朽
的精神密码。

“这里将成为红色地标”
——对话猴石密营研究者王巍

本报记者 张晓丽

建密营：
水源与阳光，两大因素缺一不可

纵观眼前的这片密营，东部的一处
遗址砌石结构最显复杂。走近它，半截
墙体清晰可见，在青山间陈列出一幅“房
屋布局平面图”。这里就是头道阳密营
的中枢——指挥所。

在经年的风雨侵蚀中，三间房屋门
口的石板依然平滑，清晰地显示着入口
的位置，火炕却已石块裸露，屋内的积
土几乎与炕面平齐。中间的房间有四
通火炕，两侧的房间各有两通火炕。王
巍弯下腰，从一块火炕石块上捻起一点
泥土，“这是浅黄色的黏土，不同于我们

脚下的黑土，这种土就是过去老百
姓搭炕制土坯用的，也是鉴定

此处为 80 多年前密营遗址
的证据之一。”

他 找 来 一 根 木
棍，沿着火墙向烟筒
方向捅去，中间没有
阻挡，火炕的结构还
是完好的。墙体外
是 4 座烟筒底，如
今半坍塌，隐约能
够想像出当年的模
样：“在烟筒口接上
一截空心木或树皮，
把顶部封死，在四周

打孔，烟雾就会从烟筒

四周的孔洞中溢出，分散烟雾，不容易
被发现。”

最令人称奇的是，房里、墙体间有数
棵高大的榆树肆意生长，有的树干粗壮、
枝繁叶茂，有上百年的树龄。

王巍指着其中三棵老树说：“每一
处抗联指挥所里，都有至少一棵大树。
这些树一定是建房时就存在的，抗联战
士们有意地把它们砌在墙体里，就是希
望这座指挥所能够遮蔽在巨大的树冠
下，从而躲避日军飞机的低空侦察。”

根据史料记载，日伪统治时期，在新
宾县城的西部有个小型机场，为了打击
抗联，日军经常派出侦察机对深山老林
进行低空侦察。而抗联战士为了应对这
一挑战，总能以“土方法”达到隐蔽伪装
的效果。摄影记者在空旷地带放飞无人
机进行拍摄，飞到树冠之上，由于树叶遮
蔽，完全看不到下面的情况。

在指挥所遗址，大家有不少新发
现，“这里有一块瓷器碎片！”“我也找到
一块！”王巍逐一分析：“这块明显是晚
清时期的，从关内来的”“这块是伪满洲
国特有的瓷器形制，青花的蓝色比民国
产的青花更亮一些，釉彩是机器印上去
的。”想像这些碗的主人，他们来自全国
各地，到东北的目的只有一个——拯救
在日寇铁蹄下呻吟的东北民众。

指挥所：
大树作隐蔽骗过敌军低空侦察机

鉴定是否是密营遗址，一个标志性的识别
物就是水井。

头道阳遗址里的水井直径1.3米左右，井水
清澈见底。上午11时左右，阳光穿过树叶，透过
井水，斑驳地照在井底，几条一寸长的娃娃鱼悠
闲地游弋其中。王巍从附近找来一根两米多长
的木棍向井底探去，探到底时，只余一小节在水
面上，可见水深足有两米。在半山腰的石头缝
里建造这样一口石井，得耗费多少抗联战士们
的气力？

悠悠 80 多年的岁月里，井底之泉，经久不
断，不曾干涸，一直滋养着后人。王巍介绍，新
中国成立后，这片山林建立了国有林场，林场工
人们进山作业，这里的井水滋润了他们干渴的
喉咙。进入21世纪，当地开发猴石森林公园，大
山脚下的旅游设施需要用水，但河道里的水质
较差，人们就把目光转向了半山腰的这口水
井。用一根水管将井水引到山下，喝水、做饭都
是它，一用就是十几年，清冽甘甜的抗联井水，
滋润着一代又一代的山里人。

都是半山腰上被
夯实过的宽阔平整地

面，都有依托山势用
块 石 垒 筑 的 挡 土
墙，都是直径17米
左右的近似圆形
场所，在头道阳
密营中，有两个
相似的场地，一
个是打谷场，另
一个是练兵场。

如此相似的
两处遗址，怎么才
能确定它们的功

能呢？王巍说，必须

从细节入手。
跟着王巍的脚步，我们绕过了一道

长长的挡土墙，终于在一个缺口处进入
了打谷场。环顾场地，本应杂草不生的
打谷场上草木横生，两个石碾子在东北
角散放着。“这两个石碾子就是确定功
能的证据。”经过一番辨认，王巍在挡土
墙下边的草丛中找到了一个浅坑，“刚
发现这处遗址时，一个石碾子已经散落
到了挡土墙下，上面的青苔与周围的青
苔长成一片，大家把它挖出来，让它重
新归位。”

山里无法耕种，为什么要建打谷
场？王巍说，在那个局势紧张的年代，不
论是老百姓送来的粮食，还是抗联战士
打日伪政府缴获的粮食，往往都没经过
处理，有了这个打谷场，抗联战士才能处
理这些秋收作物。

在另一个圆形场地——练兵场上，
不见武器，也不见靶子，踩着松软的落叶
层，我们只能想像：抗联战士们以怎样的
队形练刀，以怎样的方法练枪……

紧挨着练兵场的是一座双口灶
台，灶坑的结构清晰，保存现状完
好，旁边散落着磨盘。

“当时发现灶台时就是现在这
个样子。”王巍指着其中一个灶口上
方的石头说：“把它取出来，被火熏
黑的那面朝下，正好扣在灶口上，这
足以证明它的功用。”

仔细观察，灶台的石缝间填有
黄泥，有了这些“黏合剂”，灶台才能
历经数十年不倒。一位走遍了东北
三省抗联密营的专家看过后激动地
说，这是目前国内抗联密营遗址中
发现的唯一保存完好的灶台。

两口灶台，要供养密营里
数百人的生活。遥想当年

那个缺粮少食的年代，锅里煮出来
的是热腾腾的玉米 子饭？还是清
汤寡水的野菜？

“这是山萝卜缨子，这是刺嫩
芽，这是大叶芹……”一路上，王巍
一直给记者介绍随处可见的山野
菜。山林里处处都是宝，日子应该
不算难熬吧？

可王巍却说，密营是抗联战士
过冬的地方，冬天的山里有多少野
菜呢？战士们只能靠地窖里贮藏的
少量食物越冬，最艰苦的时候，可能
两三天才能吃上一顿饭。

双口灶：
保存最完好的灶台

继续在山中盘桓，我们找到了营房、地窨子的
遗迹。房梁、横木均已不存，只有那一个又一个或
大或小的土坑向我们诉说着当年的境况。

眼前的这座营房遗址占地约有四五百平方
米，可容纳五六十人居住。环顾四周，没有发现火
炕。王巍说，在营房里搭起大通铺，铺上树枝、细
草当褥子，就是战士们休息的地方。

而距离营房不远处的地窨子，建在山间的排
水沟处，利用地形挖一个半人高或一人高的坑，再
用树干做支撑，搭上树枝、草、泥土进行遮掩。这
种半穴居式的房屋是东北游猎民族的传统住房，
有着冬暖夏凉的特点。

工作人员将其中一处地窨子做了复原，让参
观者更直观地了解密营生活。地窨子门口的石块
十分潮湿，记者不禁疑惑：“为什么要建在排水沟
边上？方便排水吗？”王巍说：“这只是作用之一，
地窨子后部与排水沟之间要留出一
个孔道，夏季的水流可以顺着山势
流入地窨子，从门口流出。还有
个作用，冬季时，地窨子里可以
烧炉子取暖，所产生的烟从孔
道排出，进入烟道。”

烟道的搭建方式再次反
映了抗联战士们的智慧。他们
顺着山势清理出较长的沟，用
木头树枝覆盖在沟上，盖上土，
烧火时产生的烟会顺着沟慢慢
上坡，透过树枝的缝隙散出，不易
被发现。我们顺着烟道一路
观察，发现这处烟道不仅仅
是地窨子的烟道，同时也是
营房的烟道。营房与烟道
由一条人工沟壕相连。
这样，冬天的时候战士们
就可以在营房和地窨子里
更加隐蔽地生火取暖了。

小小密营地，就是抗联
将士们的家。抗战年代，这里
是隐蔽的根据地、安全的大后方，
为抗联将士休养生息、练兵打仗提供
了支撑和保障，为打击日本侵略者最终取
得抗战胜利创造了条件！

营房、地窨子、烟道：
到处充满生存智慧

哨所

初见王巍，眼前的这个中年人皮肤微黑，身穿
一套户外运动服，步履稳健，打眼一看就是山林的
常客。见面不久，他就将话题引到了今天的目的
地——猴石地区东北抗联密营遗址群。

“这些遗址保存得极好，你们一定会不虚此
行。”说这话时，王巍望向远山，对自己所从事工作
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是新宾满族自治县文物
管理办公室主任，猴石地区东北抗联密营遗址群
保护利用工作的负责人，也是我们此次重走抗联
路的向导。

根据抗联历史研究专家佐证，猴石地区的密
营曾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三师的密营，是杨
靖宇、王仁斋活动过的地方。2019 年，抚顺着力
在保护红色文化、挖掘红色资源、做好红色文章、
做强红色经济上下功夫，在山区寻找未被发现的
抗联密营遗址。作为新宾文管办的工作人员，王
巍和同事们一起探访山村，在当地群众口中终于
找到了抗联密营的线索。

有的村民祖辈曾为抗联送过粮食。有的村
民听爷爷奶奶讲过，抗联战士夏天下山，到老百
姓家里拆洗棉衣，污水一盆一盆往外倒，抽出棉
絮，清洗干净的夹衫就是战士的夏装。有的村民
家至今留着杨靖宇将军的信件和信物……搜寻
范围逐渐缩小，王巍等人在附近林场工人的带领
下，真正开启了猴石地区东北抗联密营遗址群的
发现之旅。

从发现至今，三年间，遗址群已探查发现抗联
密营共 7处，发现建筑遗址百余处，包括哨所、地
窨子、烟道、营房、练兵场、打谷场、灶台、指挥所、
野战医院、储藏窖及水井等设施。在这三年的时
光里，无数的专家学者踏足猴石这片山林进行研
究论证，王巍正是在不断的探索和学习中，逐渐成
为当地研究抗联密营的“土专家”。

地窨子是怎么搭建的？烟道有什么作用？哨
所如何排布？抗联井是怎么回事？瓷片瓦片都是
哪个年代的？这些密营知识、发掘过程、生存技
巧，在王巍的嘴里变得趣味横生。

眼中有光，脚下有路。猴石地区东北抗联密
营遗址群的寻找、佐证、开发过程，王巍全程参
与。他跑遍了猴石国家森林公园的沟沟壑壑，记
不清走了多少里路，穿烂多少双鞋，更记不清跌了
多少跟头。蛤蟆塘怎么走、翻过头道阳北边的山
岗是什么地方……王巍把整座大山装进了脑子
里，他就是这大山里的“活地图”。

作为猴石地区东北抗联密营遗址发掘的见证
人，王巍一心扑在这片红色土地上。2021 年，猴
石地区东北抗联密营遗址群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眼下，山脚下的猴石抗联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展馆项目正在紧张施工，山林间的各处密营遗
址现场也在陆续进行清理工作。

都说万事开头难，眼下却是一场持久战。猴
石地区目前已探明密营遗址群总面积约 40 万平
方米，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原有规模还在持
续扩大。范围广、体量大，保护、研究、开发、利用
的难度也大。“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
拦。”加强红色资源的科学保护、开展抗联文化的
系统研究、规划布局红色旅游线路、完善红色旅游
配套设施、讲好抗联故事……每一项工作都要做
到细处，处处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更需要感
情的投入。

前路艰难，但未来可期。王巍说：“未来，这里
一定会成为感动众多参观者的红色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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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道阳、二道阳、三道阳……山脚下，看着密
营遗址导览图，记者萌生了这样的疑问：“道阳是
什么意思？”王巍卖了个关子，说上山就知道了。

山路沿着溪流攀援而上，地上长满了青苔，藤
条索蔓盘根错节。王巍折了一根细长的树枝，一
边打草，一边敲打地面，以惊走蛇虫。“密营选址，
水源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山间的那一泓清溪很
小，却胜在稳定。只有水源稳定，才是一个建密营
的好地方。

行至半山腰，海拔五六百米的地方，林子不再
密集，视野逐渐开阔起来。眼前的密营遗址坐北朝
南，阳光洒落下来，空气有些闷热，路面也不再湿
滑。王巍终于说出了答案：“抗联密营通常设在海拔
400米至800米的半山腰。我们方言里的‘道阳’，指
的就是向阳窝风的地方。”山上风大，这里是半山腰，
高大的树顶上叶子大幅度晃动，下面的矮树和灌木
丛的树叶却几乎未动，说明这里窝风。有阳光、窝
风，抗联战士们才能熬过东北漫长的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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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王巍的指点，我们必然
要错过头道阳密营的三个侦察前哨。

在小路的西侧，林木和杂草掩
映间，隐约有石块的垒砌。大家爬
上小坡，只见一个马蹄形大坑已被
树叶、土壤填满。这里面朝上山路，
视野开阔，是个绝佳的侦察点。这
里是前哨。

第二个哨所距离上山入口近百
米。第三个哨所位于上山入口与密
营的中间位置。都是在王巍的指引
下，我们才得以发现。

王巍说，前两个哨所有垒砌的
石块为证，找起来还算容易，但第三
个哨所隐藏得极好，研究人员多次
经过，才最终发现。这是一个由天
然山石形成的隐蔽点，巨大的山石
背面是个月牙状的缺口，形成一个
天然掩体，根据附近散落的石块，专

家才判断出它的功用。
山深林密，哨所之间互不可见，

怎么传递消息呢？有人猜测：可以跑
回来报信。可是这样效率太低，也容
易暴露。还有人说，可以靠喊话传递
信息，或者像古人那样点燃烽火，
可那不就直接暴露了？

“这时候就展现出抗联战士的
智慧了。”王巍从哨所旁的林木上摘
下来一个木制的 L 型工具，转动齿
轮，会发出清脆的响声，类似于啄木
鸟啄树的声音，叮叮当当，可以控制
节奏，时而急促，时而稀疏。“这个工
具名叫响木，当时的抗联战士就是
靠它来传递信息的，他们自创密码，
根据声音的节奏来判断敌情。”

如今80多年过去了，啄木鸟密码
早已失传，但响木却留传下来。附近
老乡都知道，抗联传信靠响木。

前沿侦察哨：
为传递消息发明“啄木鸟密码”

抗联战士传递消
息用的响木（复制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