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的战斗故事成国歌歌词重要素材
他们战斗过的地方建成抗日义勇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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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划过，更多人记忆中，是五女山的
青葱、枫林谷的火红；然而，世纪轮回，这里激
荡的却是民众的呐喊、闪耀的却是民族的希
望：“为民族争自由、为国家争疆土”。

87年前，在最艰苦的环境中，这里打响
了辽东御寇杀敌最早的枪声。国歌，从这里
唱响；义勇军的精神，从这里勃发。

如今，硝烟散去，但矗立在本溪桓仁县
城北山公园里的国内首家抗日义勇军纪念
馆，还在倾诉着那段可歌可泣的岁月，还在告
诉世人：战争没有远去、历史不容忘记。

五女山蜿蜒云海之中，浑江水绕桓仁流过，
山水之间，桓仁人世代耕作在这里，他们勤劳朴
实，他们与世无争，但是，他们也从来不缺乏血
性。

那还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日寇通过
鸭绿江侵入国境，攻占丹东宽甸，分兵向桓仁五
里甸子、沙尖子等地进攻，“所到之处，十室九
空”。

桓仁民众怒了，“人人奋激御倭之心，遂相
率而起”。在知县孙寿昌的指挥下，桓仁民众武
装配合巡防军，击溃了窜入沙尖子的日军小队，
追杀到宽甸，襄助宽甸民团收复了宽甸县城。

杀敌讨逆，高举义旗

时光转逝，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发
动事变，辽宁东边镇守使于芷山和省防军一旅
一团团长姜全我公开投敌。时任一团中校团副
的唐聚伍潜往北平，被张学良任命为一团团长，
回东北组织抗日。唐聚伍把大本营设在了山高
水险、群众基础好的桓仁。

1932 年 4 月 21 日，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誓
师大会在桓仁举行，辽东 14 县抗日代表、抗日
队伍、市民、学生等 1 万多人参加，唐聚伍被推
举为民众自卫军总司令。

会上，唐聚伍发表抗日反满檄文，血书“抗
敌讨逆，救国爱民”，随后发出《辽宁救国会通
电》等通电文告。尤其是《告武装同志书》，被称
作辽宁民众自卫军的《出师表》：

“精诚团结起来，哪能甘心作亡国的奴隶！
皆以血肉之躯驰于硝弹之中奋勇杀敌，中国存
亡关头，我们东北民众已义愤填膺，万众一心者
也，冒弹雨直进。”

一枪击落日寇少佐

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后，与日伪军作战200
多次，其中在桓仁地区发生的著名战斗有侯家
堡子伏击战和砍川岭阻击战。

1932年5月中旬，100多名日军在一名少佐
带领下进犯桓仁沙尖子，得知消息后，自卫军、
大刀会派人分别埋伏在当地“王八脖子”山岗上
下。日军行军到葡萄架岭下枪杀了农民刘德
生；到侯家堡子准备宿营，又开枪打死了没来得
及躲避的邸家爷俩。可日军没想到，侯家堡子
里传出的枪声惊动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自卫
军战士房秀华。请假探亲的房秀华当时正背着
一杆“老套筒子”走在侯家堡子前漏河边的柳树
毛子里。听到枪声，房秀华迅速躲到一棵一人
抱不过来的大榆树后观察：日寇少佐骑着高头
大马正奔河边而来，后面跟着 10 几个日军，房
秀华心说：“完了，这可跑不了了。”跑不了也不
能等死啊，房秀华推弹上膛等着最后那一刻。

可就在离他十几米远的地方，日寇少佐勒
住了马，举起挂在胸前的望远镜向“王八脖子”
山岗上望去。

原来，日军根本就没有发现房秀华，而是观
察地形来了。房秀华一看机会难得，抬手就是
一枪，日寇少佐应声落马。十几个日军顿时乱
了手脚，胡乱放枪，侯家堡子的日军也和埋伏的
自卫军交上了火，房秀华沿着河边的树趟子顺
利脱身。带队的少佐被击毙，日军成了无头的
苍蝇，被自卫军和大刀队好一通砍杀。3个多小
时后自卫军主动撤退，困守在侯家堡子的日军
第二天天刚亮就逃跑了。

这次战斗，日军少佐意外被击毙，自卫军凭
借土枪、猎枪和大刀长矛打死打伤日军 40 多

人，只有3名大刀会会员牺牲，极大地鼓舞了抗
日军民的士气。

砍川岭阻击战发生在同年 7月。当时日军
第三、第四越境部队在飞机配合下入侵宽甸，民
众自卫军迎击，自卫军副总司令张宗周在砍川
岭设防。7 月 16 日，伪“鸭绿江地区剿匪司令”
姜全我、副司令徐文海率 200 多名伪军进攻砍
川岭，张宗周指挥自卫军跳出战壕与伪军肉搏，
一场混战，伪军死伤40多人后逃走。

此战自卫军和大刀会牺牲 18 人，被称作
“十八勇士”，人们在普乐堡山上用石头为他们
建造了塔形墓。

1932 年 10 月下旬，日寇调集近 4 万兵力围
剿，自卫军化整为零，唐聚伍化装进关，后被委
任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三军团总指挥，郭景珊
为副总指挥，率领退入关内的义勇军参加了长
城抗战。

1934 年，东北义勇军被蒋介石、何应钦解
散。

1938 年，唐聚伍以原东北义勇军第三军团
为骨干组建东北抗日游击队。1939 年 5 月，与
200多名东北子弟在河北迁安殉国。

血肉杀敌，铸魂国歌

辽宁民众自卫军以血肉与敌寇机枪大炮周
旋的英勇感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创始人夏衍
和田汉。

1933 年 3 月，上海各界爱国人士慰问团到
长城古北口慰问抗战将士，田汉、聂耳随行采访

东北义勇军抗战事迹，因战事激烈，郭景珊介绍
田汉去北平采访了唐聚伍。同年，田汉、夏衍组
织拍摄的《义勇军大血战》纪录影片在北平首
映，特邀唐聚伍等观看。

1934 年，唐聚伍在武汉与担任《抗战日报》
主编的田汉再次见面，唐聚伍又细致介绍了义
勇军誓师抗敌、战斗轨迹、长城抗战等。这些经
历、精神以及义勇军誓词、通电、军歌等，成为田
汉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重要素材。

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开拍，主题歌歌词
就是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其中“冒着敌人的
飞机大炮前进”由孙师毅修改为“冒着敌人的炮
火前进”，聂耳为歌词谱曲。

1949 年 9 月，根据马叙伦的提议，“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
行曲》为国歌。”

1982年，《义勇军进行曲》词、曲被确定为国
歌。

2004 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被写进
宪法修正案。

英灵不朽，国殇不忘

县委副书记辛晓明介绍，2007年，桓仁打造
文化品牌“国歌原创素材地”，就有意建造义勇
军纪念馆。2015年，桓仁县委县政府正式申请
筹建“抗日义勇军纪念馆”。

辛晓明说，桓仁是东北最大规模义勇军
——辽宁民众自卫军的发源地，建设义勇军纪
念馆意义重大：一是有利于传承革命历史，弘扬

民族精神，昭示后人勿忘先烈、勿忘国殇。二是
有利于发挥区位优势，与沈阳“九·一八”纪念
馆、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
和本溪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构建成完善的东北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链条，进一步发挥整体教育
功能。三是有利于整合资源，提升红色旅游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桓仁是我省重要的旅游地，也是东北义勇
军和东北抗联一军抗日作战的重要地点。纪念
馆的建设既能填补长白山地带没有义勇军重大
题材纪念馆的空白，又能把红色旅游与风光旅
游紧密结合，促进地方文化资源综合开发，丰富
完善桓仁旅游业格局。

桓仁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邢燕来告诉记
者，纪念馆2017年7月开始建设，2018年9月20
日开馆，正式命名为“辽宁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
馆”。纪念馆建筑面积 2990 平方米，展陈面积
2500 平方米，共分 3 层，寓意丰富：一是代表义
勇军的 3 个特点：自发性、广泛性和复杂性；二
是代表义勇军的 3 个阶段：组建兴起——发展
壮大——坚持抗战；三是代表义勇军主要抗击
日寇的时间：自 1931 年 9 月 18 日后到 1934 年 9
月，历时 3 年；四是主要抗战地区：辽、吉、黑 3
省；五是组成人员主要有3部分：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拒不执行国民政府不抵抗
政策的东北军、觉醒的人民群众。

邢燕来介绍，纪念馆一层展示的是东北抗
日义勇军的战斗历程；二层是国歌厅和抗日义
勇军将士名录；三层是多功能厅和文物库房。
馆藏文物1800多件，都从辽吉黑3省和河北、上
海等地搜集而来，包括唐聚伍的皮箱、郭景珊的
怀表等珍贵文物。

作为目前唯一一家国家批准的展示义勇军
史实的纪念性场馆，辽宁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
馆虽然开馆仅仅一年，已经接待各地参观者3.5
万人，成为我省开展红色革命历史教育与青少
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成为干部群众铭
记历史、振奋斗志的重要课堂。

邢燕来说，许多人在参观纪念馆后都被义
勇军在最艰苦环境下坚持抗日的精神所感动，
他们说：“以前对国歌歌词的内涵了解不深，现
在知道什么是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了。”

大地有风骨，人民有品格。因仁而勇，因勇
而义，国难当头，舍生取义。87年过去了，义勇
军英灵不朽，矗立的义勇军纪念馆将永远传颂

“为民族争自由、为国家争疆土”的那段可歌可
泣的历史，义勇军精神也将激励国人建设祖国、
保卫祖国，不让历史重演。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特派本溪主任记者
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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