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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为其取名周保中
有“保卫中华民族”之意

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研究部主任周浩介
绍，馆藏的这枚作为接头信物的硬币，年代为公
元20世纪30年代，质地为单一质地、其他金属，
通长4.2厘米。硬币正面印有中华民国2年四川
造币厂造200文字样，硬币背面印有中华民国及
200文的英文单词。这枚硬币成为了周保中开
启14年抗日斗争关键物件。

周保中原名奚李元，1902年出生在四季如
春的云南大理，父亲是皮鞋匠，母亲是农民。中
学时因为家庭贫困，周保中被迫辍学。15岁时，
他离家投入滇军，参加过护法战争。1923年被
选送进云南讲武堂学习，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
军第六军参加了北伐战争，多次立功。1927年，
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周保中到苏
联学习，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找他谈话交代学
习任务，让他安排好家属，到莫斯科伏龙芝军事
学院学习军事。为使他顺利出境，周恩来给他
弄到了一张写有周保中名字的出国护照，让他
用这张护照出国。“从此，奚李元改名周保中，这
是周恩来送他的威震一世的英名，他的一生也
和这个名字一样，为了保卫中华民族转战南
北。”周浩告诉辽沈晚报记者，九一八事变爆发
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周保中和国际列宁学院的
同学们纷纷要求回国参加抗战，把日本侵略者
赶出中国。他多次向中共代表团提出回国请
求，要到抗日斗争最前线去。

以硬币为“接头信物”
临危受命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

周保中回国后，于 1931 年 11 月，根据中共
代表团给的联络关系和暗号先到天津和北平
（北京），但都没有接上关系，不得已他回到上
海。他辗转找到中央军委机关，在那里见到了
周恩来。交谈中，周恩来告诉他，东北已经被日
本侵占，党组织决定派他到东北从事武装抗日
斗争工作，希望能在东北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
抗日队伍。周保中毅然接受了组织交付的新的
战斗任务，并表示决不辜负组织的期望。

1932 年 1 月，周保中从上海来到奉天（沈
阳），当时中共满洲省委被破坏，由奉天迁至哈
尔滨，于是周保中接头出现困难。当时，日本侵
略者满街抓人，突然有一个人在街上故意撞了
周保中一下，塞给周保中一张纸条，然后按照纸
条提示的地点和门牌号，找到了一家不大的门
市铺子。这是一家金笔厂，周保中走进屋，对掌
柜的说：“有金笔吗？”对方回答：“有！”又问：“多
少钱？”又答：“二百文。”于是，周保中拿出了用
于接头的四川二百文硬币，掌柜的也拿出同样

的二百文硬币，暗号对上了，掌柜忙将他引到后
屋，将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的具体地点
及接头暗号等情况告诉了他。

周保中赶往哈尔滨，按照金笔厂掌柜事先
交代的，头戴礼帽，身穿大袍，戴着一副墨镜，手
拿一本杂志在儿童公园转来转去，三天后一名
姓黄的同志把他带到冯仲云家里，终于接上了
关系。当时，冯仲云家就是北满省委所在地，时
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也在场，后周保中
被任命为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从此开始了
他在东北的抗日斗争。

北上抗日腿部中弹坚持指挥战斗
组建抗联五军 成立二路军

1932年春，周保中被派遣到吉东宁安地区
指导抗日武装斗争，建立抗日游击队。他成功
打入吉林救国军，被任命为前方总指挥部参谋
长，在宁安、敦化、安图、桦甸、抚松等地英勇打
击日军。

1932 年 10 月，周保中率部攻打宁安县城，
他冲锋在前，腿部中弹仍坚持指挥战斗，在没有
任何医疗器械和麻药的情况下，他忍着剧痛用
钳子拔出打进小腿骨中的弹头，用刀刮去被子
弹打烂的皮肉，留下了“忍痛刮骨胜过关公”的
军中佳话。

1933年，当各地义勇军遭受挫折转入低潮
时，中共中央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
员的信》。他奔走于吉东地区各抗日队伍中
间，团结广大爱国将领重整旗鼓，继续进行抗
日斗争。

1934 年 2 月，周保中在宁安县成立绥宁反
日同盟军并任军长，1935 年 2 月建立东北反日
联合军第五军，在部队内积极发展党团员，建
立了党的各级组织，保证党在部队的领导地
位。1936 年 2 月，周保中将东北反日联合军第
五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1937年
10 月 10 日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并任总
指挥，下辖东北抗日联军第四、五、七、八、十
军，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吉东地区取得
了新的成果。

西征虽失败但意义重大
为实现党统一领导赴苏寻求协助

为冲破敌人实施的“三江大讨伐”，1938年5
月1日，周保中在宝清县大梨树沟主持召开吉东
省委和第二路军高级干部会议，部署第二路军
主力西征计划。

1938年7月1日，西征部队先遣队出发，相
继袭击三道通、苇河县楼山、珠河县“集团部落”
等地。在行进途中，因敌人严密封锁，给养极端
匮乏，西征部队连续行军、战斗，疲惫不堪，又因
与汪雅臣的十军无法会合，返回根据地。

东北抗联第二路军的西征，历时4个多月，
战斗百余次。虽然以失败告终，但西征部队突
破敌人在伪三江省的封锁包围，分散和牵制了
日军的兵力，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同时，西
征部队在各地进行抗日宣传，扩大了党和抗日
联军的政治影响；西征返程出现的“八女投江”
英雄壮举，成为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
代表和典范。

1939年秋冬，东北抗联指战员经过艰苦的
反“讨伐”斗争，虽然挫败了敌人妄图彻底消灭
抗联的图谋，但抗联部队受到严重损失。严峻
的形势要求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领导人必须实现
党的统一领导，改变游击运动的战略布局和活
动方式，以继续坚持游击战争的开展。

1939 年 11 月，为寻求苏联协助东北党组
织，打通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及对抗日联军的援
助，周保中赴苏抵达伯力。

担任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旅长
派遣30余支小部队回东北活动

1940年1月24日，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
联席会议在伯力召开，会议分析了东北抗联的
斗争形势，总结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教训，
确定今后斗争方略，讨论与苏联远东红军建立
联系及相互合作问题。1940 年 12 月又在此召
开满洲全党代表会议，抗联部队陆续转移至苏
联境内休整，并在伯力附近和海参崴与双城子
之间分别建立南、北两个野营作为抗联部队休
整区。

1942年8月1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
成立，对外使用苏联远东红旗军独立步兵第88
旅番号，周保中任旅长，李兆麟（张寿篯）任政治
副旅长，旅以下共编四个步兵教导营，两个直属
教导连。同年9月13日，在原东南满、吉东、北
满等党组织基础上，成立了统一的中共东北党

组织特别支部局执行委员会。
周浩介绍，抗联教导旅成立后，在进行紧张

隐蔽军政训练的同时，还持续不断地派出小部
队回东北秘密开展侦查工作。“了解敌人驻军情
况；进行群众宣传、组织工作；还建立了游击活
动根据地；并且吸收队员；监视所在活动地区的
铁路、汽车路运输情况，依照特别指示考察建立
飞机着陆场地。”周浩表示，这些情报编辑成“日
军满洲地区防御部署”小册子，为1945年8月苏
联远东红军对日作战，摧毁日本关东军在边境
地带军事设施提供了重要依据。据统计，从
1941年到1945年，抗联野营教导旅派遣有30余
支小部队，共计300余人次回东北进行活动。

回国对战日本关东军
迎来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远东
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周保中迅速指挥抗联教导
旅配合苏军参加对日本关东军的作战。1945年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周保中指挥
东北抗联指战员迅速抢先占领东北 12 个地区
57个战略据点，在各地开展搜剿日伪残余，维护
社会秩序，进行建党、建军、建政等工作，为八路
军、新四军顺利进军东北开展工作，建立巩固的
东北根据地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1945 年 9 月，东北抗日联军组成东北人民
自卫军，周保中任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同月25
日，周保中在沈阳向中共中央东北局彭真、陈云
等领导汇报东北抗日和当前主要工作任务，并
移交组织关系。

11 月 4 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
治军司令部，周保中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副司令，
东北人民自卫军统一编入东北人民自治军，标
志着东北抗联完成了历史使命。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

周保中在东北工作期间用于接头的四川硬
币正面。 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供图

周保中在东北工作期间用于接头的四川
硬币反面。 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供图

周保中 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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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中是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

彩。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他到东北从事抗日斗争，创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指挥东

北抗日联军与日本侵略者苦战14年，最终迎来伟大胜利。这位身经百战、屡建功勋

的抗联领导人、抗日民族英雄，不仅是有着崇高革命理想信念的爱国者，同时也是一

位赤胆忠心，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东北14年艰苦卓绝抗日战争中所展现出

来的英勇拼搏、百折不挠、勇赴国难的东北抗联精神更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

在东北抗战中的集中体现。

【专家观点】
周保中十四年抗战

展现勇赴国难的东北抗联精神
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研究部主任周浩

硬币当“接头信物”
开启他十四年抗日斗争之路

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
里，收藏着一枚四川二百文
硬币。在抗日战争时期，这
枚硬币是周恩来派周保中到
东北，与中共满洲省委方面
接头时的信物。从此，周保
中也开始了他在东北的14年
抗日斗争之路。

昨日，记者采访了东北
抗联史实陈列馆研究部主任
周浩，他向我们介绍了东北
抗日联军主要创建者和领导
人之一的周保中，14年抗日
斗争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