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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追寻抗联精神大型系列报道 黑龙江日报、黑龙江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共同主办

我省抗联老区分布情况
截至2010年12月底统计，全省有132个县（市、

区），其中有老区的市、县（市、区）108个。另外有8个
林业局、12个街道办事处、12个林场（所）和1个良种
场。被国家和省认定为革命老区的市、县（市、区）66
个，在66个老区中有4个地市级、50个县（市）、11个
区和1个风景区。

“满洲人民与军队的经验，
大家知道了。中国军队不能消
灭，这是肯定的。”

——毛泽东

核
心
提
示

在红色抗日武装中，抗联是被国人了解最少的一支。这是一支没有稳定补给的部队,却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军营文化，其独特的军

服、军帽、军旗甚至军衔条例，时至今日依旧能让人一眼就认出;这又是一支悲怆的部队，被切断了与中央的联系，到延安的路比到莫

斯科还远，拿到一本《论持久战》是中文译成英文，英文译成俄文，俄文再译成中文的;战士们所用的武器更是五花八门，从产地上讲是

“万国造”，从年代上更是囊括冷兵器、简易火器和现代武器。然而就是这样一支简陋的部队，却极大地牵制住了拥有“皇军之花”美

称的现代化日本关东军。如此不对等的较量，在人类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报记者 那可

汤原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邹志光
向记者介绍，位于我省抗联密营内的
兵工厂，多数较为简陋，仅能进行简单
的枪械装备维修。当年可以成规模生
产弹药的只有抗日联军第三军和第十
一军在七星砬子山密营的七星砬子兵
工厂。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老战士张凤
歧在 1963 年回忆到：七星砬子兵工厂
里有三台旋床子，一台镜面床子，一台
综合床子。有的是以柴油机为动力，
也有用手摇的。建厂时从沈阳来了十
八名工人，算守卫的共有百余人。这
个兵工厂除制造子弹外，还能造冲锋
枪和手枪。冲锋枪的样子是仿造捷克
机枪，只是使用的子弹不同，它是打匣
枪子弹。工厂的任务是以修理为主，
修理缴获敌人的枪支，用铁轨以及火
车皮、炮弹皮等为原料。解放后，在这
个工厂里还收集到一千八百多件文
物。

1937 年，敌人发现七星砬子山里
有抗联密营，便加紧进行破坏。由于
叛徒告密，当年秋天，驻守集贤镇的日
伪军 400 余人向七星砬子进攻。抗联
守卫部队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为了
防止损失，工人们将机器拆开埋藏起
来，或转移到其他地方。战斗结束后，
工人又把机器安装好，恢复了生产。
他们把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手榴弹打开
研究，试制出一种杀伤力很强的新式
瓜形手榴弹，供部队使用。就这样，日
伪军虽多次对兵工厂进行破坏，但每
次都遭到守卫密营的部队沉重打击，
兵工厂一直坚持生产。

1938 年 2 月，十一军的一个司务
长、一个排长出去买东西被捕叛变，领
着敌人进攻七星砬子，使这个兵工厂
遭到破坏。但在这之前，兵工厂主要
部分已经转移了。

1939 年初，日寇为摧毁七星砬子
兵工厂，调集了 3000 多日军向七星砬
子发起猛烈进攻。守卫兵工厂的 80
多名战士、工人同日军进行了顽强的
战斗。日军靠强大兵力，昼夜不停地
从山下向山上进攻。我方守军奋勇
反击敌人，战斗持续 3 天 3 夜，日军趁
抗联战士疲惫之机偷袭，从两面夹击
登上了七星砬子山。残暴的敌人最
后竟施放毒气，守卫兵工厂的战士、
工人在战斗中全部牺牲，兵工厂惨遭
破坏。

抗联兵工厂

□本报记者 那可

今天我们看到的抗联后代，每逢盛大节日，
都会穿着苏联红军式样的军服出席活动。早期
的苏联红军在人们心目中，是保尔·柯察金式身
披军大衣，头戴布琼尼帽，跃马扬刀冲向敌人的
形象。我们的抗联部队也会是这样吗？

很多史料都表明，当时的东北抗联确实曾
经拥有苏联红军式的军服。据说这是一些在
苏联生活和战斗过的抗联领导人的建议。这
样的服装也比较适合东北寒冷的气候，目前可
确认使用过这种军服的部队，主要是赵尚志领
导的抗联第三军、第六军。

在被服厂工作过的老战士李在德，提到过
1935年前后抗联不仅有统一的制服，军帽还是
特意学的苏联布琼尼帽，1935年北满省委冯仲

云、夏云杰等领导来到被服厂商定做军帽。战
士们就仿照苏联红军的样式做了一顶给领导
看，领导看过确认说就是这样子，以后我们就
给部队做这样的帽子。

据东北抗联老战士李敏回忆:1939年夏，李
敏所在部队在黑龙江边乘船撤至江心时，被日
军炮火击中。在船体渐渐沉没的危险时刻，连
队副指导员让所有人员都站在船板上高唱国际
歌，并把佩戴红军帽的女战士放在第一排，以引
起对岸苏方人员的注意。奇迹真的出现了，不
多时，苏方派了一艘机动船，将东北抗联人员
接到岸上安置下来。在那个充满激情的年代，
红色标志是双方最直接有效的交流媒介。李敏
老人说，相比于军衣，军帽更难制作。老等山被
服厂，为了赶制第二批西征队员的服装，萝北县
委书记王永昌带着交通员马福东为部队送布
料。由于运来的布匹颜色不一，战士们就用柞
树皮加艾蒿染成了土黄色，用锅底灰染成土灰
色。在裴成春的指挥下，李敏等战士胜利完成

了缝制衣服、背兜，子弹带和腿套的任务。可没
有红布，帽子上的红五星没法做，李敏和裴大姐
一起上老等山北面的树林里，剥下红色的桦树
皮剪成红五星发给战士。

汤原县党史研究室主任邹志光向记者介
绍。1937年夏天，抗联第六军攻打下了汤原县
城，缴获了一大批军用布和藏青色的布料，送
到抗联第六军的帽儿山密营被服厂赶制成过
冬的棉服和棉军帽。没有染料就用树皮加水
煮染，将白布染成土黄色制成军服。当年六军
的被服厂制作的军服基本上就是两种颜色，即
军绿色和用树皮染的土黄色。军帽是由六片
布拼成的，前面带舌，上面红星和顶部有一个
突出 3厘米高的“疙瘩”，顶部露出一个红尖。
被服厂还用从山上猎民那里收购来的兔皮制
作过军、师、团的军旗和子弹袋、机枪套、帐篷、
挎包等军用品。但后期抗联部队条件转为艰
苦时，抗联战士更多的服装是从日伪军手里缴
获或者从敌军尸体上扒下来的大衣和马靴。

戴布琼尼帽的抗联

□本报记者 那可

源源不断的武器装备供应是一支部队发
展壮大的根本保障，也是御敌自保的最基本需
求。有军事专家讲：战争，尤其是现代战争，拼
的就是武器装备和后勤保障。然而抗联部队
自诞生之日起，就孤悬敌后，在没有国家一颗
子弹一粒小米支援的情况下，坚持游击战争。
脍炙人口的《游击队之歌》，向我们描述了游击
战争的情景。“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
消灭一个敌人……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
们造。”但抗联部队的斗争中，却少有歌声里的
轻快、流畅，为了保家卫国，早日将日寇赶出中
国，哪怕只是为了获取打击敌人的一杆枪、一
颗子弹，抗联部队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东北
烈士纪念馆贠占军主任介绍，东北抗联的武器
装备按时间阶段划分，有四大来源，每一时期
的斗争都有鲜明的特点。这些多数都远称不
上精良的武器，在东北战场上谱写出了一曲曲
不屈的战歌。

夺 枪
贠主任介绍，江桥抗战后，东北人民就开

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反日斗争。武装斗争的初
期阶段，是革命队伍武器匮乏期。在对敌作战
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并夺取敌人武器装备是
抗联部队的最大军事目标。几乎每一支抗联
部队都经历了“夺枪斗争”这个特殊时期。在
当时极度恶劣的政治、经济及自然条件下，部
队的给养、弹药来源特别困难，经常处于弹尽
粮绝的困境。

但是，广大抗联将士以饱满的热情和乐观
的态度反抗敌人的围追堵截。日本关东军司
令部档案记载：“杨靖宇等抗日意识坚强之干
部、党员，团结一致，抗拒严峻之军警讨伐，利
用讨伐之漏洞，断然袭击部落、警备机关，疯狂
奔走于抗日前线，夸口说：‘日本军实为豆腐
军，满军乃供应我军武器弹药之部队’。”这番
出自日军档案的记录，不但真实地道出了抗联
部队武器装备的主要来源，而且达到了“在战
略上藐视敌人”的作用。

捐 买
为了更加有效地开展对敌斗争，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抗联队伍采取各种积极有效措施进
行武装建设。除了在战斗中大量缴获敌人武
器装备外，还在广阔的游击区内大力进行抗日
宣传，争取民众支持，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1932年 10月，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在满洲
省委巡视员冯仲云帮助下，成立“红三十三军
汤原游击队”。但因缺乏经验，夺到的枪支被
土匪全部劫走，随后，县委利用党员和部分群
众的捐款买枪 10余支，于 1933年 1月再建游击
队。1936年 6月上旬，赵尚志率领抗日联合军
来到宾县境内扩展根据地，部队驻扎在三岔
河。为动员地主大户支持抗日，联合军司令部
在三门柴家召集群众会议，号召大户人家献
枪、献子弹，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打击日本侵
略者。经过动员，多数地主大户都开明大义，

响应号召捐献枪支子弹。三岔河大排队队长
李靖远还表示要率队参加反日联合军。

日伪政权深知从根源上断绝抗联武器弹
药和物资给养的重要性。为了防止抗联从地
方获得武器弹药，由治安维持会收买（后改为
没收），交付给伪警察等弹药也限量为 30发。
破坏海上通道，堵死了由苏联武器过境的海
路。日伪诸多打击手段导致抗联部队弹药严
重短缺，一颗子弹最贵时黑市价格暴涨到 7角
5分。随着斗争环境日益险恶，日伪实行一系
列“治安整肃”计划，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
落”，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范围越来越小，加
之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使购买和捐献的途径
逐渐丧失。

自 产
抗联的干部战士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武

器效能，获取更大胜利，想了很多办法，甚至在

战斗中进行发明创造。较为典型的战例是赵
尚志指挥的“木炮打滨州”。这门大炮用湿柳
木包着一根粗铁管制成。炮身长约六七尺，炮
口内径约半尺多，外面用五道铁箍紧紧箍住，
并用粗铁线一道道缠好。该炮能装十多斤火
药、三四十斤碎铁及大秤砣等物。这尊木炮在
战斗中发挥了巨大威力。

东北烈士纪念馆藏有一门年代久远、锈蚀
斑斑的大土炮，俗名“大抬杆”。铁木结构，全
长 119厘米，宽 18厘米，口径 8厘米。它其实是
一种大口径火药枪，以碎铁为弹丸，具有较大
杀伤力。1939年秋，抗日义勇军连长谷振亭率
部在珠河县乌吉密老龙头山与装备精良的日
伪军遭遇。在激烈的战斗中，谷连长和战士们
毫不畏惧，用这门大土炮猛烈地轰击敌人，击
毙日军少尉及以下士兵数人。

为了适应作战需要，东北抗联部队不但在
战斗中制造简易兵器，还在后方密林中建立了
自己的兵工厂。大荒沟兵工厂和七星砬子兵
工厂作为典型代表为支援前方部队有力地打
击敌人做出了巨大贡献。

苏 制
由于东北地区与苏联接壤，且共同担负着

反法西斯的斗争使命，这样的便利条件使身处
险境的抗联部队加强了与苏军的联系，并通过
各种方式不断获得中共驻共产国际的支援。
在斗争形势比较险恶的情况下，中苏边境成了
保存革命力量的重要生存通道，抗联部队多次
到苏联境内休整，并获得苏军的装备支持。

抗联部队进入苏联境内被编入苏军建制
后，武器装备按苏军步兵建制配发。为使手中
武器发挥最大效能，周保中在 1941年 2月 20日
下达的训练文书中明确指出：“我们要知道，战
斗的要点在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达到战胜
的目的。无论现在兵器如何发达，步兵作战仍
居主要地位，而步兵最有效的战斗手段是依靠
射击……尽心瞄准和实弹射击，将自己培养成
神枪手。”

图为 7 月 1 日，报道团记者在上甘岭区老
钱柜战斗遗址采访。 本报记者 万冲摄

武器 残枪钝弹搏命杀敌

在四块石山附近挖出的抗联第六军第四师在四块石山附近挖出的抗联第六军第四师
被服厂使用过的缝纫机被服厂使用过的缝纫机。。 北安博物馆提供北安博物馆提供

东北烈士馆内抗联使用过的木炮模型。
本报记者 陈贺摄

记者手记

本版相关资料由李勃提供

□那可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行军打仗的部队，拥有合适
的武器装备，是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精良的
武器装备甚至可以左右战争的胜负。然而就
在 70 年前的这场现代化战争中。东北抗日
联军却是一支始终没有标配武器、没有后勤
补给的部队。抗联与日伪军的战斗，堪称是
现代战争史上装备差距最悬殊的搏斗。采访
期间，我一直留心任何关于抗联武器装备的
实物和记录，希望借此“真刀真枪”地“触摸”
那场战争。

最开始吸引我的，是北安博物馆里两把
大刀，刀身已经锈得发黑，只轮廓上还显示出
大刀的粗糙外形。博物馆副馆长边瑾说，这
就是抗联战士们真正用过的武器。不同于
29军大刀队血战喜峰口，用大刀的抗联战士
既没有留下战绩也没有留下名字，只知道他
们在国破家亡时，哪怕手里只有大刀、长矛这
样的冷兵器，也要加入抗联打鬼子。

再看抗联用过的枪支，木制的枪托已经
腐烂殆尽，剩下铁制的枪杆还挺立着，寒酸的
外表甚至已经分辨不出是哪国的“产品”。东
北烈士纪念馆研究部主任于文生说，用上步
枪的抗联战士已是幸运，要知道战士们最先
用的是射程只有百十来米打猎的土炮、霰弹
枪。还有一个战士需要背好几把枪的情况，
因为子弹也是捡来的，不知道能用在哪支枪
上。

与枪相比，子弹对抗连部队更珍贵，老战
士李敏回忆，弹药的使用有着严格的限制，打
出去多少子弹，都要捡回来。在山林里战士
们宁愿饿着肚子，也不能用子弹打野猪、打狍
子。因为留着一颗子弹，就有机会打死一个
日本兵。在抗联“兵工厂”还在生产的时期，
战士们把变形的弹壳尽量修复再装上子弹。
不过这些子弹很容易成为哑弹，打不出去。
由于缺乏保养器材，抗联战士手里的枪很多
都生满了锈，要不断地擦拭。短兵相接时最
为残酷，如 1938 年冬锅盔山一战，抗联部队
遭到围困，敌人用刺刀，抗联战士只能用枪
托，因为抗联的俄制或捷克制步枪大多没有
刺刀。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
曾说过，东北抗联14年的抗日游击战争与两
万五千里长征、江南三年游击战争同样艰苦
卓绝，可歌可泣，是中国革命的“三大苦事”之
一。

记者认为，抗联所遇遇到条件之艰苦，敌
我力量反差之大，在红色抗日武装中当属最
苦。然抗联战士并没有因困境发出“有心杀
敌，无力回天”的慨叹，司马迁曾描写李陵“转
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
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李陵率
军，力尽被俘，杀敌数倍，固无可指责。然抗
联将士，力竭不屈，甘洒热血，却又是古人所
不及，所谓民族英雄，舍此谓谁？

最悬殊的搏斗

北安博物馆内抗联战斗场景的模拟蜡像北安博物馆内抗联战斗场景的模拟蜡像。。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万冲万冲摄摄

北安博物馆收藏的抗联战士用过的大刀北安博物馆收藏的抗联战士用过的大刀、、步枪步枪。。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那可那可摄摄

东北
抗联第三
路 军 军
帽。北安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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