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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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
抗日联军……的游击战争，曾
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
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
敌人消灭。”

——毛泽东

1936年，日寇对东北地区策划了“三年治安肃正计划”，这给抗日联军造成了很大的困难。1938年日寇制造了“三·一五”事件，

实行大检举，导致众多中共党员和抗日群众被捕，惨遭杀害，使下江地区党的活动几近瘫痪。1938年以后，日寇对三江地区的讨伐

更加频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抗联部队实行战略转移，开始西征。北满抗联部队第三、六、九、十一军主力部队分三批从萝北、依兰

等地出发，向位于小兴安岭西麓的黑嫩平原进行远征。1938年下半年开始，远征部队穿越大片密林沼泽，翻越崇山峻岭，并不断冲

破敌军的堵截和封锁，经过千难万险在同年秋冬先后到达海伦一带，与在那里坚持斗争的抗联部队胜利会师。艰苦的西征彻底粉碎

了敌人想将抗联“聚而歼之”的图谋，保存了部队的主力，为开展黑嫩平原抗日游击战奠定了基础。实际上,这样的远征不止1938年

一次，早从1936年，北满抗联为开辟新根据地就开始陆续远征,之后包括吉东和南满的抗联也进行了同样艰苦的远征壮举。

□本报记者 刘剑

抗联老战士王钧参加了这次西征，记者根据老
人曾经的回忆，再现了当年艰苦西征的真实场景。

1938年8月，西征队伍除了要跳出日伪军的包
围圈，还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做顽强的斗争。抗联
战士一路上穿密林、过草甸，风吹、雨淋、蚊虫叮咬，
挨饿、沼泽、溃烂……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前进！最
叫战士们挠头的就是“飘伐甸子”和“红眼蛤塘”。“飘
伐甸子”表面上长满青草，底下是烂泥塘，人踩上去
颤颤悠悠的，稍不留神踩重了一些，就会陷进去，幸
运的被拉上来的也是个泥人。“红眼蛤塘”也称塔头
甸子，里面都是红色的像铁锈一样的水，杂草一团一
团，走路要在草团上跳，稍一偏就滑到水里，天数一
多，脚就沤烂了，而且肿得厉害，让风吹干后，皮肤紧
缩，脚往地上一踩，立刻裂出许多小蚂蚱口子，往外
渗血。老人说：“同志们都很乐观、坚强，拄着拐棍一
瘸一拐的人不少，但大家都不叫苦叫累，精神依然饱
满。饥饿也是我们最大的困难，最初每个同志仅有
一碗米，想走一个月，经过小兴安岭的数重山，难度
可想而知。大家互相依靠、互相激励，始终保持革命
乐观主义精神，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八道林子。”

酷暑西征中的
千难万险

悲壮西征 雄关漫道真如铁

6月30日，报道团记者在黑金河战斗旧址采访。 本报记者 万冲摄

□本报记者 刘剑

抗联老战士芦连峰参加这次西征的时候
只有16岁，他对这段经历记忆尤为深刻。老
人曾回忆说：“这次西征路线并不复杂，路程
充其量不过千余里，但着实是一条充满艰险
和死亡之路。”

老人分别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再现了

战士们的艰苦卓绝。先说“行”，战士们在盘
根错节的原始森林中行进，十步当一步走。这
里人迹罕见，山上深涧乱石，倒木葛藤，极难
穿行，很多地方人马上不能过，下不能钻，只
能绕远弯曲前进。山下沟塘沼泽，覆盖厚厚
的积雪，便成为一道道致命陷阱。齐膝的积
雪再常见不过，齐腰的积雪一样不少见，战士
们每迈出一步，或披荆斩棘，或试探摸索，或

破雪开路，总之走不了多远就会感到精疲力
竭。

接着说“衣”，在这样的密林中跋涉最费
的莫过于衣服和鞋。出发时战士们的棉衣就
不够穿，加上穿行林海，很多人的棉衣已经被
刮得破烂不堪，棉衣多半变成了夹衣。脚上
的靰鞡和胶鞋没多久就裹不住脚了，很多战
士磨破了鞋露出了脚跟，脚跟很快就被冻伤、
冻裂、发炎、化脓、溃烂，直到露出脚后跟的骨
头，疼痛钻心，只能踮着脚咬牙前行。老人回
忆当时有接近一半的人都拄拐前进。

再说“住”，寒冬行军中的露营就是噩梦，
整个西征路上战士们住的都是天大的房子，
地大的炕，篝火露营雪筑墙。火大生风，篝火
熊熊，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气温下，胸前的
大火能把人烤焦，而背后的寒风又把人冻
僵。夜晚宿营，有的战士因烤火，火星点燃衣
物或是弹药而牺牲；有的变成永远醒不过来
的冰人；有的因为极度饥饿、疲劳和寒冷而一
头扎进火堆……幸运活下来的战士几乎都有
冻伤，严重的冻掉了手脚，场面惨苦。“食”是
人生存的前提，而食物给养却因敌人的封锁
围剿变成了一种奢望，西征开始几天后部队
就断了炊。战士们只能开始吃马，先吃冻
死、累死、饿死的马，然后是忍痛杀活马，马
被吃完了，皮和骨头一直留着，一遍一遍
煮，再后来吃松子、橡子、树皮、靰鞡，将其
剁碎、浸泡，加上用木灰淋出来的木碱水，再加
水煮成糊状食用。

严寒西征中的衣食住行

□本报记者 刘剑

1938年 8月 23日,六军参谋长冯治纲和二师师长
张传福率领的北满抗联第二批西征部队中的一支行至
汤原黑金河西沟岔口宿营时,突然遭到百余名日伪军
袭击。

张传福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在指挥战斗中不幸身
负重伤，但他忍着伤痛坚持指挥，经过激烈的枪战，部
队终于冲出重围，转移到了安全地带。但在第二天夜
里，张传福因伤势严重，失血过多而牺牲，时年 36岁。

张传福是在夏云阶太平川起事后第一批毁家纾
难、投身抗日的著名人物。张家经过二十几年的奋斗，
家业越来越殷实，全家 37口人，有房 15间，地百来垧，
有车有马，特别是张家粉坊在太平川一带远近皆知。
后来，他抛家舍业，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
的洪流中，他作战英勇，战功赫赫，多次沉重地打击敌
人，给日伪军造成极大的震慑，堪称是抗日联军中的一
位勇将。他是六军重要的领导人之一，是军事骨干，他
的牺牲是六军巨大损失。

张传福
率部突围英勇牺牲

□本报记者 刘剑

1938年6月，抗联第九军政治部主任魏长魁、第三军
政保师师长常有钧和第九军二师师长郭铁坚率领西征的
队伍行至通河苇子沟时，突然遭到大队敌人的袭击。

魏长魁带队组织突围，因走在最后照顾两名体弱
的战士，不幸被敌人子弹射中，身负重伤，不能行走，导
致与部队失散。之后，他独自一人顽强向前爬行了数
里山路，终于没有逃脱敌人的追捕。马上被敌人追上
之时，魏长魁的英勇之举足以证明他当时想到的不是
个人生死，而是以党和其他战友的安危为重：他将携带
在身上的文件迅速焚烧销毁，后自刎而死。他的牺牲，
一样的壮烈。

1906年，魏长魁出生于山东德平，早年到大连谋
生，是我党在东北发展的最早的党员之一，他是西征开
始后，北满抗联牺牲的第一位重要领导人。

魏长魁
宁死保护党的文件

核
心
提
示

□本报记者 刘剑

1938年 6月底，郭铁坚、常有钧率部继续西上的
过程中，敌人似乎已经觉察这支部队的意图，不断在
他们面前设置伏兵，因此这批西征队伍是在频繁的
战斗中渡过呼兰河，到达庆城九道岗，却再遭敌人重
兵包围。突围中部队被打散，常有钧和郭铁坚失去
联系。

后来，常有钧率三军三师八团、六军二师十二
团、九军二师五团北上通北、龙门，开辟新区。10月
初，这支部队行进至通北柳毛河东岸一撮毛，六军二
师参谋长韩铁汉、副官李英臣动摇叛变，将常有钧暗
杀，并带着 12个人和一挺机枪叛逃。

常有钧的牺牲使北满抗联队伍又失去一员虎
将。此后，这支队伍只剩下三军三师八团的数十
人，由团长姜福荣率领，独立在通北一带坚持游击
活动。

常有钧
惨遭叛徒暗杀

西征·记忆

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刘剑

“悲壮西征”一词，是报道团在采访中听到
的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抗联专家也向记者讲
述了不少关于“北满抗联在 1938年为防止敌
人的围剿而进行的难以想象却奇迹般完成了
艰苦西征”的经历。

汤原县委党史办主任邹志光告诉记者：
“1938年下半年开始的西征，是抗联历史上悲
壮的一页，那是难以形容的伟大和艰苦卓绝，
是不屈的中华民族抵御外敌英勇、顽强的写
照。”记者根据几位专家的详尽介绍和大量史
实材料，还原了艰苦、悲壮的北满抗联三批队
伍的西征过程。

出师不利
痛失两员战将多名战士

1938年 6月，首批西征部队由抗联第三军
政治保卫师和第九军二师共抽调 150多人组
成，指挥员为第九军政治部主任魏长魁、第三
军政保师师长常有钧和第九军二师师长郭铁
坚。7月，部队从依兰出发，经沙河子渡过松
花江，在通河县小古洞筹集了给养，沿庆城、铁
力县山边北进。当部队行至通河苇子沟时，遭
敌袭击，魏长魁带队突围，为掩护战友身负重
伤，终没有逃过敌人的追捕，英勇牺牲。

之后，部队在常有钧、郭铁坚率领下继续
前进。行至庆城县九道岗时被包围。突围时，
常有钧和郭铁坚失掉联系。常有钧率政保师
及第九军二师四团部分战士经过长途行
军，艰难跋涉，于九月下旬到达海伦县与第
三军六师张光迪部队会合。而后他受命继
续北上通北、龙门，开辟新区，队伍行进至
通北柳毛河一带时，六军二师参谋长和副
官动摇叛变，将常有钧杀害后叛逃。这使
抗联再失一员战将。

郭铁坚所率的 60多名战士，在经过绥棱
县张家湾河附近时，因河水暴涨被困在山中，
20多天断绝粮食，靠树皮野菜充饥，许多战士
饿昏病倒。洪水消退后，部队来到绥棱东部栾
家烧锅屯，受到抗日群众张大嫂的支援，她将
自家即将成熟的两垧玉米，全部送给战士，部
队才得以脱离险境，当队伍到达通北林区，全

队仅剩 20多人。

克服天灾“敌祸”

长途跋涉胜利会师

1938年 7月，第二批西征部队开始西征，
分两支队伍进行。一支由抗联第六军军部教
导队一部、六军二师十一团等共 200 多人组
成，指挥员为六军参谋长冯治纲和第二师师长
张传福。另一支由三军三师、六军三师八团等
共 300多人组成，指挥员为第三军政治部主任
金策、第六军三师师长王明贵、第三军三师政
治部主任侯启刚。

1938年 8月上旬，抗联第六军西征部队从
萝北县梧桐河畔老等山出发。8月 28日部队
在汤原县黑金河西沟岔口宿营时，遭百余名日
伪军袭击，经激战突围，二师师长张传福壮烈
牺牲，马匹大部散失，给养被敌人夺走。在极
端困难的情况下，冯治纲没有灰心，带领战士

继续冒雨穿越黑金河一带茫茫沼泽，向西行
进。为避开敌人，部队一天到晚行进在草甸之
中，战士以野菜、山果充饥，双脚被沼泽地里的
泥水沤烂，皮肤被蚊虫咬肿。部队经一个多月
长途跋涉，越过小兴安岭，终于到达海伦北部
的八道林子，与第三军三师张光迪部会合。

同年8月，第二批西征部队的另一支，三军
三师和六军三师等，分别离开富锦、宝清县，渡
过松花江向萝北县集结，他们同样计划从老等
山出发。9月 6日，部队给养仍然没有着落，敌
人却大规模来袭，金策、王明贵决定立即出
发。此时每个战士只有四穗苞米。10日，部队
来到都鲁河畔，被汹涌暴涨的河水挡住去路，
金策和王明贵好不容易找到一只木船，摆渡三
十余次终将全部人马渡过河去，虽摆脱追兵，
却进入一望无际的死亡沼泽。接连几日，大雨
一直不肯停歇，战士们全身湿透，尤其下身长
时间浸泡在泥水中，又没有食物，境况十分悲
惨，不少战士摔倒后就再未站起。多亏部队走
出泥沼后打了一场胜仗，夺得了充足给养，战

士们才逐渐恢复体力。之后金策考虑到，大部
队行军目标明显，且步骑混杂，机动能力差，于
是决定兵分两路。侯启刚率领骑兵部队沿铁
力、庆城方向进军。金策、王明贵率步兵绕道
老钱柜向海伦、通北方向挺进。两支部队分别
穿过小兴安岭密林，一个多月后，于 10月上旬
相继到达通北林区与首批西征部队会合。

兴安林海战严寒

“露营之歌”展磅礴

第二批西征部队出发后，总指挥李兆麟开
始组织第三批部队西征。9月，他率领六军教
导队从萝北出发，南渡松花江，经富锦到达宝
清，与六军一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会合。李兆
麟向新任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传达了省委决
定，要他和徐光海两人留在下江，坚持斗争。

10月 10日，李兆麟和十一军一师师长李
景荫会合，决定亲率队伍出征。11月初，六军
教导队和十一军一百余人在富锦集结。因日
伪军沿松花江组成封锁线，部队选择夜晚踏冰
渡江。11月中旬部队到达汤原东部一处幸存
下来的密营。寒冷的天气，战士们还穿着单
衣，不解决冬装队伍无法前进。李兆麟派出一
支部队，奔袭鹤立，缴获了一批棉花、棉布和麻
线，分给战士们自己做棉衣。三天之后，这些
大多没摸过针线的战士居然都为自己做好了
棉衣，继续踏上向西的征途。此时小兴安岭早
已朔风怒号，大雪纷飞，冰冻三尺，战士们在零
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中踏雪前行，不少战士冻
坏了手脚，一些人晚上在篝火旁休息，第二天
早上却被冻成“冰人”。在断粮的日子，战士们
用雪水煮橡子、树皮和牛皮靰鞡充饥。

在这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李兆麟带领抗联
战士一直保持昂扬的斗志和胜利的信心，著名
的《露营之歌》正诞生于此，歌中“火烤胸前暖，
风吹背后寒”就是西征严寒行军的真实写照。
12月 29日，第三批西征队伍终于穿越了小兴
安岭的千里林海，到达八道林子，与先前到达
的部队会合。至此，北满抗联总司令部领导下
的三、六、九和十一军主力，摆脱了日寇的围追
堵截，突破了人类生存的极限，战胜了千难万
险，终于完成西征。抗联战士用生命和鲜血谱
写了我军历史上一段伟大的篇章。

□刘剑

在抗联老区的大地上，抗联将士为了
避开日寇的围剿而进行西征，深深地震撼
着报道团的每个成员。艰苦卓绝的西征之
路令人惊叹不已，那都是在一次一次挑战
人类的极限。笔者感到，几乎没有语言能
贴切地形容它的悲壮和艰辛，更没有语言
能准确地表达战士们究竟有多么伟大。

采访前后，笔者阅读了大量关于抗联
西征的史料，每每想提笔开始表达心中的
震撼和悲痛，却又因感动而被深深吸引，迟
迟抬不动笔，这种阅读根本停不下来，记者
不想错过关于西征每一个撼动人心的细

节，那种超强忍耐、那种艰苦卓绝，着实感
人肺腑。记者体会，似乎这种感动唯独只
有通过痛哭来缅怀先烈,情感方可得到真
正的宣泄和释放。

真的不忍再看西征途中战士的衣食住
行，似乎每一次讲述或是了解都是钻心的
痛苦，可只有通过深知和铭记，才会让这份
民族精神得到应有的传承与升华。酷暑西
征中，大批战士脚溃烂、蚊虫咬，病死、饿
死。严寒西征的战士则显得更为惨烈，极
寒导致冻伤坏死、手脚冻掉、冻成“冰人”，
还有在烤火的时候烧焦……这种折磨与献
身，总让人感到是一种不能承受之痛。西
征将士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样保留了抗

日的火种。艰苦的西征彻底粉碎了敌人狠
毒的阴谋，保存了北满抗联的主力，为开展
下一步黑嫩平原的游击战奠定了坚实基
础。

西征中,战士们不是为了自己生，而是
为保留更多的抗日力量，他们都在顽强地
活着。缺衣、少粮、无药的情况下战鬼子、
斗严寒、斩荆棘、穿林海，战士们饿得杀光
战马，吃尽了皮骨，最后煮靰鞡，啃树皮，嚼
草根。人困却不能长睡，最多一个小时，还
得分几段睡，否则将长眠不起。有老战士
激动地回忆说，“一路上，胖的瘦了，瘦的病
了，病的死了。深山的白雪不知埋葬了多
少好同志。”挑战生命极限的同时，让人叹

服的是抗联战士永葆的革命士气与豪情。
条件如此艰苦，战士们却始终保持革命的
乐观主义精神。宿营的时候，你拉我唱，歌
声此起彼伏，大家没有因为伤病和恶劣的
环境而愁眉不展。著名的《露营之歌》就是
在此时创作的，“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正是严寒中西征的真实写照。整个西征，
宝贵的抗联精神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战
士们表现出了困境求存、险境无畏、绝境赴
死的大无畏牺牲精神，展现出愈挫弥坚、宁
折不弯、坚忍不拔的顽强奋斗精神。

翻阅西征的材料，可谓字字艰辛，句句
悲壮，让读者触目而惊心，临文而泪下。笔
者在采访本上记录下这样一段话，向西征
路上的抗联战士致敬——“抗联战士们以
举世所罕见的艰苦卓绝铸就的光荣和悲
壮，会永远载入中华民族抵御外族侵略的
光辉史册。”

举世罕见的艰苦卓绝

本版相关资料由李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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