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
码
关
注

北
国
风
副
刊

2020年12月18日 星期五

11

责编：曹晖
（0451-84691037）
执编/版式：毕诗春
（0451-84655933）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hljrbbsc@hljrbbsc@163163.com.com

周
末

嘎丽娅的俄文全称是嘎
丽娅·瓦西里耶夫娜·杜别耶
娃，嘎丽娅是这位中俄混血姑
娘的俄文昵称，她的国籍为俄
罗斯。她于 1928年 2月 18日
出生在绥芬河市一对由中俄
夫妇组成的家庭。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打
乱了他们的平静生活。为支
援抗日义勇军，嘎丽娅的父亲
张焕新捐献了大量的面包和
鸡蛋。1933 年 1 月 5 日，绥芬
河沦陷，绥芬河商会汉奸会长
李金生，劝说张焕新将餐馆名
称改为日本名。但倔强的张
焕新不肯听从，无奈把招牌摘
下，用木头刻了几个面包，挂
在店门口，自称“苏列巴”，从
此“苏列巴”面包传遍绥芬河，
成为这个饭店的代名词。嘎
丽娅就是在这样一个富有正
义感的家庭中耳濡目染养成
了聪慧、活泼、正义、乐观、善
良和勇敢的性格。

1942年，嘎丽娅从俄侨学
校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被学校
录用，她凭借声乐和日语特
长，被学校聘为代理音乐课教
师和代理日语课教师。具有
勇敢正义的品质和会三种语
言的优势，也是她后来成为上
山劝降的和平信使条件。

1945 年 8 月 9 日，苏军从
中国东北的东、北、西三个方
向，同时向四千多公里战线上
的日本关东军发动攻击。在
苏联红军的强大攻势下，当
天，绥芬河城区就被苏军攻
克。但天长山要塞的450名日
军凭借防御工事和平射炮、反
坦克炮、山炮等装备，负隅顽
抗，给苏军造成很大的伤亡。
加之，关东军守备队事先将绥
芬河市内的大批日侨、商人、
妇女、孩子都带到要塞内。苏
军为了减少伤亡，也考虑到要
塞内妇女儿童的安全，决定派
人上山与守敌进行谈判，让他
们放下武器。

8月 11日中午，张焕新一
家和其他村民依照苏军疏散
人口前往安全村屯躲避战火
的要求，到苏军司令部办理登
记时。只见从屋内走出一名
军官，用俄语大声问道：“你们
这里谁会说日本话？”

当时绥芬河是个只有几
千人的小镇，嘎丽娅相貌和才
华十分出众，大家自然把目光
投在了她的身上。苏军军官
当即把嘎丽娅请进了苏军司
令部。过了一会儿，嘎丽娅与
十几名苏军官兵一起从司令
部走出来。嘎丽娅平静地告
诉妈妈，为了减少双方的伤
亡，她要担任苏军的日语翻
译，前往天长山日军要塞劝
降。当时嘎丽娅的妈妈不同
意，担心着女儿的安危。但嘎
丽娅却说天长山要塞中还有
她的日本同学，她要把他们救
出来。这样由嘎丽娅在前面
举着白旗和一小队苏军官兵
一起走向了天长山日军要塞。

据前往劝降的苏军军官
儿媳在回忆其公公生前讲过
的情节：当时嘎丽娅来到要塞
前喊了一个多小时，但日军就
是不派人谈判。又过了约半
小时，日军回复说，只允许嘎
丽娅一人进入军营，否则拒绝
和平谈判。苏军强调根据国
际军事谈判惯例要求平等谈
判，但未果。这样，只好让嘎
丽娅一人前去。嘎丽娅第一
次从要塞返回苏军小分队阵
地时描述，要塞的日军听说要
他们投降都哭了，但表示还可
以由嘎丽娅一人代表苏军再

谈一下。苏军只好再征求嘎
丽娅的意见，嘎丽娅一听掉下
了眼泪，她说：“我去了可能回
不来了。”但是为了拯救更多
的人，她还是毅然走入日军要
塞前的阵地中。

这时，日本人也派了一支
小分队，谈判地点距苏军小分
队也就四五十米距离。当时，
说话和争吵的声音不时从日
军盘踞的阵地中传来，嘎丽娅
再次返回虎穴谈判。结果，等
了三个小时仍不见嘎丽娅返
回，突然一声刺耳的枪声，随
后一片死寂（事后据一部日本
天长山要塞老兵的回忆录，讲
到嘎丽娅劝降时，日军中的主
战和主降两派发生激烈斗争，
最后以主战派掏枪杀害了嘎
丽娅而结束）。又等了半个小
时，日军突然冲出来开枪扫
射，两名苏军士兵当场牺牲，
三名士兵负伤，谈判失败，随
之苏军用重炮对要塞展开了
强攻。

8月 15日，天长山剩下的
26名残敌终于被迫投降。由
于攻克要塞的苏军部队又立
即投入了向哈尔滨进发的紧
急任务，而新换防的苏军又不
知情。以致嘎丽娅家属和绥
芬河市民多年来寻访嘎丽娅
的下落，始终处于活不见人死
不见尸的状态。

2004年，经中俄有关方面
的不懈努力终于核实了嘎丽
娅最后光荣牺牲的情景。绥
芬河市民间自发地开展了为
嘎丽娅塑像的活动，很快得到
了绥芬河政府有关部门的高
度重视，他们不仅精心选址塑
像的落成地点，还聘请了著名
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列宾美术
学院对塑像和纪念碑进行设
计。2009 年 9 月 8 日，嘎丽娅
的青铜塑像在绥芬河市和平
公园落成。纪念碑的花岗岩
基座造型象征山城和要塞。
嘎丽娅回首、招手向着通向老
城区的大路，表现向乡亲告别
和对家乡的依恋，迈步转身走
向天长山要塞，表现坚定执行
使命；身后双翅由从脚下岩缝
中喷涌而出的火焰生成，象征
嘎丽娅如天使、雄鹰，也象征
她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更为难得的是，雕像背后
镌刻着 2007年俄罗斯总统普
京事先为纪念碑落成写来的
信中的一段话：我们的友谊是
相互理解、信任，共同的价值
观和利益。我们将铭记过去，
展望未来！”

这座雕像见证了中俄人
民的友谊，成为中俄友谊永恒
传承的记载。

嘎丽娅的青铜塑像嘎丽娅的青铜塑像。。

和平信使嘎丽娅
□刘大志

过去,在安达站欧式风格的建筑群
中，顺临铁路紧挨原车站出口南侧，矗立
着一栋很显眼的白色小二楼，这便是驰名
的“老站长室”,人们习惯称之“小白楼”。

“小白楼”，是沙俄修建中东铁路时于
1901 年落成的铁路附属建筑物。高 9.5
米，长 24米，总面积为 355平方米。砖木
结构，红砖墙体，毛石基础，起脊铁皮屋
盖，窄长形窗户，门前木制雨搭，外墙和突
出门窗口边框过梁及高间墙采用砖砌花
饰。建筑左侧为一层，右侧为二层。房顶
中央有一座高出房顶约1.5米的俄式木质
瞭望塔。二层楼中间用腰线相连，底层砌
石块装饰，呈现粗犷稳定气势，含有文艺
复兴建筑元素。室内的俄式木质扶手和
铁质楼梯，庄重典雅，美观大方，凸显俄式
风格。整体建筑造形美轮美奂，平面自由
伸展，形体变化丰富。墙面、檐口及窗楣
上的花饰极富俄罗斯民族特色，加之俄式
建筑惯用的红色屋顶、米黄色墙面、白色
点缀等格调，烘托出一种亲切温馨的舒适
氛围。

年过百岁的“小白楼”，像位百岁的老
人，拎着百岁的灯盏，见证百岁的中东铁
路历史变迁。它与中东铁路一同诞生，经
历一个世纪的风剥雨蚀，其欧式风姿愈显
深沉厚重；那木棂窗前的灯光，忽暗忽明，
忽缩忽伸，聆听着沿线排山倒海的呼啸和
抑扬顿挫的汽笛声；那闪烁的光束，时长
时短，时而拉抻铁轨的岁月，时而推近时
光的距离；那明亮的白炽灯，又似一只纯
静如水的眸子，深情地注视着那铁路深处
渐行渐远的悲喜炎凉。

中东铁路，是沙俄在中国掠夺财富、

侵略经济和控制远东而修建在我国领土
上的一条铁路，同时也是我国独一无二的
完整体现 20世纪早期工业化、近代化进
程的实物例证。初称为中国东省铁路，亦
称东清铁路、东省铁路，简称中东铁路。
（网上核实准确表述）此路西起满州里，中
经哈尔滨，东出绥芬河，与俄罗斯后贝加
尔铁路及南乌苏里铁路两面首尾相接；支
线由哈尔滨经长春抵大连。全路呈“丁”
字形，长2437公里。于1897年8月动工兴
建，1903年 2月全线竣工通车。其中中东
铁路西线安达站路段于 1900年 4月开始
铺轨，1901年安达站站长室、乘务员公寓、
员工食堂、医院(卫生所)、俱乐部等房舍动
工兴建，1903年安达站候车室、货物处建
成交付使用，同年7月14日安达站正式投
入营运。安达站设立后，沙俄向铁路两侧
扩展土地，并在安达站驻扎俄国铁路守备
队第三十六支队。

“小白楼“的灯光，似一组组长长的镜
头，拍摄下安达系列的历史大片。光阴似
箭,时过境迁。记得很多年前，“小白楼”
便不是“站长室”了，改为其它用房。但人
们还习惯叫它站长室。不过，前边加个

“老”字，叫“老站长室”。一个“老”字，彰
显年龄、阅历、厚重、沧桑。老站长室的璀
璨灯光，穿透蹉跎岁月的年轮。那具有极
高艺术价值、审美价值及历史价值的“小
白楼”，虽然沐风浴雨有些年迈老态龙钟，
但还是能让人一眼猜到“老者”年轻时的
青春风釆。

当时光迈入 21世纪、高铁像道彩虹
横空问世时，“小白楼”便不得不闪烁出
几分无奈的光芒。当时，“小白楼”被定为

平移保护的历史建筑之一。采用国内首
次冰轨平移技术，并于 2013年 1月 17日
10时位移成功及2月4日最后就位。平移
冰面 4000多平方米，距离 240米，途中 90
度旋转。一座具有 110年历史的俄式小
白楼（老站长室），“五花大绑”地慷慨“让
位”给新建的高铁“安达站”了。

今天，“小白楼”移位在安达站广场前
东北角上，外貌仍保持其原本的历史形象
和风格，可或多或少地失去了往昔的风光
和神韵，孤单单地站立在那儿，略显几分
孤独、寂静和失落。而那束穿透“小白楼”
身世的灯光，却伴着呼啸奔驰的高铁列
车，抻长了安达人心中的遥远记忆。

1945年的双庙子（兰西）县城，日本
人已于投降当日连夜逃走，城内出现管
治真空状态。伪县长苏堃等反动官吏与
大地主谢大虎（原名谢春廷）相勾结，纠
集警察、特务和社会游手好闲人员组成
所谓“保安队”130余人，他们妄图继续统
治兰西县。

10月下旬一天夜里，从哈尔滨通往
兰西的公路上(现在的哈黑公路)，开来一
支有二三百人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支队，
穿的是深灰色军装，带的都是普通枪支
弹药。这是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七师十旅
六团部分战士，奉命前来解放兰西。先
是开进兰西县城南的榆林镇，做战前准
备。而占据着县城的“保安队”竟以武力
与自治军顽抗，并叫嚷一定要“迎接”国
民党“接收”兰西。

解放兰西的战斗，打响在 1945年 11
月7日晚上23时左右。兰西县城南门火
光冲天，枪声大作，搅动了远近村庄睡梦
中的人们。距县城周围十几里的屯子人
们完全可以听见战斗的激烈程度，好多
人已经睡不着觉，纷纷爬到房顶上眺望
县城方向的战斗情况。

那个时候，兰西县城四周还有比较
坚固的高高围墙。兰西土城筑于民国十
一年（1922年），墙四角设简易炮台，有瞭
望哨，墙体有两丈多高，没有梯子是上不
去的，防御设施还是相当不错的，成为守
城者的天然屏障。

东北人民自治军从外面利用树木和
大门的空隙或爬到围墙上向里面攻击；

这些当地的反动武装已经明白自己走到
了末路，不肯缴械，躲在城墙上面的炮楼
里，利用城墙有利地势猛烈地向外面战
士开枪射击，而自治军暴露在明处，造成
了不小的伤亡。

兰西县城里的老百姓早就受够了这
些反动官吏和土匪的统治，怒火中烧，对
于东北人民自治军的迅速到来激动万
分。不少人家蒸了一锅又一锅馒头，还
烙了一叠叠大饼，拿出准备过年的腊肉
炖好东北菜，特制的双庙子烧鸡。趁着
后半夜朦胧的星光，机智地溜到城墙根
底下，将打包的一锅锅饭菜装载好，用绳
索顺着城墙投送到城外给东北人民自治
军。不但及时解决了城外部队的吃饭问
题，也大大鼓舞了广大战士们的斗志和
信心。

随即，部队迅速将兰西县城包围起
来，责令城内武装立即缴械投降。此时，
谢大虎非但不投降，反而命令手下继续
朝东北人民自治军开枪，阻止进城。

东北人民自治军将小钢炮支在县城
一处高地上，将南城门轰开，终于撕开了
一处部队进攻的口子。部队潮水般地冲
了进去，势不可挡。

敌人见势不妙，全面溃退逃逸。谢
大虎眼看大势已去，实在顶不住了，就惊
慌失措地带上几个随从，从东城门逃跑，
钻进了城东河口的拉哈山林。

11月 9日清晨，鲜艳的红旗插上了
兰西县衙门的屋顶，办公室里贴上了毛
泽东和朱德的大幅照片。

1946年春，逮捕归案的反动势力头
目谢大虎，在兰西县第一小学操场上召
开的公判大会上，被依法判处死刑，执行
枪决。

今日兰西。

原安达站的白色小二楼。

“小白楼”的灯光
□赵富

解 放 兰 西
□杨中宇

嘎丽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