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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我的父亲

“心存家国恨， 梦绕白山巅， 何日
驱强虏， 太平不羡仙。” 1931年 “九·
一八” 事变爆发之际， 一位驻军东北
的爱国将领面对日军暴行， 悲愤难抑，
慷慨写下了上面的诗句。 他就是打响
了抗日第一枪， 点燃了黑土地上的抗
日烽火， 上文赋诗的那位英雄、 牡丹
集团退休职工李蜀香的养父、 后来任
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的传奇人物李杜
将军。

为了解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近
日记者走进了牡丹集团退休职工李蜀
香的家里， 12岁那年， 父母双亡的李
吉襄被李杜夫妇收养， 并给其改名李
蜀香。 李蜀香70多岁， 满头白发， 言
语之间沉稳、 厚道， 问明记者的来意，
李蜀香拿出了她珍藏的画册， 指着画
册上李杜将军的照片 ， 深情地说 ：
“我爸爸走了快60年了。” 说话间李蜀
香的眼圈红了， 有关她父亲的抗战故
事也被翻开了回忆的帷幕……

通电“拒不附道， 坚持抗日”
组织两次哈尔滨保卫战

李杜1880年8月4日出生在辽宁省
义县西关一个半农半商的家庭。 1925
年， 他任东北军十五师中将师长， 成
为张作霖的爱将。

1931年9月18日， 日本帝国主义蓄
谋已久的侵略东北的战争爆发了。 9月
21日占领了吉林省长春。 24日宣布成
立以熙洽为首的伪吉林省长官公署 ；
25日， 熙洽就任伪省长， 发表与南京
政府脱离关系的通电， 还宣令吉林省
所属各县部队必须服从 “新政府” 节
制。 这一函文发至依兰地区， 各县署
纷纷电呈镇守使， 请求决策。 熙洽公
开叛变投敌的行径， 使李杜义愤填膺，
他当即宣令: “拒不附道， 坚持抗日”，
并以依兰镇守使名义向所辖各县发出
通电， 痛斥熙洽的卖国行径， 呼吁各
县军民团结起来， 一致对敌， 将日本
侵略者驱除出国土。 为了做好迎击日
本侵略的准备， 李杜下令分驻在松花

江下游的各部集结在依兰附近整训 ，
以待杀敌时机， 随后他组织了两次哈
尔滨保卫战。

在1932年 “九·一八” 一周年纪念
日， 李杜又发表纪念宣言: “郑重宣誓
与国人曰： 宁杀敌而死， 不苟且全生，
民族之生存与光荣， 必自奋斗与牺牲
中求之”。 经过整顿， 自卫军和王德林
所部救国军合作， 很快控制了梨树镇、
八面通、 勃利、 林口、 绥芬河、 穆棱、
密山、 宁安、 敦化等大片地区， 发展
到7个旅 ， 抗日义勇军武装达四五万
人。

成立东北抗日史上
首个有共产党员参加的抗日联军

1932年， 李杜在著名抗日将领周
保中的协助下， 成立了以李杜吉林自
卫军和王德林救国军为主要军事力量
的抗日联合军 (当时叫反日联合军 )。
周保中15岁参加 “靖国护法 ” 战争 ，
1923年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 1926
年参加北伐战争， 1927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 而后被中共送往苏联进修军事。
“九·一八” 事变后， 周恩来得知李杜
将军举旗抗日 ， 保卫哈尔滨的消息 ，
特地把周保中派到李杜身边， 协助他
进行抗日斗争 ， 这是东北抗日史上 ，
第一个有共产党员参加的抗日联军 。
李杜为总司令， 王德林为副司令， 周
保中为参谋长， 这是李杜将军第一次
与共产党人接触， 并结下了战斗友谊。

1923年秋天， 日军集中兵力解决
了马占山、 苏炳文等部队以后， 便准
备对李杜实行围剿。 他们为安全和秘
密输送兵力， 先后以供应粮饷为诱饵，
收买了哈绥沿线的红枪会、 大刀会等
组织， 然后偷偷将大批军队运往宁安、
绥芬河、 东宁等地。 11月下旬， 敌人3
个师团的兵力对下江地区进行围剿 ：
一路从绥芬河出发， 沿中苏边境向密
山 、 虎林一带压来 ;一路从绥芬河出
发， 沿中苏边境北进， 开始对李杜领
导的抗日联军进行围剿。

李杜、 王德林、 周保中率领抗日
联军在宁安、 磨刀石、 下城子等地分
头阻击 ， 节节抵御 ， 终因力量薄弱 ，
后继无援而纷纷溃退。 敌人占领了哈
绥沿线的重要防地 ， 战局急剧恶化 ，
自卫军的大本营梨树镇也岌岌可危 。
李杜无奈率部向北转移， 准备赴宝清
与丁超会合。 可是， 此时的丁超已接
受了伪锦州省长的条件， 投降了敌人。
此时， 派去进关联络的赵毅毫无消息，
李杜只好改变计划转向密山， 决计撤
入苏联境内， 养精蓄锐， 以图再起。

1933年1月9日 ， 李杜 、 王德林 、
邢占清、 杨耀钧等人， 先后率2000多
人由虎林渡乌苏里江进入苏联。 在东
北建立的第一个抗日联军就这样失败
了。 因为它的存在时间很短， 所以很
多人把他忘记了， 甚至研究抗联史的
人也往往忽略不谈， 但中共主要领导
人周恩来却没有忘记。

东北抗联成立时
总司令一职专为李杜设

周保中奉中共满洲省委指示， 率
千余人马， 没有退入苏联， 而是坚持
在国内抗战。 后来他的部队在1936年
被编入由共产党人杨靖宇领导的南满
抗日联军 (1934年4月1日成立) 和共产
党 人 赵 尚 志 领 导 的 北 满 抗 日 联 军
(1935年3月1日成立) 联合成立东北抗
日联军 (1936年1月28日成立， 当时叫
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 周保中为第五
军军长。 在周恩来的建议下， 以共产
党人为主体的东北抗日联军成立时 ，
并没有设立总司令一职， 这个职务是
专门为李杜将军留用而空缺的。

东北抗日联军于1936年1月28日成
立， 为了扩大这支队伍的影响， 争取

国内各阶层更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鉴
于李杜将军的抗日经历和威望， 中共
领导人周恩来及时向国民党当局举荐
李杜就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 并在
关内设立东北抗联总指挥部。 经国民
党当局同意后， 李杜欣然受命， 开始
筹建东北抗联总指挥部。

宣传发动国内爱国人士
捐款捐物， 支援东北的抗日联军

东北抗联总指挥部在上海成立后，
李杜为了沟通同东北抗日部队的联络，
派人在香港、 天津等地架设电台， 保
持与东北抗日部队的联系。 他多次公
开在报刊上撰写署名文章， 热情赞颂
东北抗日联军的业绩， 并呼吁各界积
极支持东北抗日联军的正义行动。 其
中一篇文章说: “由于东北抗日联军的
惊人战绩， 已使日寇的屠杀焚掠建立
起的血腥统治根本动摇， 今天全国同
胞应给以最大热情去援助在敌人铁骑
下苦斗的东北军……踏着成千上万为
民族而牺牲的东北战士的血迹行进”。

由于李杜的宣传， 国内各阶层爱
国人士积极捐款捐物， 支援东北的抗
日联军。 因为抗战的需要， 东北抗日
联军从1936年7月至1939年5月先后组
建了东北抗联第一路军， 总司令杨靖
宇 ;东北抗联第二路军 ， 总司令周保
中， 副总司令赵尚志;东北抗联第三路
军， 总司令李兆麟。 为了服从抗日大
局的需要， 李杜还把分散在辽吉黑三
省的各路抗日义勇军， 按照东北抗联
的序列， 分别组建为东北抗联第四路
军 、 第五路军 ， 编排到第十四路军 。
这些抗日队伍在李杜的领导下， 狠狠
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使日本人不能在
东北大地上为所欲为。

东东北北抗抗日日联联军军
总总司司令令李李杜杜
组组织织两两次次哈哈尔尔滨滨保保卫卫战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