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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
东北义勇军如何抗日

马占山与江桥抗战

在中国抗日斗争史上， 马
占山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
物， 他的名字和中国的最初抗
战联系在一起， 和一座普通的
江桥联系在一起。

江桥是黑龙江境内御敌北
侵的屏障， 大江襟带， 巨野拱
卫，长桥锁关，马占山将军就是
在这里率部浴血奋战， 顽强抵
抗日军16昼夜，歼敌数千余人。

1931年10月16日， 汉奸张
海鹏率三个团向黑龙江省进
犯， 刚与马占山的守桥部队交
火， 就遭到谢珂参谋长所部的
炮火压制 ， 守桥部队乘势出
击， 伪军狼狈逃窜。 守军拆毁
了江桥三孔， 以阻止张海鹏的
再次进攻。 就在这时， 张海鹏
的两个团反正 ， 宣布举旗抗
日。 张海鹏没有抢到头功， 反
而众叛亲离， 被守桥部队打得
丢盔卸甲， 三天后狼狈逃回洮
南城。

江桥被毁， 日军乘机大做
文章， 一面通过满铁及各地领
事馆提出所谓抗议， 一面制造
舆论， 称洮昂铁路是 “满铁投
资项目”， 包括嫩江铁路桥在
内 ， 均属 “日本权利范围 ”。
并且扬言关东军要 “掩护满铁
修复江桥”。 11月2日， 日本驻
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向马
占山下了最后通牒： 倘若妨碍
修理江桥， 日本方面则要诉诸
武力。

11月3日， 日军派出100余
名满铁工人， 在两列铁甲列车
和日军掩护下开始强行修桥。
日军飞机也开始出动， 并开始
向南岸增兵， 炮击我军阵地。

马占山下达了 “只准防
御， 不得攻击” 的命令， 这是
中国军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所
接到的第一道可以抵抗的命

令， 江桥抗战从此爆发。
11月4日拂晓， 我军守桥部队哨兵发现对

岸哈拉尔有日军向江桥偷袭而来， 立即开枪狙
击， 双方隔岸交火。

日军完全没有估计到会遭到我军的顽强抵
抗， 近战中， 飞机大炮又派不上用场， 预先埋
伏在江岸芦苇中的我军士兵也突然向日军发起
冲锋， 造成前后夹击之势， 日军血肉横飞， 遗
尸遍野。 战斗持续到5日上午， 我军一度突破
日军右翼， 敌人落荒而逃。

6日拂晓， 日军倾巢出动， 在飞机大炮的
掩护下， 向我军全线猛攻。 黑龙江守军苦于装
备低劣， 又是连日的激战， 主动退守三间房车
站， 作短暂的休整。

江桥之战， 长了国人的志气， 也灭了侵略
者的嚣张气焰， 抗日热情高涨， 举国上下、 海
外侨胞， 纷纷捐款赠物， 寄送前线。 关内各种
报刊对江桥抗战做了详尽的报道。 马占山成为
令人敬佩的民族英雄。 一大批热血青年， 抱定
了为国捐躯的决心， 奔赴东北抗日前线。

12日， 日军机械化部队越过嫩江， 向三间
房我军发起猛烈进攻， 双方再次展开激烈战
斗。 炮火连天， 大地抖颤， 日军驻朝鲜弘前第
八混成旅团， 以及东京广崎混成旅团也赶到增
援， 马占山军 “以一隅之兵力， 抵日人一国之
大敌”， 战略态势急转直下。

17日拂晓， 日军分三路扑向我军三间房主
阵地。 战斗持续到深夜， 阵地几次易手， 失而
复得， 我军没有得到片刻休息。 面对数倍于我
的强敌， 我军只有绥化李云吉所部千余人前来
增援， 粮食储备仓库也被敌机炸毁。

到了19日凌晨， 被迫退守距省城10余里的
蘑菇溪阵地。

齐齐哈尔陷落， 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失败
了， 但是， 它对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两次哈尔滨保卫战

1962年， 担任吉林省体委主任的冯占海患
了癌症， 他瞒着家人为自己买了一个骨灰盒，
并留下遗嘱： 将我的骨灰埋在北大山 （吉林）
我的抗日发起地。 1963年9月14日， 一代抗日
将领、 忠诚的爱国者冯占海将军溘然长逝， 终
年64岁。

1932年1月， 各路义勇军齐聚哈尔滨， 打

响了著名的哈尔滨保卫战。 1月27日天刚放亮，
伪军就在日军重炮的掩护下向市郊的前沿阵地
发起攻击。 宫长海率部凭借壕沟、 坟地的有利
地势进行猛烈还击。 战地硝烟弥漫， 原本军心
涣散的伪军坚持没多久， 就被义勇军士兵打得
落荒而逃。

战斗持续到下午， 日军的四架 “零式” 战
斗机前来助战， 它们像苍蝇一样死叮在我军阵
地狂轰滥炸， 义勇军士兵们用步枪击伤一架敌
机， 日军乘员清水清大尉被击毙。 日机吃了苦
头， 再不敢俯冲。

与此同时， 李杜率部在上号、 南岗一带与
伪军交战， 冯李二部协同作战， 敌人尸横遍
野， 80多人成了俘虏， 一个团的伪军在战场倒
戈。 到了28日， 敌人再也组织不起来有效的进
攻， 全线向南溃退， 第一次哈尔滨保卫战取得
了胜利。

1月30日， 吉林军第二十二旅旅长赵毅在
双城设伏， 大败日军长谷旅团， 后在数倍于己
的日军不断进攻之下， 放弃双城。 哈尔滨门户
洞开， 形势十分危急。

1月31日， “吉林自卫军” 在哈埠成立 。
推举李杜为总司令， 丁超为中东路护路军总司
令， 冯占海为吉林自卫军副总司令兼右路总指
挥， 邢占清为中路总指挥， 赵毅为左路总指
挥， 王之佑为前敌总司令。 会上发表了抗日通
电， 号召各方武装力量一致团结， 共赴国难。
从2月3日起， 日军主力部队抵达哈郊， 日军集
中火力， 以坦克和装甲车开路， 兵分两路， 向
市区频频发动进攻。 第二次哈尔滨保卫战拉开
了序幕， 战事异常激烈。

李杜亲临一线指挥， 自卫军利用街区的民
房、 院墙和日军对垒， 和日军短兵相接， 几辆
坦克车被炸断了履带， 前进不得， 后面的日军
狂喊着冲上来， 和自卫军战士厮杀在一起， 敌
人的狂呼乱叫， 变成了哭爹喊娘的哀嚎， 敌人
的一次次冲锋被击退。 到了4日， 几乎全歼了
日军一个中队。 战斗延至5日凌晨， 自卫军由
于连日苦战， 装备低劣， 损失严重， 陷于被动
的局面。 赵毅部被敌人包围在一家油房院内，
团长张春林不幸牺牲， 部队伤亡惨重， 他只好
指挥机枪连突围， 退往延寿。 不久， 南岗、 上
号一带阵地失守， 几个阵地指挥官在战场倒戈
投敌， 李杜只好命令自卫军撤出战斗。

在第二次哈尔滨保卫战打响的同时， 冯占

海奉李杜之命， 正率部从阿城
出发南下， 转战于团山子、 会
发恒一带， 不久， 几乎全歼了
伪军李文炳的一个旅， 成为一
支吉林抗日武装的劲旅。

王凤阁慷慨就义

在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
员会编纂的一部历史图片集
《以史为鉴—————日本制造伪
满洲国图证》 内， 收录了一幅
珍贵的历史照片， 是王凤阁就
义前的留影。 尽管年代久远，
斑驳的画面仅能见到模糊的影
像， 然而它所具有的震撼力，
绝不亚于崩绝的山峰。

日军在行刑前， 为王凤阁
将军及被俘人员拍摄了这幅照
片 ， 将军大义凛然 ， 手捧铁
铐， 端坐在前面， 他的右侧是
警 卫 员 大 丑 ， 左 侧 是 他 的
妻子张氏和两位义勇军战士。
后面是两排日军 “讨伐” 队的
官兵。

这幅旧照 ， 是日军当作
“功绩” 来宣扬的， 却为正义
和邪恶留下了凝固的瞬间。

1932年4月， 王凤阁在通
化、 临江交界处， 组成了以伐
木工人为主体， 以中小学教师
为骨干的 “辽东民众义勇军”，
并 被 唐 聚 伍 任 命 为 第 十 九
路 军 司令 。 他带领义勇军官
兵， 在柳河、 海龙、 临江、 通
化、 辑安等地坚持游击战争长
达5年之久。 王凤阁将军的抗
日斗争史， 见诸于大量的档案
文献之中。

1932年6月， 王凤阁部击
溃伪军一个团 ， 攻克金川县
城。 同年秋， 王凤阁部包围海
龙县城50余天， 消灭日伪军大
批有生力量。 1934年冬至1935
年春， 日伪军对王凤阁部进行
了多次残酷的 “讨伐”， 均以
失败告终。

1935年， 日军逮捕了王凤
阁的岳母及亲属多人， 并逼迫
她们写了劝降信， 王凤阁当众
宣布：日军即使将我老母、妻子
抓去， 也不能动摇我抗日的决
心。 任何亲友， 同情我抗日者
亲之， 给日寇当汉奸者杀之。

1937年3月， 王凤阁部在
老虎顶子陷入敌人重围， 部队
伤亡过半， 王凤阁及妻儿同5
名救国军战士在突围中被俘。

4月1日， 是行刑的日子。
这天清晨， 日伪军实施了全城
戒严， 整个山城被萧森的气氛
所笼罩。

东北4月的天气， 依然寒
气袭人。 人们驻足街头， 寒流
从心中滚过 ， 凝成默然的仇
恨， 目送着刑车驶向玉皇山下
的柳条沟门。 这里， 事先掘好
了土坑， 闻讯赶来的群众站在
远处为他送行……

将军就义时， 年仅42岁，
他的妻儿及5名战士同时遇难。

摘自 《人民政协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东北
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 在
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
战， 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
壮歌。” “这个革命历史是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
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也是党
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据日伪官方统计的数
字， 从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
2月义勇军各部相继失败时，
日伪军 “战亡人数为 6541
名”， 而实际情况大大高于
这个被 “压缩” 了的数字。

九一八事变后， 东三省
不愿做亡国奴的抗日军民与
日本侵略者开展了艰苦卓绝
的战斗。

本文说的， 就是其中的
三个故事……

不愿做亡国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