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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于力、高爽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路征程一路歌。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
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中国
抗日战争也就此拉开序幕。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非凡奋斗历程中，形成
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谱系。其中，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
导东北抗日联军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形成
了东北抗联精神。
　　“东北抗日联军对文艺工作非常重视，开展
了广泛而又深入的歌咏活动。这些革命歌谣歌
曲在当时是很好的宣传材料。”今年 77 岁的韩
玉成自 1969 年开始搜集整理散落在民间的抗
战歌谣歌曲，先后采访五省九市 150 余位幸存
的老义勇军、老抗联将士，搜集到 2000 余首抗
战歌谣歌曲。
　　“这些歌谣歌曲忠实记录了东北人民浴血
奋战的战斗历程，是中国抗战历史与东北抗联
精神的宝贵财富，值得一代代传承传唱下去。”
韩玉成说。

  抗联将领抒发壮烈情怀鼓舞英

雄斗志

　　“在抗日战争中，涌现出像杨靖宇、赵尚志、
赵一曼等英雄，他们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
业勇敢顽强，视死如归，并以大无畏的革命乐观
主义精神，创作了许多口口相传的抗战歌谣歌
曲，鼓舞了战士们的英雄斗志。”韩玉成说。
　　这些歌谣歌曲中，有激发斗志的嘹亮号召。
比如东北抗日联军的缔造者、指挥者之一杨靖
宇创作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中有，

“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合军，创造出联合军的第一
路军。乒乓的冲锋杀敌缴械声，那就是革命胜
利的铁证。”东北国民救国军司令高鹏振创作的

《东北国民救国军誓词歌》中有，“山河已破碎！
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携手并肩，
向前冲！”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唐聚五起草的

《告武装同志书》中有，“我们被压迫的同胞们，
团结起来，响应起来，风起云涌起来，万众一心，
我们东北民众已义愤填膺。”
　　这些歌谣歌曲中，有国破家亡的血泪控诉。
比如东北抗日联军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赵尚志
创作的《调寄满江红·黑水白山》中有，“血染山
河尸遍野，贫困流离怨载天，想故国庄园无复

见，泪潸然。”高鹏振创作的《九一八》中有，“一
九三一九一八，山河破碎已无家。介石‘剿共’
不抗日，耻看日寇侵中华。”
　　这些歌谣歌曲中，有不畏牺牲的高尚气节。
比如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赵一
曼创作的《滨江述怀》中有，“白山黑水除敌寇，
笑看旌旗红似花。”东北抗联将领周保中创作的

《凯旋歌》中有，“不收失地，不灭日贼，宁死不瞑
目。”
　　除了鼓舞士气，将领们创作的歌谣歌曲中
有许多是对军规军纪的宣传。比如杨靖宇创作
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中，有这样的
歌词：“正确的革命信条应遵守，官长和士兵待
遇都是平等。铁一般的军纪风纪都要服从，锻
炼成无敌的铁军。”与之相似，周保中创作的《十
大要义歌》，也对官兵提出了服从命令、遵守纪
律、保守秘密、爱惜公物、爱护民众、热爱学习、
讲究卫生等要求。
　　“把军规军纪以歌谣歌曲的形式传唱开来，
适合不同文化水平的官兵们接受、牢记。”沈阳
出版社总编辑闫志宏说。
　　阅读这些歌谣歌曲，好像在翻看历史书籍。
比如，1936 年 6 月，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抗
日，打通与党中央和关内抗日武装力量的直接
联系，改变东北抗日联军孤军奋战的被动局面，
杨靖宇率部从河里出发，向南活动，部署西征，
在凤凰山外摩天岭歼灭日军金田大队。为此，
他创作了《西征胜利歌》。
　　歌词再现了那段历史：“红旗招展枪刀闪
烁我军向西征，大军浩荡人人英勇日匪心胆
惊。”“紧握枪刀向前猛进齐踊跃，歼灭日匪

‘金田’全队我军战斗好。摩天高岭一场大战
惊 碎 敌 人 胆 ，胜 利 缴 获 盔 甲 枪 弹 齐 奏 凯 歌
还。”
　　“这些歌谣歌曲赓续了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展现了革命者大无畏的奋斗精神。”韩玉成说。

发自无名战士、民众心底里的呐喊

　　除了传唱抗联将领、英雄创作的歌谣歌曲，

战士、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创作的作品也有很
多。“这部分抗联歌曲表达较多的是对日本侵
略者仇恨，用以激励战士和人民群众奋起杀
敌。”韩玉成说。
　　与抗联将领、英雄创作的作品相比，这部
分歌谣歌曲更加口语化：
　　“共产党有主张，领导民众来把日抗。工
农兵齐心上战场啊，要把日寇杀个精光啦哎
嗨呦。”“大战就开始啊，联军好几万啊，抗日
联军对日来作战啊，小日寇就要完蛋啊。”“纪
念九一八呀，关外真凄凉，人过六十都得吃糠
呀。同胞们，要想不吃也可以，军民协力齐心
抗战，把鬼子全杀光呀。”
  ……
　　“歌曲的旋律多为重复或变化重复，节奏
一般比较规整、简洁，没有细致的描述，没有
婉转的唱腔，却蕴含着抗联战士无坚不摧的

坚定信念，荡气回肠。”看过歌谣歌曲集后，辽
宁省作曲家李延忠如是说。
　　据韩玉成介绍，这部分歌谣歌曲创作于
山野间、传唱于山野间，作者已无从考证。“但
这部分歌谣歌曲同抗联将领、英雄创作的作
品一样重要，它们更加细致地描绘了抗联时
期的场景。”
  这些创作于民间的歌谣歌曲，好像把
我们带回了那段峥嵘岁月：战士们被枪林
弹雨袭击的躯体再痛，嘴边仍能哼唱出鼓
励自己不畏强敌、英勇战斗的歌声。
　　“由于抗联战士是以农民为主体，一些反
映东北农民在苦难生活中对没有战火的美好
生活充满向往，并为之坚持斗争的歌曲比较
受欢迎。比如《省下俩钱救中国》《十劝当抗
联》《快去把兵当》《赶走鬼子才有好生活》等
等。”韩玉成说。

壮怀激烈的音符长留白山黑水间

　 　 韩 玉 成 的 故 乡 在 长 白 山 脚 下 ，那 里
曾是东北抗联主战场之一。在他孩提时
代，父老乡亲口中的抗战歌谣，曾震颤着
他的心弦。
　　“抗战结束了，但流传下来的歌曲却像

‘活化石’，让冷峻的历史变得鲜活丰满。抗
战歌谣歌曲是抗战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应该敬畏、传颂。”韩玉成说。
　  “我 采 访 的 人 有 功 勋 卓 著 的 战 斗 英
雄，也有解甲归田安度晚年的普通战士，
一聊起伴随他们冲锋陷阵的抗战歌谣，大
家都饶有兴趣。”但令韩玉成着急的是，很
多人在他再访时已经去世。“收集整理歌
谣歌曲等文化史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攻
坚战。”
　　就这样，50 余年间，怀着对革命先烈的
崇敬之情，韩玉成挖掘整理抗战歌谣、歌曲
2000 余首。
　　 1989 年 5 月，陆定一曾对韩玉成整
理东北抗战歌谣的行动提出赞扬。他在手
书中说：“条件非常困难，重要干部大批牺
牲，但是没有投降的，没有一天倒掉中华民
族的神圣旗帜，一直到取得胜利。这就是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业绩。中国人民因
此自豪，是完全应该的。”“东北抗日联军
的业绩，我们宣传得太少了，全国人民知
道得也太少了……不要让我们的子孙一
无所知。否则，我们就愧对先烈，也无法
向 后 人 交 代。”“我 希 望 有 更 多 的 宣 传 东
北 抗 日 联 军 的 各 种 形 式 的 宣 传 措 施 ，能
够出台。”
　　 2021 年，以韩玉成为编委会主任的

《东北抗战歌谣歌曲集》得以出版。“歌谣是
透视民族心灵的窗口，是历史进程真实、直
接、可信的记录。东北抗战歌谣歌曲诞生
于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传唱于白山黑水
之间，以独特载体为支点充分反映了东北
十四年抗战的艰苦历程。”辽宁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张洪军说。
  “东北抗战歌谣歌曲与中国人民十四
年艰苦抗战的脚步结伴而行，这些壮怀激
烈的音符长留白山黑水间，只要我还能走，
便不会停下搜集整理抗战歌谣歌曲的脚
步。”韩玉成说。

抗 联 歌 声 永 流 传

本报记者邹大鹏、陈聪、王建

　　江桥抗战纪念地，斑驳的石碑肃立。几米
远的地方，湍急的嫩江水，冲刷着保护围栏。当
年老江桥仅存的木桩遗址已淹没在水下，却无
法阻挡这处黑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的无声
诉说。
　　 90 多年前，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在这
里发出震天的不屈吼声，那是不愿做亡国奴的
怒发冲冠，是身许河山勇赴国难的血沃誓言，也
最早敲响了日本帝国主义注定失败覆亡的
丧钟。
　　为什么是江桥？江桥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往
事？踏着齐腰的野草，循迹那些仍残留着弹壳
的黑土地，记者在江桥抗战遗址寻访答案。

山河破碎

　　泰来，在中国版图上，只是黑龙江省西南部
一个紧邻吉林省的小小县城。1931 年，这里却
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国际联盟调查团曾试图
搞清，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泰来的“泰”与“否”，都与一条铁路有关。

《哈尔滨铁路局志（1896-1994）》记载，北国大
地，山高林密，物阜民丰，矿藏巨大，沙俄与清以

“共同防日”的名义，在东北修建了“大清东省铁
路”，亦称中东铁路。通车之后，黑龙江省地区
当局为“便商民运输之利，且杜外人干预之谋”，
修建了齐昂铁路（齐齐哈尔至昂昂溪），此后东
北地方当局又修建了洮南至昂昂溪的洮昂铁
路，泰来境内横跨嫩江的大桥正是洮昂铁路咽
喉要冲。
　　中日俄曾在东北激烈争夺路权，1931 年 7
月、8 月，蓄谋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先后挑起了

“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随后于 9 月 18
日发动武装入侵，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
事变。
　　时局混乱，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
令万福麟远在北平。群龙无首，如何应变，莫衷
一是。曾宗孟 1932 年编著的《九一八周年痛史》
中记载，“一般要人莫不携妻妾金钱宝物，纷纷以
逃，甚移居哈埠或远走平津者，尤不乏人”。谢珂
曾回忆，万福麟电令黑省，略谓：黑省军事暂由警
务处处长窦联芳负责照料，参谋长谢珂副之。
　　 10 月中旬，张学良任命黑河警备司令、步兵
第 3 旅旅长马占山代理省主席职务，并兼任黑龙
江省军队的总指挥。打，还是不打？马占山的答
案至关重要。

向死而生

　　黑龙江畔，中俄边境小城黑河，一座原址仿
建的青砖二层小楼，悬挂着瑷珲历史陈列馆和
马占山历史陈列馆标识牌。当年，这里曾是马
占山旧居，“中东路事件”东北军惨败后，马占山
来此赴任，力图休养生息，与苏联缓和关系。
　　一纸任命，马占山由黑河择水路逆流而上，
奔赴齐齐哈尔。长期研究江桥抗战的齐齐哈尔
市政协文史研究员张港说，当时黑龙江主力入
关参加内战，“九一八”后已无法回防，齐齐哈尔

的军政要员分为主战派、主和派。大敌当前，谢
珂最为焦急，他一边致电张学良、万福麟举荐马
占山等为省主席主持大局，一边开展有针对性
布防。
　　“辽宁、吉林陷落时，成箱的枪械交与日军，
今天迎敌非常需要，如黑省不亡，枪仍存在士兵
的手中，假如沦陷，在士兵手中比成箱损失好得
多。”谢珂力排众议将万福麟从国外购置、锁在
库房的 99 挺轻机枪发给了卫队团，这让后来
的嫩江桥北岸阵地阻击如虎添翼。
　　历史如烟，烽火江桥。由齐齐哈尔沿跨江
公路桥南下驶入泰来县江桥镇，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一尊马占山跃马疆场的雕像。行不久，即
可见崭新的江桥火车站，再行一段就到达了江
桥抗战纪念馆。江桥抗战纪念馆原馆长刘国忠
步行至嫩江畔，他指着江水里的保护围栏说，当
年洮昂铁路桥在此横跨，因地处哈尔葛蒙古屯，
也称为哈尔葛大桥，是齐齐哈尔南大门的天然
屏障，桥墩是木制，上面铺有铁轨，如今只残留
一截木桩，枯水期有时可见。
　　据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军事科学院军事历
史研究部所著《中国抗日战争史》记载，日军直
接出兵侵占尚有顾虑，便首先利用叛国投敌的
张海鹏发动进攻。1931 年 10 月 16 日拂晓，
张海鹏部向江桥发起进攻。
　　“此时马占山正在赴任途中，张海鹏令徐景
隆为先锋司令官率 3 个团，在日军飞机掩护下
突发进攻，结果徐景隆在战斗中被当场炸死，他
部下很多原东北军士兵也不肯当汉奸给日本人
卖命，伪军迅速溃败。”张港说，卫队团团长徐宝
珍组织反击，并将江桥破坏 3 孔防敌再犯。
　　 10 月 19 日深夜，马占山到达省城齐齐哈
尔，立即召开军政会议，20 日，正式就职。他对

民众和中外记者说，“我已决定与日本拼命，
保护我领土，保护我人民……”随后，他又下
令张贴悬赏购买张海鹏首级之布告。10 月
22 日，他发表《抗日宣言》，“当此国家多难之
秋，三省已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尝
胆，誓必决一死战。”
　　 11 月 4 日，日军在飞机、装甲车掩护下，
向中国江桥守军阵地北犯，守军英勇还击，江
桥抗战打响了。根据史料记载，江桥分为 3 道
防线，哈尔葛江桥正面为第一道，大兴阵地为
第二道，第三道是三间房阵地。
　　 11 月 7 日，马占山、谢珂发出《报告日军
侵入黑龙江省通电》，电文记载“我军将士义
愤填膺莫可自止，不得已而自卫。以保祖国
疆土，以存华族人格。誓抛热血头颅，弗顾敌
强我弱……早知沙塞孤军，难抗强日，然存亡
所系，公理攸关，岂能不与周旋？援以田横五
百之义，本少康一旅之诚，仅先我同胞而赴国
难也。”
　　中国那时最血性的“孤勇者”，一字万钧、气
壮山河，署名是马占山、谢珂，却是誓死抗战民
众的心声。

谁家儿郎

　　循着荒草丛生的田间路驶至尽头，再徒
步穿过高高的青纱帐，记者来到了泰来县汤
池镇汤池村三间房屯的一片高岗地。盛夏时
节，及腰的野草疯长，蚊虫似轰炸机倾泻而
来，刘国忠眺望远处的开阔地说，当年三间房
阵地的战斗极其惨烈，多少年后仍能从地里
挖出子弹和炮弹，此战规模大、牺牲多，很多
烈士遗骨只能暴露于冰天雪地。
　　“日军占领阵地后只收殓了日军尸体，中
国烈士的遗骸却散落在荒野。”70 余岁的泰
来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原主任王德江曾专门做
过调查，他说，据当地老一辈人回忆，第二年
春天日军担心尸体发生瘟疫，才令各屯收尸，

有的尸首已残破不堪，当时挖了大坑，用牛车
拉着填满掩埋，但准确位置如今已无从考证。
　　江桥抗战中，中国守军虽有精锐骑兵，但
重武器不足，日本人在九一八事变中缴获的
坦克、重炮和飞机，让马占山的部队吃了大
亏，可以说中国守军是在用血肉与钢铁拼杀，
中国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却痛失制空权，只
能“望空兴叹”。
　　彼有良械，我有热血，无字丰碑上，有他
们的名字。江桥抗战研究学者、齐齐哈尔市
民间收藏家张树明，收集了大量关于江桥抗
战的史料和实物。有几张日文史料照片，记
录了大兴阵地激战后尸横遍野的情形，其中
一名中国士兵在与日军作战冲锋时牺牲，面
对敌人仰面而死，至死紧握钢枪；在另一张照
片中，牺牲中国士兵的棉裤已被鲜血浸透，身
旁荒草中插着一把刺刀，没人知道他的名字，
也没人知道他来自哪里。
　　江桥之战，给侵华日军以重创。在张树
明收藏的日文史料中，有一张日军用当地农
民牛车运尸体的照片，满满一车尸体头与脚
互叠，其中一个尸首钢盔上画有樱花图案，十
分醒目。这些士兵因侵略而命丧他乡，成为
军国主义的炮灰。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文政说，
这场阻击战，东北军驻锦州部队并未增援，马
占山部队最终于 11 月 18 日被迫撤退，此后
辗转富裕、海伦等地抗战。轰轰烈烈的江桥
抗战，虽因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孤军无援最
终失败，却点燃了中华民族抗战的斗志和
烽火。
　　视死忽如归，无数中华儿郎血荐轩辕。曾
投身“绿林”的抗日志士李海青，变卖家产、召
集旧部、毁家纾难，在对青山战斗中，其侄儿受
伤被俘死于狱中，攻打肇州时，另一个侄儿被
俘惨遭杀害，头颅被悬于城门外；马占山义子
韩家麟为掩护马占山撤退，佯装主力引敌穷
追，重伤倒地后仍举手射击，脸部被子弹打得

血肉模糊，被日寇误认为“马占山”，首级被悬
于电线杆上……正如当年《滨江时报》文章中
所述：“嫩江河畔的赤血，都是我们中国血性男
儿的瑰宝；江桥上面枕尸遍野，他们都唱着为
国而死的挽歌……”

红色电波

　　在江桥抗战纪念馆，随处可见马占山旧
照，身材不高但透着英武之气。记者眼前的
马志伟，身材高大魁梧，虽戴着眼镜，身上也
透着那股熟悉的精气神。作为马占山之孙，
他曾多次前往江桥抗战遗址寻访答案，是什
么让爷爷高举义旗？
　　“江桥抗战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影
响。”马志伟说。
　　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黑龙江
历史》记载，1931 年 9 月 19 日，中共满洲省
委发表《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
占领满洲宣言》，号召东北人民“驱逐日本帝
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发动游
击战争！”
　　孙文政介绍，江桥抗战期间，中共满洲省
委派出党团员开展援马抗日活动。1931 年
11 月，中共满洲省委和北满特委动员各阶层
人民组成“抗日援马团”，在哈尔滨，许多工人
将自己不多的收入捐给江桥抗战将士，学生
捐款购买的香烟、食品、毛巾等大量慰问品由
铁路加挂列车送往齐齐哈尔，许多党团员和
爱国青年在党团组织动员下北上参加马占山
抗日队伍。
　　“马占山身边就有一些未公开身份的共产
党人。”泰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德文曾参与筹
建泰来县江桥抗战纪念馆。他介绍说，当年韩
家麟介绍共产党员李继渊到马占山部队担任
少校秘书，共产党员王复生、王国华等曾为马占
山筹措军粮和武器，寻求苏联领事馆帮助。王
复生化名王甄海，江桥抗战后坚持宣传抗日、发
展党员，被日军逮捕刑讯，胸骨、肘骨、肋骨、腿
骨等全被打断，仍视死如归，最终被残忍杀害。
　　江桥抗战，也点燃了东北各地义勇军的
星火。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在义勇军形成
时起，就派出了一批优秀党员干部到其中工
作，动员工人和青年学生参加义勇军抗日斗
争，从而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培养锻炼了一
批军事领导人才，积累了抗日斗争经验，为
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 东北抗联
奠定了一定基础。
　　“中国人不‘熊（欺负）人’，但也绝不能让
人‘熊（欺负）住’！”在江桥镇，随便一问，不少
人都能热血沸腾地讲几句关于江桥抗战的故
事。在他们看来，那个年代的“亮剑”，在今天
更值得忆起，那是不愿做奴隶的抗争，是对民
族复兴的期许。
　 滔滔嫩江畔，远处笔直的跨江铁路桥上，一
列火车正高速驶过，更远处，跨江公路桥上车水
马龙。江水无言，却在一座座江桥的身影中，见
证着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枪炮声虽远去，
中华民族薪火却生生不息。

江
桥
抗
战
遗
址
寻
访 　 ▲位于黑龙江省

泰来县嫩江畔的江桥
抗战纪念地。

本报记者邹大鹏摄

  ▲ 2008 年 4 月 2 日，东北抗联精神宣传队员在抗日民族英雄李兆麟将军墓前演
唱抗联歌曲。                        新华社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