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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中，有一支独一无二的部
队——

他们身穿苏军军服，佩戴苏军军
衔，装备苏军武器，按照苏军大纲训练，
但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他们驻训在苏联境内，军事整训由
苏军负责，政治整训由中共党组织负
责，但活动于中苏两国，坚持游击斗争；

他们来自中、苏、朝三国，操着不同
的语言，在远东战役中与苏军并肩战
斗，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灭亡。

他们就是由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
日联军余部改编而成的教导旅，又称中
国特别旅，同时还有苏军正式番号——
苏联远东方面军独立第88步兵旅。

一

1933年，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
央关于建立反日统一战线、扩大游击战
争的指示，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后改
称东北抗日联军），纵横驰骋于白山黑
水间，强烈震撼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
的殖民统治。

日军为巩固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
自 1938年起向东北大量增兵。至 1941
年，日军在东北增至 16个师团，总兵力
达 90 万人，持续进行疯狂的“讨伐”。
东北抗联遭受严重损失，由 3万余人锐
减至不足 2000 人，大片游击根据地丢
失，杨靖宇、魏拯民等领导人相继牺牲，
不断有部队因作战失利越过国界退入
苏联。至 1941 年冬季，为统一领导和
管理，培养干部，坚持斗争，东北抗联在
苏联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和海参崴（符
拉迪沃斯托克）附近建立了北、南两个
野营。

北野营，也称 A野营，位于伯力东
北 75 公里的费·雅斯克村附近的森林
里，第 2、第 3 路军总指挥部部分人员
和第 2、第 3 支队，共计 300 余人驻扎
在此。南野营，也称 B野营，位于海参
崴以北 26 公里处的蛤蟆塘，第 1 路军
警卫旅和第 2、第 3 方面军部分人员，
第 5军一部，共约 200 人驻扎在此。野
营建立后即在苏联军官的直接指导下
开始训练。课目包括队列、滑雪、射
击、刺杀、爆破及连以下单兵到班、排
的攻防战术等，并选出三四十名年纪
较轻、略有文化的官兵进行无线电收
发报训练。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远东军区
进入战备状态，以防日军入侵。原抗
联第 2路军总指挥周保中认为，一旦远
东战争爆发，抗联部队应立即返回中
国东北，在日军后方发动群众开展游
击战争，积极破坏和袭击日军军事设
施及交通运输线。为此，1942 年 7 月，
北野营抗联部队 300 余人前往伯力郊
区的苏军空降部队营区，进行为期 1个
月的跳伞训练。由于学习热情高，纪
律性强，训练成绩好，他们受到苏军总
教官的称赞：“一旦战争爆发之时，希
望有机会和你们并肩作战，以消灭我
们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

抗联部队随后又陆续派侦察小分
队返回东北开展游击活动，收集日军
情报。

为解决当时野营领导关系上存在
的不明确问题，周保中向苏联远东军区
提出：如果苏日之间爆发战争，在东北
境内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抗联队伍，才能
有效地和苏军协同作战，使日军腹背受
敌。据此建议“用学校或教导队的形
式，把所有在苏联境内的抗日联军指战
员编在一起，集中整训，这样既提高训
练效果，又有利于备战”，并希望多派些
苏联军官协助训练，在短时间内提高训
练水平。

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阿巴纳申科
大将认为这是颇有远见的建议，上报苏
联最高统帅部，得到同意的答复，明确
组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目的是“养
成东北抗日救国游击运动的军事政治
干部”，任务是“在东北转入直接战争的
新环境时发展积极有力的游击运动”，
并同意教导旅坚持“中共党组织关系和
中共政治路线不变更”的方针。

7月 22日，阿巴纳申科在伯力接见
周保中、李兆麟，以苏联远东方面军司
令部的名义发布组建中国特别旅（东北
抗联教导旅）的命令，授予苏联远东方
面军独立第 88步兵旅的正式番号，并指
示：“一旦满洲大变转处于新环境时，中
国特别旅应起重大作用，成为远东红军
与中国红军之连锁。”

二

1942年 7月下旬，东北抗联教导旅

筹建工作紧张有序地展开了。先是 24
名海参崴外语学校毕业生以实习汉语
的名义来到北野营，准备在教导旅组建
后担任副连长、连顾问或营参谋工作；
随后南野营撤销，所有人员转移至北野
营；饶河县东安镇起义的伪满军士兵 72
人越过乌苏里江进入苏联境内，经苏军
审查后全部编入教导旅；此外还有近百
名苏籍华人应征入伍，上百名苏联尉级
军官和苏联东方少数民族战士来到北
野营。

8月 1日，东北抗联教导旅正式成
立。全旅 1000余人，其中苏籍官兵 300
多人。下设 4个步兵营、1个通信营和 1
个迫击炮连。每个步兵营下设 1个中
国连、1个苏联连和 1个经理排（后勤保
障队）。伪满军起义士兵和苏籍华人分
散编在 4个营的中国连。通信营除抗
联人员外还编有部分苏军士兵。迫击
炮连均为苏联东方少数民族士兵。抗
联干部担任各级正职，配备苏联军官任
副职和顾问。周保中任旅长，李兆麟任
政治委员（1943 年春因苏军改为一长
制而任政治副旅长）。旅、营两级设司
令部，旅司令部下设参谋部、政治部、后
勤部和内务部，主要由苏军军官组成。
抗联干部均被授予苏军军衔，旅级军官
为校官，如周保中、李兆麟为少校（一年
后，周保中晋升为中校），营级军官为大
尉，连级军官为上尉，排长为中尉或少
尉，副排长以下授予军士军衔。官兵在
政治、物质待遇上同苏军完全相同，服
装是全新苏军军装，军官实行薪金制，
部队换发苏式装备。

教导旅虽名义上暂由苏联远东方
面军总部代管，但其内部仍保持东北抗
联的单独编制体系，并坚持执行中国共
产党的政治路线和独立作战任务。除
派遣小部队重返中国东北活动外，主力
在苏军的帮助下开展系统的军事、政治
整训。

当时，撤退至苏联境内的中共党组
织，除东北抗联部队在北、南野营建立
的党委外，还有中共吉东、北满两省
委。为改变这种党的领导机关多头并
存的局面，周保中等提出“在吉东、北满
两省委及南满党基础上建立新的中共
东北党组织临时委员会，同时废止现有
的吉东、北满两省委”。教导旅成立后，
建立统一集中的中共党组织的愿望更
加强烈。9月 13日，教导旅召开全体党
员大会，成立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
局，也称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下设组织
部、宣传部、抗日救国青年团和抗日妇
女救国会等机构。中共东北党组织特
别支部局行使双重职能，既是东北抗联
教导旅委员会，负责旅内党务工作，又
是中共东北党组织与中共中央在失去
联系的情况下，整个东北地区中共党组
织的临时最高领导机关，领导执行中共
政治路线，继续开展对日伪军斗争。

由于长期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
身处异域的教导旅官兵利用各种渠道
搜集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和领导人的
讲话、文章，从中了解领会党的方针
政策。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前后，教导
旅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
决定》《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
《反对自由主义》等大批材料，组织学
习讨论，并经常开展时事教育，了解
世界反法西斯作战和全国抗战情况，

明确党的大政方针，坚定抗战必胜的
信心。

教导旅参照苏军颁发的《步兵训
练大纲》，结合战时需要和中国东北游
击战争的实际，有计划地进行现代化
军事训练和特殊技能学习。部队在进
行队列、单兵战术、分队战术、战斗勤
务等训练的同时，还教授战术、军事地
形、爆破、防化等课程。先由苏联教官
培训班长，再由班长训练战士。战术
课由连、排长亲自组织实施。连每周
公布训练成绩；旅每半月组织操练，对
课目实施检查、考核、评比；每年冬季
组织为期半月的野外拉练，以营为单
位练习行军、警戒、宿营、野炊、实弹射
击、班至连的攻防战术、雪地工事构筑
等，并进行雪地生存、耐寒训练。在特
殊技能训练上，主要开展滑雪和空降
训练。

就这样，教导旅一边在苏军帮助下
进行系统的军政训练，培养干部，为东
北抗联部队的发展壮大积蓄了骨干力
量；一边陆续派小部队返回中国东北，
执行侦察、收集情报等任务。

三

1945 年 5 月 8 日，德国投降，盟军
作战重心迅即东移，全力对付日本法
西斯。早在雅尔塔会议刚结束时，苏
军就拟定了增兵苏联远东地区的计
划，特别是废除《苏日中立条约》后，斯
大林下令增派指挥、参谋人员前往后
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部、远东方面军和
滨海部队。针对形势的发展，东北抗
联教导旅积极备战，准备随时投入到
对日反攻作战中。

5月，远东方面军情报部长索尔金
向周保中传达方面军司令普鲁卡耶夫
大将的指示：预定在最近几个月之内将
有一场苏联对日本的战争，东北抗联教
导旅将编入远东第 2方面军战斗序列，
担负进攻佳木斯地区的作战任务，并准
备在中国东北建立 10万大军，以便参加
大规模对日作战及开展敌后活动。据
此，教导旅拟定了作战计划：派伞降部
队到敌后指定区域执行战术侦察并配
合苏军作战；正在中国东北活动的抗联
各小部队到指定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
争，执行侦察任务并配合苏军作战；主
力部队随苏军行动。

7月，教导旅陆续抽调部分官兵组
成若干先遣小分队，以地面和空降方式
进入中国东北。至 8月初分别抵达牡丹
江、长白、磐石、长春等 18个地区，担负
实施火力侦察，突袭、袭扰日军后方，监
视日军动向，充当苏军向导等任务，并
联系当地坚持游击战争的抗联武装，配
合苏军正面进攻，同时担负发动群众、
组织起义、扩充军队及稳定社会秩序的
职责。

8月 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远
东苏军总司令部所辖后贝加尔方面军
和远东第 1、第 2方面军主力部队越过
国境，发起远东战役。同日，毛泽东发
表题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
全国规模的反攻，彻底打败日本侵略
者。10 日、11 日，朱德连续发布对日
军展开全面反攻及受降等 7 道命令。
东北抗联教导旅倍受鼓舞，按照统一
部署，积极配合苏军作战行动：担任远

东第 1方面军侦察任务的抗联小分队
先后于牡丹江海林、林口和东宁县大
肚川等地空降；担任远东第 2 方面军
向导任务的抗联小分队与苏军一起乘
水陆两用车，分别向富锦、佳木斯、宝
清等地挺进；在东北坚持游击战和执
行侦察任务的抗联小分队积极掌握日
伪军动向，并向日伪运输线出击，配合
苏军作战。

在苏军摧枯拉朽般的攻势面前，日
本关东军仅十余日即土崩瓦解，东北抗
联教导旅原定的参战计划发生改变。8
月 26日，周保中接到远东苏军总司令华
西列夫斯基元帅的命令：教导旅的中方
人员随苏军各方面军进入中国东北各
战略要点，准备接受驻各城市苏军卫戍
司令的任命。

据此，教导旅制定了新的行动方
案：反攻中国东北后迅速抢占 57 个战
略要地，以接收中国东北；撤销苏联
远东方面军独立第 88 步兵旅建制。
同时决定，除病患、孕妇、体弱人员、
儿童等暂留苏联，待适当时机回国
外，其余官兵全部返回中国东北，执
行上述任务。

8月 28 日，教导旅召开干部会议，
部署出发准备工作。9 月初分 4 批先
后到达 12 个战略中心点：长春、哈尔
滨、沈阳、吉林、延吉、齐齐哈尔、北安、
海伦、绥化、佳木斯、牡丹江、大连，展
开维持社会秩序、肃清反革命残余势
力、恢复和建立中共党组织、建立人民
军队和人民政权等工作。9月中旬进
驻 12 个大中城市、45 个中小城镇，正
式改名为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部
设在长春，周保中任总司令，并在各大
战略中心点建立了各地区的东北人民
自卫军司令部。至 10 月下旬，总兵力
发展到 4万余人，收缴日伪军步枪近 6
万支、轻重机枪 2800 余挺、子弹 1200
余万发。

东北抗联教导旅在长期与中共中
央失去联系、孤处境外的情况下，加强
军事政治整训，为中、朝两军保留下一
批领导骨干，并为抗战结束后中共迅速
实现“向北发展”的战略意图打下了坚
实的组织、干部基础；同时不断派小分
队返回中国东北，坚持对日游击斗争，
尤其是在远东战役中直接参战，为配合
苏军消灭日本关东军、加速日本法西斯
的彻底灭亡、全面收复接管城市，做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熄的火种—

东北抗联教导旅组建始末
■李 涛

抗战期间，在山西晋中一带活跃着一
支中国共产党实际领导和掌握的抗日武
装——第一游击支队，由共产党员程子华
兼任支队长。1938年 7月 12日，该支队
10连在连长吴克宽、指导员李剑的率领下
出现在汾河沿岸。傍晚时分，队伍行进到
文水县胡家堡，驻扎下来。乡亲们喜笑颜
开，欢迎自己的子弟兵。

夜深了，临时连部的马灯仍然亮
着。外出执行任务刚回来的副指导员张
一林汇报了一个情况：祁县东观镇铁路
沿线的日寇和土匪活动极其猖獗，他带
领两位同志在去往乔家堡的途中，遭到
几个来历不明的武装匪徒的袭击，2排
战士苏福寿不幸牺牲。吴连长听完后，
立即召开排长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决
定：部队于第二天拂晓出发，中午进驻乔
家堡；派副连长王英带人到乔家堡附近
的东观镇去侦察敌情和地形。

第二天，队伍按时开进乔家堡。乔家
堡离铁路线很近，吴连长马上在村口安排
了哨卡，加强警戒。

乔家堡的乔映奎，是“在中堂”第五
代，人称“乔四少”，乔家大院由乔映霞和
他完成了最后一次增修。乔映奎体格魁
梧，仪表堂堂，善行乡里，曾任祁县三十
六村联防董事会会长。部队开进来以
后，就住在他家大院里。这大院是个小
城堡，院墙有一丈多高，墙上有枪垛，里
面有 6个小院，院内环境幽静，屋内陈设
十分讲究。部队住进来以后，乔家家丁
端来水果和香烟招待这些“不速之客”，
可是这些客人没有动一支烟、吃一个水
果。家丁们虽不理解，但都对 10连官兵
产生了一种敬畏的心理。趁此机会，吴
连长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人民军
队的严明纪律，接着便动员他们为抗日
出力。乔映奎听说这支部队是打日本人
的，便命家丁取来十支步枪、两支勃朗宁
手枪、一千多发子弹以及一百瓶擦枪油，
全部送给了连队官兵。吴连长代表连队
表示感谢，并让文书写了收据。

下午，负责侦察的副连长王英等回
到乔家堡连部。他们报告说，敌情没有
变，地形也有利，鬼子的查路队每天拂晓
都要到东观、白圭来查铁路。连队领导
很快拟定了作战计划：两个排和机枪班
攻打查路队，一个排监视太谷方向听到
枪声后可能增援的敌人。

深夜，连队官兵集合出发。队伍离
开乔家堡，向着同蒲铁路进发，进入伏击
阵地。天渐渐亮了，战士们胸中燃烧着
为苏福寿同志复仇的火焰，静静地等待
敌人的到来。很快，鬼子的查路队出现
了。他们背着三八枪，穿着短袖军装，耀
武扬威地走在铁轨两边的小路上。可是
仔细一看才发现，狡猾的鬼子兵十几个
人分成 3组，走在最前面的一组只有 5个
人，各组之间相距有七八十米。这样，集

中火力全歼敌人的计划就难以实现了。
当走在最前面的一组敌人离我们的机枪
火力点 30米时，连长的枪声响了。刹那
间，机枪、步枪、冲锋枪一齐向敌人开火,
5个鬼子顿时倒下 3个，另外两个也滚到
路基下面去了，后面两组敌人卧倒在铁
路上打了几枪，便连滚带爬地逃进高粱
地里。这次战斗只用了 10分钟，打死日
军 3名，我军无一伤亡，缴获敌人 3支步
枪和 100多发子弹。乔家堡全村乡亲抬
着猪肉到乔家大院慰劳战士们。

同日上午，日军又从太谷县集结了60
余人向着乔家堡前进，伺机报复。吴连长
根据敌人无目标的射击，判断出敌人不知
道他们的准确驻地，便决定利用乔家的高
墙大院再打一次伏击。吴连长撤回哨兵，
关紧大门，命令战士们登上屋顶，隐蔽起
来，准备战斗。不一会儿，日军成散军队
形，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乔家堡。百姓们听
到枪声都关紧大门，日军挨家挨户敲门，并
发出一阵阵叫骂声。等他们来敲乔家大门
时，连长一声令下，顿时枪声大作，手榴弹
轰鸣，日军死伤多人。战士们从大门冲了
出去，缴获7支步枪，迅速撤出了乔家堡。

在乔家堡战斗中指挥若定的吴克宽连
长，于1938年 8月牺牲。在他带领的这支
队伍中流传着这样一首诗：“欲遂平生志，
不顾命与家。但愿血和泪，灌溉自由花”。

乔
家
大
院
的
抗
日
枪
声

■
侯
志
刚

从创建自陕甘边根据地到保卫延
安、从解放兰州到西藏平叛、从边境作战
到卫戍新疆，一代代红军传人的战斗路
线令人震撼。走进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团
史馆，追溯历史的记忆，一件件文物，一
张张照片，似乎正向参观者讲述着这支
红军部队80多年的奋斗历程。

“两当兵变”中使用

的军号

1932 年 4 月，在陕西警备第 3旅从
事兵运工作的习仲勋等，抓住其换防时
机在甘肃省两当县举行兵暴。暴动队伍
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 5支
队，在北进苏区时与当地大土匪王结子
遭遇。激战过后，终因寡不敌众，未能到
达目的地而归于失败。这支呈喇叭花
状、锈迹斑斑的军号，就是该团前身红军
陕甘游击队战士们使用过的军号。

红军东征缴获的“花

机关”冲锋枪

1936 年 5月初，东征红军西渡黄河
回返，该团前身所属的中国工农红军第
29 军奉命返回根据地。各路敌人层层
设防，分路截击，企图将其消灭在宜洛地
区。第29军下辖的第 255、第 256、第 257
团（3个团后经多次抽调整编组建为该
红军团）边打边撤，连续 3天 3夜走在渺
无人烟、气候恶劣的黄龙山区,官兵忍饥
受渴，克服千难万险，终于甩掉了敌人的
追堵，返回了根据地。在这次战斗中，缴
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加强了红军的力量，
其中“花机关”冲锋枪，在当时算是战利

品中的“奢侈品”之一。

罗局镇战斗中使用

过的“盒子炮”

1949 年 7 月，第 1野战军发起扶眉
战役，该团前身部队第 1野战军第 4军步
兵第 11师第 31团奉命进攻罗局镇。12
日，敌军开始突围。在三面受敌的危急
情况下，第 31团 3营指挥员临危不惧，浴
血奋战，挥动着“盒子炮”手枪同战士们
一同冲锋，与敌反复展开冲杀、肉搏，粉
碎了敌人9次反扑，始终坚守着团阵地。

在攻打罗局镇战斗中，“盒子炮”手
枪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凭借着威力大、
使用方便等特点，“盒子炮”在近距离战
斗中，给予了敌人沉重打击。

作为新疆军区保留红军连队最多的
一支部队，该团一代代官兵始终把这些
刻印着红色基因的“传家宝”，当成红色
教育的“教科书”，把团史馆打造成红色
教育的“新阵地”。结合新兵入伍、老兵
复退、干部晋升等时机，该团将学习这些
“传家宝”背后的故事作为一门必修课，
引导官兵把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一代代
传下去。

浸染硝烟的“红色名片”
■高传硕 高 群

图①：红军东征缴获的“花机关”冲
锋枪；图②：罗局镇战斗中使用过的“盒
子炮”；图③：“两当兵变”中使用的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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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抗联教导旅旅长周保中（左四）与苏联远东方面军军官合影。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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