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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照耀白城百年

1931年 9月18日夜，日本驻中国的关东
军，突然袭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
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九一八”事变后
的9月22日，日军沿四洮线北犯，由于洮辽镇
守使张海鹏叛国投敌，将洮南拱手相让，至9
月底，日军未费一枪一弹，占领白城地区。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
的意志，立即发出了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东北的号召。在党的抗日号召影响下，白城
地区迅速掀起抗日高潮。

苑崇谷：率屯垦军奔赴江桥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屯垦军驻白城
的广大官兵对张海鹏的叛国投敌行径表示强烈
愤慨，在屯垦公署管带旅长苑崇谷的领导下，
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为保卫国土，
不做亡国奴，奋起抗日。10月中旬，苑崇谷率
领屯垦军3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和1个炮兵
营，在洮索铁路局长张奎恩的帮助下，从白城
子景星绕道去齐齐哈尔投奔马占山，奋起抗
日，所部被马占山编为黑龙江暂编步兵第一
旅，苑崇谷为步兵指挥官，率部驻守去黑龙江
省的咽喉要道，步兵在江桥附近的大兴站以西
布防，骑兵在富拉尔基以西对景星方向警戒。

10月15日，日军驱使张海鹏的保安军进
犯黑龙江省，张海鹏命少将徐景隆为前锋部队
司令，率驻白城子的新编第一支队的3个团为
先锋，从镇东向泰来江桥一带推进，在日军的
飞机掩护下攻打江桥，遭到守桥部队的迎头痛
击，徐景隆触雷身亡，其所部3个团溃散而逃。

10月下旬，马占山下令苑崇谷旅开往三间
房布防。苑崇谷率部由大兴以西，沿三间房大
小新庄一带的村落，构筑据点工事。11月 3
日，日军出动铁甲车两列，步兵六七百人，并
派出飞机5架，乘天气突变，大雾弥漫之机，
向距江桥15华里的大兴站猛烈进攻。屯垦军官
兵英勇奋战，打退了日军的进攻，江桥保卫战
首战胜利。下午，日军和张海鹏的保安军再次
进攻大兴站，双方激战到次日拂晓，日军又遭
惨败，死伤600多人，张海鹏的保安军几乎被
打垮。日军江桥一战遭到严重损失后，急需补
充实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9日到达洮南进
行部署，调旅顺驻屯军的重炮队于10日上午开
抵公主岭，晚由四洮路赴洮南，同时在洮南近
郊辟建飞机场。这时有抗日救国军3000余人
在镇东、东平起义，与张海鹏的部队激战，张
海鹏进攻失利，日军调拨炮队助战，致使进攻
江桥暂时停止。12日，日军增调两个联队，在
飞机、装甲车的掩护和重炮配合下，再度向大
兴站大举进攻，从13日到17日，广大抗日官
兵顽强地忍受着连日战斗的疲劳，死守于硝烟
弹雨的阵地之中，伤亡续出，尸体枕藉，拼死
苦战，不肯稍退。日军联队几乎死伤殆尽，这
是其入侵东北以来最惨重的失败。18日晨，日
军调集骑兵、步兵、炮兵3个联队，以飞机、
重炮、装甲车联合作战，向大兴站发起疯狂进
攻，广大爱国将士以为国捐躯与日军决战到底
的信念，坚守阵地，用低劣的武器坚持作战，
短兵相接，肉搏相拼，阵地失而复得再三，毙
伤大批敌人，直到弹尽粮绝，又腹背受敌，加
之孤立无援，不得不撤出江桥。

江桥抗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
志，全国各地纷纷来电来函，表示支持和声
援，许多群众自动组织起来，成立慰问团捐款
捐物，慰问将士。教育家陶行知在《敬赠马占
山主席》一诗中，盛赞江桥抗战：

神武将军天上来，
浩然正气系兴衰，
手抛日酋归常轨，
十二金牌召不回。
社会各界通过不同方式向抗日前线将士发

出慰问电。上海有一家福昌烟草公司还专门生
产出了“马占山将军牌”香烟并在报纸上刊登
广告“愿人人都学马将军”。“马占山将军牌”
香烟上市后，上海人争相购买，一时间出现了
香烟供不应求的局面，一些不吸烟的人也买回
几包留作纪念。1931年11月1日的《滨江日
报》曾经发表评论说:“黑龙江的中国军人在
日军横暴下孤军奋战，嫩江河畔赤血是中国血
性男儿的魂宝。黑龙江的中国军队是真正的卫
国勇士。”

江桥抗战对白城地区的抗日斗争产生了重
要影响，在抗战间，镇东县和扎赉特旗就有500
多名青壮年加入了抗战队伍，江桥抗战以后，白
城地区各种形式的反日武装斗争蓬勃兴起。

黄显声：洮南走出的抗日将军

黄显声，东北军第20旅旅长，在洮南驻防
4年，“九一八”事变后，黄显声毅然投身抗
日。他是主张息内争以御外侮的东北军少壮派
军官，是张学良、郭松龄最为依赖的将校，是
东北义勇军的缔造者之一。“九一八”事变
后，他坚决抵制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率先带
领警察队伍打响了抗战第一枪。他带领的部队
被蒋介石称为红到底的部队，他也被蒋介石视
为危险人物。他作为红岩魂中的先烈之一，被
誉为血肉长城第一人。

黄显声的武装抗日在洮南产生很大影响，
将其称为“洮南走出的抗日将领”。

“九一八”事变前的8月初，黄显声就已经
通过当时的警务督察长熊飞得到日军情报，知
道事变即将发生，黄不肯坐以待毙，回沈阳后
当即下令各县警察队公安队扩充成12个总队，
并发放枪支弹药。这批枪支成了后来东北各路
义勇军中的主要武器来源之一。后来的东北抗
日义勇军中，原东北的警察人员占了相当高的
比例，而且多位著名的义勇军指挥官，比如邓
铁梅、王凤阁、高玉山等都是原东北警察出
身。与此同时，黄显声对沈阳的警察也进行了
充分的部署，将2000名警察组织起来，编成
一个总队并配发枪弹，自己从9月初即昼夜不
离办公室，随时准备应变。“九一八”事变刚
刚发生，他即率领警察总队投入抗击日军的战
斗中。当时沈阳的东北军有王以哲的第7旅，
总部卫队，张学良的卫队营，讲武堂学生兵和
黄显声的警察部队。事变爆发的时候，只有黄
显声部和讲武堂学生兵主动进行了抵抗。黄显
声指挥警察在二经街一带依靠简单的街垒与日
军对战多时。最终，在日军坦克的攻击面前，
只有轻武器的警察因伤亡太重，被迫撤离。连
夜经新民向锦州集中待命。

黄显声到达锦州后，成为1931年秋冬实际
的前敌总指挥。在锦州期间，黄显声将新编部
队改称为“辽宁抗日义勇军”，先后编成20余
路军，黄担任总司令。这就是“抗日义勇军”
的最初来历。黄显声部下的义勇军和公安队，
与日军在白旗堡、田庄台、盘山、打虎山各地

辗转血战，给日军造成重大的打击。东北军撤
退时，黄显声率3个骑兵公安总队断后掩护，
以第1、第2总队掩护机关人员撤退，亲自带
第3总队到大凌河畔杨官屯拒敌。1932年1月
2日，黄部与日军渡大凌河部队展开激战，由
于敌众我寡，战斗到凌晨2时30分，黄下令炸
毁女儿河铁桥阻挡日军追击，部队撤向关内。
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义勇军部队一部随
黄显声入关，一部留在当地继续和日军作战。

由于“义勇军”这个名字响亮而且贴切，
逐渐成为东北各地抗日军民最为常用的叫法。
1935年，田汉、聂耳合作为电影《风云儿女》
谱写了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这首脍炙
人口的战歌，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九一八”事变后，黄显声坚决抗日的行为
引起了蒋介石的愤恨，下令将其逮捕囚禁在重
庆渣滓洞。在1949年11月、解放前夕被杀害。

关玉衡：建立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

关玉衡，驻白城兴安屯垦区公署军务处长
兼第三团团长，1931年5月，为维护国家主权
和严守军事机密，下令处死日本间谍中村震太
郎，成为引发“九一八”事变的发端，即“中
村事件”。

1931年8月17日，日本陆军省发表了《关
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的声明》，歪曲事实说：

“帝国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在满洲被张学良部
队割鼻挖耳，切断四肢，悲惨遇害”，宣称:

“中村事件”“是帝国陆军和全体日本人的奇耻
大辱”。他们以此为契机，煽动复仇，叫嚷发
动侵华战争，日本朝野和民众团体也一窝蜂地
出动，要求陆军“武力征服满蒙”。然后，一
方面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一方面动用各
舆论工具，尽力渲染中村事件，故意扩大事
态，宣传所谓“满蒙危机”，煽动战争狂热。
《盛京时报》《朝鲜日报》和《泰东日报》上，
纷纷报道“中村震太郎入蒙游历失踪”。日本
军部、政府、议会、政党和极右团体，都利用
中村事件大做文章，主张以此作为“打开满蒙
问题僵局的突破口”，因而在交涉上一天紧似
一天。对日本当局的寻衅，兴安屯垦军进行了
有力的反驳，指出“兴安屯垦军自成立伊始，
东北长官公署即已向驻沈阳各国领事照会在
案，谢绝到此参观游历，因保护难周，不发护
照，凡私入该区有意外发生时，概不负责。”
屯垦军驻白城子督办公署统带苑崇谷还将搜查
到的中村等人间谍活动证件亲自送往北平副司
令长官公署，提出：“按国际公法，主权国家
有权处死外国间谍。”这是自己的内政，别人
无权干涉。强烈呼吁“国土不可侵，国威不可
辱”，要求长官公署“抗衡到底”。日本关东军
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置兴安屯垦公署的严正
声明于不顾，公然要求亲自到兴安区勘察。东
北长官公署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不得不允许
土肥原贤二前往兴安区。兴安区屯垦军官兵闻
讯百倍警惕，严阵以待。心怀鬼胎的土肥原贤
二乘火车在白城子下车后，受到军警的严格盘
查，他心惊胆战地要求兴安屯垦公署派兵保
护。代理督办高仁绂以“本区向无此例”为由
断然拒绝。土肥原贤二在向葛根庙进发途中，
见屯垦军戒备森严，加之多次遭受盘查，预感
前景不妙，便决定中途回返。由于探查毫无结
果，回到沈阳后，他大肆造谣说：“兴安区部
队要哗变，一切准备停当，只待发动。”林久
治郎则在外交上施加压力，一天中3次向东北
长官公署荣臻参谋长“抗议”，要求交出关玉
衡，为中村震太郎偿命。由于中国政府对中村
事件的妥协退让，委曲求全，表示希望用和平

的外交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蒋介石等还表示
对关玉衡等进行军事审判并予以严惩，何应钦
等亲日分子指责关玉衡处死中村震太郎“是破
坏中日邦交，是引起日本出兵东北的罪魁祸
首”，主张逮捕法办。结果关玉衡被解职软
禁。由于日本政府的目的不在于此，所以仍步
步紧逼，并以此为借口，增兵南满，开始了发
动对东北全面武装侵略的准备。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开始通缉
处决日本间谍中村大尉等4人的兴安屯垦军第
3团团长关玉衡。关的父亲闻讯急火攻心，3日
不语而逝。1932年3月，日军抄没关玉衡宁安
县老家的家产，将其四弟关瑞孚抓走，严刑拷
打后钉死在江沿的火磨楼上。二妹夫被抓后惨
死在狱中。面对家毁人亡的悲惨情景，关玉衡
的老母亲老泪纵横，绝望中病倒后双目失明。
国难家仇，关玉衡悲愤填膺，坚决抗日到底。

1932年6月，关玉衡改名郭尔佳，化装从
上海出发，到开鲁、瞻榆一带建立辽北蒙边抗

日义勇军。关玉衡以“后援会委员”身份指挥
起义军右路军1500人，后又任左右路军总指
挥，与辽北蒙边宣抗专员高文彬一起，联合率
领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攻打通辽，毙敌80多
人。9月，又率部夜袭辽源（郑家屯），重创日
军。此举震惊日伪，震动热辽边，大大鼓舞了
抗日士气。为此，北平抗日救援会送来4万元
慰问金。由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
反动政策，《何梅协定》签字后，下令禁止义
勇军抗日，关玉衡于 1933 年辞去总指挥职
务。关玉衡回到北平后，被一些亲日分子指责
为“破坏中日邦交，引起日本出兵东北的罪魁
祸首”“应予法办”等。关玉衡对这些爱国有
罪的谬论，十分气愤，先去国民党驻北平军分
会申辩，又去南京申诉，不料竟遭扣押，后被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释放。
周恩来称关玉衡为少有的“爱国民主人

士”，他的家乡人民称关玉衡是一个正义的
“关东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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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显声担任义勇军总司令时全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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