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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榆年画

通榆年画又叫木版年画，是闯关东的民
间艺人带到东北的，所以又叫闯关东年画。

通榆年画最初的传承主要以李向荣家
族传承为主。李向荣的曾祖父李祥1868年
由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千佛山迁至通榆。他
把木版年画的技艺传给了后世子孙，传承脉
络为曾祖父李祥—祖父李连春—父亲李兴
亚—李向荣。

通榆闯关东年画早期以传统年画为主，
并以喜庆吉祥、驱邪打鬼等民间题材为主，
主要分为三类：财神类有“财神”“福寿双全”

“四季平安”“五路进财”等，胖娃娃类有“五
子登科”“观音送子”等，民间类有“门神”“灶
神”“水漫金山”等。

新中国成立后题材多以吉祥喜庆、民间
风俗、民间故事为主。

1961年，开通公社文化站美术辅导干
部刘长恩创作了一张名为《打猪草》的年画，
张贴在公社文化站的画廊里。时任吉林人
民出版社年画编辑室主任的吴龙才先生来
通榆组稿，发现了这张画作。这张年画出版
发行后，成为县内出版年画之首。嗣后，《打
猪草》在香港印刷技术展会上展出，还被长

春电影制片厂选作故事片《两家人》道具。
1962年至1965年，发行通榆年画11幅，宣
传画1幅。

1976年 10月，通榆年画创作重新兴
起，至1979年共创作年画39幅。1980年
至1985年，在全县创作出版的30幅年画
中，1幅获全国二等奖，2幅获省一等奖，4
幅获省二等奖，9幅获省三等奖。

在专业美术工作者的带动下，全县业余
美术创作取得了可喜成果，最多时从事创作
的人员达100多人，每年创作年画作品数百
幅，先后有10人的年画作品出版发行或参
加省群众美展。

在数量上升的同时，通榆年画的技法也
不断发展和创新，既继承传统又不墨守成
规。从传统画法到擦笔年画，从一擦到底到
擦画结合，从半透明水彩到透明水彩，以至
水彩技法、国画技法的融入，画面饱满与大
胆留白的交汇，民俗风格和现代韵味的互
补，使通榆年画在年画界一枝独秀。

经过多位年画作者的努力，全国有十家
出版社出版发行通榆年画300余幅，通榆年
画在全国年画领域有较大影响。1991年6
月25日，通榆县被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
画之乡”。

（白城市文联供稿）

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向全国考古工
作者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充分肯定中
国现代考古学的重要成果和贡献，对广大考古工
作者寄予殷切期望。

考古学是根据发掘出来的或古代留传下来的
遗物和遗迹来研究古代历史的学科。而中国是有
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泱泱古国，有着无数的文明
之秘、历史之谜需要破解。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
考古工作在中国大有可为的光明前景。

100 年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
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
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增进了
公众对中华文明的认知，促进了文明交流互鉴。
王国维先生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之初曾言：“吾
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
料。”这是文化之幸、国家之幸、民族之幸。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些重
大考古发现凝结着几代中国考古人的心血与汗
水。他们躬身田野，胼手胝足，栉风沐雨，风餐露
宿，克服困难，排除干扰，叩问厚土，满怀报国之
志，仰望中华，求索文明之秘。当走进一座座规模
宏大的博物馆，观赏一件件叹为观止的文物时，我
们不能忘记考古工作者所作出的贡献。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中国人以深
厚的历史传统为荣，也以历史传统为鉴。考古工
作绝非“挖宝”，文物价值也绝非金钱可以衡量。
考古工作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历史事实，更好
地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从而坚定
文化自信，生发出无比强劲的内在定力和前进动力。

文化兴，国运兴。中国从考古大国向考古强国的迈进，其基础是国家综合
国力的不断提升。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高度重视考古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考古工作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对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作出
了专门部署，就做好我国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用好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提
出了明确要求，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下一个百年，中国考古
将帮助国人更为全面地了解中华文明史，更好地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考
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广大
考古工作者要不负嘱托，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
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同时，各级党委和政府，乃至全社会都要牢固树立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责任
重大的观念，关心爱护考古工作者，积极支持保障考古事业、文物保护和历史
研究。

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和考察调研时

反复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把红色江山世世代
代传下去。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深入挖掘红色资源，系
统梳理红色文化，赓续传承红色基因，为新时代吉林振兴发展汇
聚磅礴力量。本报从今日起转载《吉林日报》近期推出的“聚焦
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专栏稿件，从吉林作为东北抗日联军
创建地、东北解放战争发起地、抗美援朝后援地“三地”和新中国
汽车工业的摇篮、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
摇篮“三摇篮”六个角度破题，讲述中国共产党带领吉林人民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浴血奋斗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宝
贵经验，展现吉林儿女的感人故事、崇高信仰和家国情怀。

“九一八”事变后，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人民掀起了波澜壮
阔的抗日斗争。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的潮头，组建了英勇善战
的东北抗日联军（下简称“东北抗联”），涌现出以杨靖宇、魏拯
民、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等为代表的民族英雄，成为东北抗战
的中流砥柱。吉林省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率先垂范，开拓创
新，成为东北抗联的创建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历
史贡献。

一、高举旗帜，率先建立中共领导下的抗日
武装

“九一八”事变后，山河变色，国土沦丧。在这场严重的民族
危机面前，国民党先是命令东北军采取“不抵抗主义”，致使东北
军和警察大部分不战而降，或退往关内；后又把希望寄托于“李
顿调查团”，企图利用帝国主义的争斗，达到“以夷制夷”的目
的。国民党这种举止失措的政策使东北民众自发的抗日斗争处
于群龙无首的境地，抗日力量受到严重的损害。在此关键时刻，
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高瞻远瞩，制定了东北抗战的指导思想，
组建东北抗日武装，成为东北抗战的中流砥柱。

1931年9月19日，即“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
委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占领满洲的宣言》，明确提出了“发动游击战争”“打倒帝国主义”
等口号。9月22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
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了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要求
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进行7项工作，“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
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争斗（北宁路、中东路、哈尔
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
作，组织他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
打击。”9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了《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
议》，中心思想是号召士兵群众，奋起抗日；发动工农，反抗日
军进攻；开展农村的武装斗争等。1932年3月31日，中共满
洲省委作出《接受中央关于上海事件致各级党部信的决议》，
提出我们党的任务是“大规模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宣传群众，
扩大这一反日战争，建立民众的苏维埃政权，争取民族革命战
争的胜利。”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通过下发的系列指示、宣
言、决议，确立了东北抗战的指导思想，即号召东北民众组织起
来，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尤其是开展武装的游击战争，直
接打击日本侵略者。

鉴于吉林省是日伪统治的核心地区，长春是伪满洲国的“首
都”，为了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率先在吉林省建立
了自己领导之下的抗日武装。1931年12月，中共磐石中心县
委在工农赤卫队和特务队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第一支抗日武装——磐石赤色游击队，李红光任队长，李松波
任政委。1932年，为了加强对这支抗日队伍的领导，中共满洲
省委先后派张振国、杨君武、杨林、杨靖宇到磐石，开展抗日工

作。他们联合抗日山林队，领导群众分粮斗争，组织伪军哗变，
攻打磐石县城，粉碎日伪军四次进攻，成功策反迫击炮连起义，
可谓声名远播，威震南满。在此过程中，磐石赤色游击队先后改
名为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东北游击
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成为南满地区一支重
要的抗日力量。

同时，中共海龙中心县委于1932年8月，成立了海龙工农
义勇军。1933年1月，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七军海龙游
击队。8月，海龙游击队北上，与南满游击队会合。在此基础
上，9月18日，南满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
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

与此同时，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中共东满特委于
1932年4月至1933年1月，成立了延吉反日游击队、珲春反日
游击队、和龙反日游击队、汪清反日游击队、安图反日游击队。
1934年3月下旬，延吉游击大队、和龙游击大队改编成东北人
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

鉴于各支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的发展，中
共满洲省委于1934年11月7日率先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1935年5月30日，又成立了东北
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兼任政委。

1935年，中共中央在发表的《八一宣言》中提出，为结成全
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的主张，并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和东北人民
革命军将率先加入抗日联军。据此，1936年6月，东北人民革
命军第一军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
委；3月上旬，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
二军，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委。7月上旬，中共南满省委
成立，魏拯民任书记。同时，东北抗联第一、第二军合编为东
北抗联第一路军，杨靖宇任总司令，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
民任总政治部主任。

由此可见，东北抗联的最前身是东北党组织创建和领导的
反日游击队，磐石赤色游击队是中共在东北建立的最早的抗日
武装；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是中共在东北建立的成军级建制
的抗日武装；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也是中共最早建立的路军。即
东北抗联经历反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三个
发展阶段，每个发展阶段的开端都在吉林省。尤其是中共南满
省委和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的成立，标志着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
联首先在吉林省实现了党的领导和军事指挥的统一，同时对吉
东和北满起到榜样和示范作用（吉东省委成立于1937年3月，
第二路军成立于1937年10月10日；北满临时省委成立于1936
年9月18日，北满省委成立于1939年4月，第三路军成立于
1939年5月30日）。

二、英勇奋战，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威震南满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成立后，积极从事建立东北游击根据地
的工作，并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不断给日伪法西斯统治以
沉重打击。

关于抗日游击根据地问题，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游击战争
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争任务，
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
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
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从1932年至1942年，东北
抗联第一路军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南满、东满等地
创建了众多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在南满，杨靖宇先后建立了以
红石砬子、玻璃河套为中心的磐石游击根据地，以濛江、桦甸和
抚松边界的河里抗日游击根据地，以桓仁、本溪、兴京(今新宾

县）交界的老秃顶子、和尚帽子为中心的桓本兴抗日游击根据地
以及辑安（今集安市）老岭山区的蚂蚁河游击根据地。在东满，
王德泰、魏拯民等建立了安图车厂子、奶头山，汪清罗子沟以及
长白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在东北抗日战争的后期，东北抗联第
一路军在深山密林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便于生活的地方，广
建密营，开展原始森林游击战，挑战人类生存极限。密营是东北
抗联建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根据地。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
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所说的“长白山根据地”，就是指东北抗联第
一路军所开创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依托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了独立自
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如举行两次西征、奇
袭老岭隧道、诱歼伪军索旅、巧夺辉南城、破袭通辑路、攻打大
蒲柴河、大战寒葱岭等。为此，杨靖宇激情澎湃地写下了《东
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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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走日寇推翻‘满洲国’，这一次的民族革命战争，要
完成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冲锋啊，我们的第一路军！冲锋
啊，我们的第一路军！”

在实际斗争中，杨靖宇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形成了自己的
独特的军事原则，如“四不打原则”“三大绝招”“四快”，以求打击
敌人，保存自己，发展自己。因此，杨靖宇被称为“东三省第一个
执行游击战术的人”。杨靖宇的战略战术是在对日作战中摸索
出来的，是在逐渐与中共中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失去联系
后和中共满洲省委撤销后独立自主形成的，体现了实事求是、勇
于创新、不拘一格、灵活机动的特点。

对于东北抗日联军的作用，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东三
省的游击战争……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
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
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
量。至其给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
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三、首创首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建立东北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组织是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联的历史性功绩。吉林省是东
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早形成的地方，并对活动在黑龙江省的
其他抗联各军起到引领作用。

1932年底，日伪军展开大规模“讨伐”，义勇军主力大部分
溃散，东北抗战步入低潮。面对东北严峻的斗争形势，危难时
刻，中国共产党再次挺身而出，开创性地提出建立东北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号召，指明了东北抗战的方向。

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下简称“中共
代表团”）发出“一·二六指示信”，明确提出：“尽可能造成全民族
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
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
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1935年6月，华北危机日益加深，
中共代表团针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实际情况，起草了“六三指示
信”，提出坚持长期抗战思想，重申扩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和
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张。1935年7月，中共代表团根
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撰写了“八一宣言”，完整地

阐述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战略，主张组织“全中
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统一的抗日联军
总司令部”。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率先
在吉林得到贯彻与实践。1933年7月，杨靖宇联合反日义勇军
建立了南满反日军联合参谋部，任政治委员。1934年2月，杨
靖宇组建了下辖17支抗日武装4000余人的“东北抗日联军总
指挥部”，并当选为总指挥。这是我军历史上首次出现“东北抗
日联军”的名称。同年秋，在王德泰倡议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二军独立师与10余支抗日武装召开大会，组建了东满抗日联合
军总指挥部，推举王德泰为指挥。1935年9月2日，《东北抗日
联合军组织条例》公布，第一条即为“东北抗日联合军由东北人
民革命军、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及抗日山林队等等共同组织
而成，取消原来各军名称而称为东北抗日联合军第X军第X师
第X团”。 1936年3月至193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相继组建
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至十一军，最盛时人数为3万余人。东北
抗日联军的编成，标志着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在
此过程中，杨靖宇、魏拯民、王德泰作出了表率和贡献。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队伍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
工作，团结起大多数抗日力量，建立了东北抗日联军，对全国抗
战产生了影响。更重要的是，其经验教训对全国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四、靖宇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
财富

习总书记曾说过：“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
辈出的民族。”正所谓“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
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在东北抗日战争中，牺牲
在吉林大地上的民族英雄杨靖宇、魏拯民、童长荣、王德泰、陈
翰章、曹国安、曹亚范，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星，照亮了黑暗的
夜空，成为人们抗亡图存的航灯。而杨靖宇则是东北抗联的
旗帜性人物，以他名字命名的“杨靖宇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
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杨靖宇作为东北抗联的缔造者、指挥者之一，他曾担任中共
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师长兼
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
军长兼政委、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同时作为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委员、
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33人名誉主席团成员之一、100位为
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提到
最多的抗日英烈之一，在党内具有崇高的地位。

杨靖宇率领所部在日本侵略者残酷统治下的南满、东满地
区，一直开展着英勇顽强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直至牺牲自己
的宝贵生命。杨靖宇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杨靖
宇精神”。其内涵有六点：即勇赴国难的爱国情怀，绝对忠诚的
理想信念，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战天斗地的艰苦作风，独立自
主的创新精神，团结战斗的大局观念。这六个精神是相辅相成、
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爱国情怀是“杨靖宇精神”的基础，也是
核心；对党绝对忠诚是“杨靖宇精神”的力量源泉，也是精华所
在；英雄气概、艰苦作风、创新精神、大局观念是“杨靖宇精神”的
具体体现。“杨靖宇精神”与东北抗联精神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是
东北抗联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谱
系中最耀眼的精神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
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
英雄，需要英雄精神。”可以说，“杨靖宇精神”是振兴东北老工业
基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动力之一。

总之，吉林省作为东北抗联的创建地，以其最早建立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率先创建东北人民革命军、最早建立东北
抗联第一路军、最先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最具影响的

“杨靖宇精神”等而对东北抗日战争起到引领和示范的作用，其
历史贡献必将彪炳史册、光耀千秋。

（据《吉林日报》）

吉林省是东北抗日联军创建地
●刘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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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湖北省博物馆三期扩建工程即将全面竣工，10月12日起，博物馆“镇馆之宝”——拥
有2400多年历史的曾侯乙编钟“搬家”工程开启。

曾侯乙编钟于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是由大小渐次变化的青
铜钟编组而成的打击乐器。至今，曾侯乙编钟仍是中国出土数量最多、重量最重、音律最全、气
势最为宏伟的一套编钟。

图为10月15日，工作人员对曾侯乙编钟进行调试安装。
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

曾侯乙编钟“乔迁”新居

安学贵《家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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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学忠《快乐的暑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