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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战友们，我来看你们了。”幕布拉
开，一位身着军装、佩戴军功章的老人领着一
名小女孩缓缓走上舞台，面向观众敬礼。

跟随老人的回忆，《黑土之殇》《集结之
号》《暗夜之星》《英雄之魂》《胜利之光》五大
篇章依次上演，独唱、群舞、朗诵等多种方式
融合，带领观众穿越历史时空。这是牡丹江师
范学院师生共同编创的歌舞史诗——《永不磨
灭的信念》，全景再现了东北抗日联军在党的领
导下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不畏艰苦、浴血
奋战的光辉历程。

“赵一曼留给儿子的示儿书，既是一封充满
无限深情、柔情的信，更是一封宣示了无比坚
定的理想信念、初心使命的信。”53岁的舞蹈系
主任王铁梅是剧中赵一曼的扮演者，站在舞台
上读信时，她的泪水总会夺眶而出，“在和平年
代里，我们有义务、有责任把东北抗联精神弘
扬下去，让东北抗联精神永放光芒。”

牡丹江师范学院将这台歌舞史诗作为育人
工作的有机载体，广泛吸收学生参演。自 2016
年首演至今，参演过的学生已达千余人。

“这些年轻的学子，在排练过程中都有过不
同程度的‘挂彩’，小腿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
的 ， 但 他 们 都 笑 着 说 ‘ 没 事 儿 老 师 ， 我 不
疼’。”音乐与舞蹈学院实践教学部主任田野是
剧中杨靖宇一角的扮演者，虽然觉得心疼，但
更为学生们感到骄傲。

演出内容也在不断丰富，在上海演出时加
入了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 创作者田汉、聂耳
的人物形象。师生们还向中国抗联研究中心的
专家请教，适当调整了节目视频的背景部分。

红色的种子一旦生根，就会长出参天大
树。“大一刚入学时，我就看了演出，深受震
撼。现在我也成了一名演出人员，能用这样的
方式让东北抗联精神为更多人所知，感到十分
光荣。”已参演20多场的音乐与舞蹈学院学生刘
天仰说。

自 2016年首演以来，歌舞史诗 《永不磨灭
的信念》已累计演出46场，观众超万人。

“在东北抗联 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许
多朝夕相处的战友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
在位于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的东北抗联
史实陈列馆，馆长张鹏一告诉记者，战争异常艰
苦，为避免家属被敌军残害，“在抗联队伍中大
家都以代号相称，许多战士的名字就这样永远消
失了。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英烈们的故事讲
出来。”

由于日伪军封锁严密，抗联战士只能在深
山里修建密营。张鹏一寻访健在老战士，根据
他们的回忆寻找密营位置。张鹏一和同伴在深
山密林里经常一走就是几天，饿了啃面包，渴
了寻口山泉水。

“密营生活是东北抗联将士不屈不挠精神的
缩影。”张鹏一指着一张密营图片介绍，“夏
天，为了不暴露位置，战士们生生忍着毒虫叮
咬；冬天，大雪过膝深，有的战士一觉醒来脚
就冻残了。”

16 年来，张鹏一走遍了本溪满族自治县
3300 多平方公里的沟沟坎坎，还深入辽东地
区、吉林和黑龙江等地的大山深处，探寻抗联
部队战斗过的地方，行程累计达到两万多公里。

这种韧劲感动了许多抗联烈士子女，他们
自愿捐赠文物。目前，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的
抗联文物已汇聚了 2000余件，并在本溪地区新
发现抗联遗址、遗存 30余处；馆藏抗联军级以
上将领使用过的文物100多件，居全国抗联题材
纪念馆之首。“东北抗联将士们的身影已经走
远，但这些文物都在讲述那段不畏牺牲、守卫
家国的峥嵘岁月，静默但有力。”张鹏一说，要
真正保护好抗联文物，让抗联精神一代代传承
下去。

如今，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面积已达 5000
平方米，成为全国第三批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全国首批国防教育基地、全国首批抗战纪
念设施，平均日接待量千人，建馆十余年共接
待全国各地参观者400余万人。

网上陈列馆、主题公园……对于未来，张
鹏一还有不少设想，“我正在收集抗联歌曲，要
让这些生死关头的歌、枪林弹雨的歌、照亮黑
暗的歌，永远闪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曼街 241 号，
矗立着一栋欧式白楼。时值深秋，落木
萧萧，平添几分肃穆。

这里是东北烈士纪念馆。步入馆内，
“抗战十四年——东北抗日联军历史陈
列”尽现眼前。一件件珍贵的文物，无言地
诉说着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把人们的思
绪带回血与火的峥嵘岁月。

2020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九一八
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
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
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在 艰 苦 卓 绝 的 抗 日 战 争 中 ，中 华
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
战 、为 人 类 正 义 而 战 ，社 会 动 员 之 广
泛 ，民 族 觉 醒 之 深 刻 ，战 斗 意 志 之 顽
强，必胜信念之坚定，都达到了空前的
高度。白山黑水间，茫茫林海中，东北
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长期
与凶恶敌人斗争，用鲜血和生命谱写
了壮丽篇章。

信念如磐，白山黑水除敌寇

“白雪铺满大地，山中雪积及尺……
抗日救国战士，犹着单衣水鞋，日夜出
没于寇贼倭奴之封锁线，其困苦颇甚。”
这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
中日记中的一段文字。

东北地区冬季长达半年之久，严寒
的日子里气温常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
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抗联将士只能在
深山密林靠篝火取暖。“火烤胸前暖，风
吹背后寒”，就是当年艰苦斗争生活的真
实写照。

已故抗联老战士单立志曾经回忆
说：“在 1939 年那一年，我一个冬天都
没有棉衣穿……在长期的严寒摧残下，
许多年纪稍大的战友都被冻死饿死了。”

日伪军为消灭东北抗日联军，实施
了极其毒辣的“归屯并户”等手段，妄
图割断东北抗日联军与广大群众的联
系，断绝其衣、食等物资来源。

“由于敌人严密封锁，供给断绝，在
艰苦的岁月，将士们几日、十几日缺粮断
炊是常事，只能靠树皮、草根果腹。”东北
抗联史实陈列馆馆长张鹏一曾多次进入
深山老林，寻访东北抗日联军的营地。

尽管如此，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斗从
未停止。有统计显示，从1932年至1940
年，包括东北抗日联军、抗日义勇军在
内的东北抗日武装共出击 154761次，平
均每天出击52次。鼎盛时期，东北抗日
联军共组建成 11 个军、3 万余人，活动
范围遍及东南满、吉东、北满70余县的
广大地区。

“革命就像火一样，任凭大雪封山，
鸟兽藏迹，只要我们有火种，就能驱赶
严寒，带来光明和温暖。”东北抗日联军
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曾发出这样的誓
言，“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为民族解放
事业，头颅不惜抛掉，鲜血可以喷洒，
而忠贞不贰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最后
胜利的决心是坚定的。”

“如果没有强大的信仰信念信心作支
撑，恐怕任何人都难以在这种环境下生
存。”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主任何伟志
说，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树立起驱逐日本侵略者、取得民族
独立和解放的信念，与日本侵略者进行
殊死决战，为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建立
了不朽功勋。

孤悬敌后，面对日军的残酷“围
剿”、诱降和经济封锁，东北抗日联军遭
受严重损失。到 1940 年 2 月，东北抗日
联军锐减为 1800 余人，但旗帜始终不
倒，继续在长白山区、小兴安岭、松花
江下游和黑嫩平原浴血奋战。

1945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

政治报告 《论联合政府》 中回溯抗日战
争历史时指出：“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
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
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
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
织 了 东 三 省 的 抗 日 义 勇 军 和 抗 日 联
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
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
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
消灭。”

视死如归，满腔热血沃中华

“抗日战争时期，在极其恶劣的条件
下，杨靖宇将军领导抗日武装冒着零下
四十摄氏度的严寒，同数倍于己的敌人
浴血奋战，牺牲时胃里全是枯草、树
皮、棉絮，没有一粒粮食，其事迹震撼
人心。”2020年7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吉林考察时，讲述了杨靖宇的故事。

1939 年，日军开展所谓的三省联合
“大讨伐”，将进攻的重点目标放在第一
路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在形势日趋危急
之际，时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
令的杨靖宇多次分兵，以便部队能够脱
离险境。1940 年 2 月，杨靖宇历经多次
激烈战斗，在重重包围下战至孤身一
人，于吉林省濛江县 （今靖宇县） 保安
村壮烈殉国。

有这样一组数据，震撼人心：在 14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东北抗日联军有
数万名将士血染疆场，百余名师以上干
部、30余名军以上干部壮烈牺牲。黑龙
江省委史志研究室研究员张洪兴说，在
东北抗日联军中，无论是总司令、军长
还是普通士兵，都面临着饿死、冻死和
战死的威胁。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鸡冠山，林涧幽
深，草木遮蔽。1936年，赵尚志率领主
力部队西征，在此建立后方营地，开辟
了 松 花 江 北 岸 巴 （彦） 木 （兰） 通

（河） 新的游击区。1942年，农历腊月二
十七，在三江省鹤立、汤原两县 （今黑
龙江省汤原县） 北部山区活动的赵尚志
被敌人发现，受伤被俘后英勇就义，时
年34岁。

“不要难过，革命是艰苦的，要打倒
敌人，就要流血牺牲，不要怕。我们的
鲜血是绝不会白流的，我们的革命红
旗，会插遍全中国！”在生命垂危之际，中
共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联第一路军领导
人魏拯民，把自己的匣枪和一包文件交给
警卫员，嘱托一定要转交给党组织。

群山峻岭中，乌斯浑河畔，是黑龙
江省林口县三家子村。“八女投江”遗址
纪念馆就坐落在这里。1938 年 10 月下
旬，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第一师一支百
余人的队伍，在乌斯浑河畔被1000多名
日伪军包围。妇女团 8 名女战士毅然决
定放弃渡河，牵制日军火力，掩护部队
突围。最终，因弹尽援绝，8 名女战士
高唱着 《国际歌》 挽臂涉入冰冷的乌斯
浑河。她们中年龄最大的冷云23岁，最
小的王惠民只有13岁。

在辽东地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
令日寇闻风丧胆。1937 年底，日伪军在
南满地区对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展开疯
狂的军事“讨伐”。东北抗日联军第一
军第三师政委周建华率一部分队伍在辽
宁西丰、开原一带与敌“讨伐队”周
旋。经过数次战斗，周建华率伤病员转
移途中遭遇一股敌军，突围时不幸中弹
牺牲。

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大量消
耗和牵制了敌人，为全国抗日战争的坚
持和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8
年 1 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所作 《关于前
东北地下党组织之党员与抗联干部的决
定》指出：“杨靖宇同志等和一切为反对
敌伪而英勇牺牲的东北人民无名英雄们
是永垂不朽的，应该永远纪念他们。”

薪火相传，全面振兴路正宽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
机会了……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
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
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
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
月，31 岁的赵一曼在牺牲当日给 7 岁的
儿子写下这封遗书。

2015年9月，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
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
提到了这份感人至深的遗书。总书记
指出：“这些革命烈士的家书是进行理想
信念教育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材，
应该编辑成册，发给广大党员、干部，
大家都经常读一读、想一想。”

烽烟已远，英魂永萦。东北抗日联
军的历史功绩，从未磨灭；对东北抗联
精神的传承，从未中断。

靖宇县、尚志市、一曼街……在东
北三省，不少地方都以东北抗日联军英
烈的名字命名，让今天的人们铭记历
史、铭记那些中华民族的忠诚儿女。

赓续红色血脉，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
思想和行动自觉。在东北烈士纪念馆，有
这样一支流动展览小分队，在全国各地坚
持宣讲东北抗联精神40多年。从1977年成
立至今，小分队历经四代队员的接力，足
迹遍布21个省份，总行程3.7万公里，做巡
展、报告5000余场，受众达750万人次。

“东北抗联精神蕴含着坚定的理想信
念、高尚的爱国情操、伟大的牺牲精
神，我们要通过一次次宣讲，让东北抗
联精神深入人心、发扬光大。”东北烈士
纪念馆馆长刘强敏说。

黑龙江省桦川县，是冷云烈士的家
乡。当地将冷云曾任教的一所学校命名
为“八女英烈冷云”红军小学，每次新
学年开学的第一课，就是组织孩子们参
观冷云纪念馆。

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始终坚持挖掘
东北抗联文化，对全县80多处东北抗联遗
址进行保护和修缮。自2015年起，本溪县还
在全县中小学开设东北抗联史实课程，把
课堂教学作为弘扬东北抗联精神的阵地，
让孩子们更深入地了解红色历史。

吉林省通化市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内
涵，将红色资源连点成线、连线成面，打造

“重走抗联路”线路。“我们积极利用红色资
源，开发30多处现场教学点，建设杨靖宇
干部学院，打造吉林省著名红色教育基地
和全国重点东北抗联教育体验旅游区。”
通化市委书记高志国说，自2020年9月14
日以来，杨靖宇干部学院已承接全国各地
培训班次321期，培训学员6.1万余人次。

在广袤的黑土地上，东北抗联精神
穿越历史时空，成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
兴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东北老工业基地
振兴取得明显成效和阶段性成果，经济
总量迈上新台阶，结构调整扎实推进，国
有企业竞争力增强，重大装备研制走在全
国前列，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社
会事业蓬勃发展，民生有了明显改善。
2020 年，辽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655.5 亿元，全年收入实现正增长；吉林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9%，增速居全
国第二；黑龙江粮食总产再次突破 1500
亿斤，实现“十七连丰”……

“笑看旌旗红似花”，赵一曼烈士生
前在 《滨江述怀》 一诗中的愿望，已经
成为现实并将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新时代，弘扬历久弥新的东北抗
联精神，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何伟志
说，要进一步用东北抗联精神激励人
心、鼓舞斗志，“知难而上，抢抓机遇，
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加快推动
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本报记者刘洪超、祝大伟，本报通
讯员丁兆勇参与采写）

图①：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八女投江烈士陵园
里的纪念群雕。 资料照片

图②：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
悼念十二烈士的诗文手迹。 资料照片

图③：九一八事变发生 90周年之际，黑龙江
省哈尔滨市举行纪念活动。 王建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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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
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
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
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的序幕。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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