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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 年，“五卅”运动爆发，全国
各 地 反 帝 怒 潮 风 起 云 涌 。 6 月 ，郑
洪 轩 与 学 校 进 步 同 学 秘 密 组 织 学
生 ，开 展 反 法 侵 略 的 罢 课 斗 争 ，打
击法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斗
争 规 模 很 大 ，学 校 阻 止 不 了 ，便 向
反动政府报告，反动政府出动大批
警 察 包 围 了 学 校 ，在 学 校 逐 个 年
级 、逐 个 班 级 审 讯 学 生 ，企 图 找 出
发 起 的 组 织 者 ，但 学 生 们 谁 也 不
说。后来又加派警察，日夜轮班包
围 、审 查 。 一 天 夜 里 阴 云 密 布 ，漆
黑不见五指，郑洪轩等组织者趁深
夜冲出学校脱险。

1926 年 6 月，为了纪念反法侵略
罢课斗争一周年，郑洪轩等再次秘密
发起罢课斗争。大批警察气势汹汹
又来到学校抓捕学生。郑洪轩等接
受了去年被围严后才逃跑的教训，一
听到消息就越过学校围墙，顺着低洼
地方逃了出去。但这次警察查出郑
洪轩是发起人和组织者，责令校方把
郑洪轩开除学籍。

反侵略斗争的坚强学子
郑洪轩学习成绩非常好。被中法

中学开除后，当年就考取了启明学院，
启明学院进步师生建有国共合作秘密

组织，郑洪轩加到这个组织中，大力宣
传促进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击日本帝
国主义的主张。1927年“四·一二”蒋介
石叛变革命，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
革命人士，郑洪轩看清了蒋介石的反革
命实质，离开了启明学院。8月，考入辽
宁省第二工科学院化学系预科，同时加
入沈阳“反帝大同盟”，“反帝大同盟”
是中、日、朝鲜、俄、英、法等世界性组
织。郑洪轩等人走上街头，刷墙字，
贴标语，登台演讲，宣传爱国主义思
想，开展反帝爱国活动。1928 年夏，
郑洪轩离开辽宁省第二工科学院，考
入东北大学预科班，1930 年转入化学

系本科学习。1931 年“九·一八”事
变，一夜之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沈阳
城，东北大学一夜之间也成了流亡学
校。沈阳城一片混乱，沦陷第五天郑
洪轩怀着誓死抗日救国的决心，只身
离开沈阳去了北平。他在北平交易会
馆找到了共同反帝的同学贾玉明，两
个人同时加入了由东北学生自发组织
的东北学生军，参加军事训练，后来
在西单加入“东北抗日民众救国会”
任主任干事。他们共同宣传抗日，组
织群众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
大业。1931 年 12 月，郑洪轩和一名同
学受“东北抗日民众救国会”派遣，化

妆成商人从北京赴东北，到大孤山、
小孤山、北镇等地宣传抗日救国，组
建抗日义勇军。1932 年春，郑洪轩正
式加入“北平反帝大同盟”，“北平反
帝大同盟”是党的外围组织，直接受
党的领导。3 月，经邓文龙等介绍，郑
洪轩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分配到北平
南城支部工作。郑洪轩的工作重点是
发展军事力量，建立和扩大抗日义勇
军队伍。日本侵略军全面占领东北以
后，东北大学在沈阳没法再办下去，
迁往了北平。郑洪轩所在的化学系停
办，校方安排郑洪轩转入北京大学化学
系，出于政治斗争需要，郑洪轩弃化学

不学，转入东北大学政治系。
1932 年秋到 1933 年春，郑洪轩在

北平组织起三个士兵支部，也称武装支
部。在北平市委领导下，郑洪轩担任总
支部书记。在白色恐怖中，经常采取

“飞行集会”形式，召开支部会或支部扩
大会，市委领导经常参加，帮助制定工
作方案和实施计划，开展抗日救国运
动。其后郑洪轩被提为“北平反帝大同
盟”组织部长。郑洪轩担任这一职务，
发挥了他的优势，他会日语、俄语、法
语、英语等多国语言，同各国反帝大同
盟广泛联系，推动全世界反侵略斗争，
工作十分繁忙。 （一）

爱国人士郑洪轩的故事
单志

如果从二龙湖古城说起，四平有两千
三百多年的历史。战国时期燕国在“七
雄”中占据着北方的领域。燕赵王十二年
（公元前 300 年），燕赵王派大将秦开率军
击退东胡，巩固了北部边疆。为了防御东
胡的再次入侵，燕国对上谷、鱼阳、右北
平辽西、辽东五郡进行管理，并将中原先
进的生产方式，先进的管理制度延伸到东
北边远落后地区，把中原先进的农耕文明
传到了东北。古老的四平人开始学会了
农耕种植。当时农作物有，稻（水稻）、菽
（大豆）、黍（黄米）、稷（小米）、麦（小
麦）。没有玉米。

我国最早引入玉米种植的是明嘉靖
年间的广西。因玉米产量高，生长能力

强，很快种植面积扩展开来，万历年间，
科学家徐光启撰写了《农政全书》一书，
里面包含了众多农业生产的内容，详细介
绍了玉米的耕种技术，促进了玉米在中华
大地的推广。

那么玉米又是怎样传到四平的呢？
据说明朝末年，四平大地是海西（满语松
花江）女真叶赫国的领地，南部辽宁一带
是建州女真国的领地，建州女真有位年轻
的头领叫努尔哈赤，每年带着马队到长白
山收购人参、虎皮、鹿茸角等。当时的叶
赫城建设得很是宏伟，经济发达，努尔哈
赤每次经过都要驻脚歇息。

万历十年（1582 年），努尔哈赤来到
叶赫部，城主杨吉努慧眼识人，许诺将

来 把 小 女 儿 孟 古 格 格 许 配 给 努 尔 哈
赤。努尔哈赤为报恩，再次来叶赫时献
上厚礼，其中就有八箩筐玉米。从此玉
米在叶赫河两岸肥沃的土地上广泛种
植，解决了海西女真人的口粮。生活方
式也从渔猎为主转向农耕为主。

万历十六年，孟古的哥哥纳林布禄送
妹妹与努尔哈赤完婚，送亲的马车队 30
余辆，陪嫁的礼物除了有牛、羊、山珍特
产外，还有一车就是金灿灿的玉米。大
舅哥要向妹夫显摆玉米棒子在叶赫长
得很好。孟古婚后四年生清太宗皇太
极。万历三十一年孟古格格病危时最
大的心愿就是想见自己的母亲一面，吃
一顿母亲亲手做的玉米面饽饽。

我十四岁那年上小学六年
级，患重病躺在炕上两年多的娘，
已经不能再给我们做鞋了，我们
只好拣穿亲戚们送的旧鞋。

那是一个深秋的早晨，地里
的庄稼已经收割回来了，有的苞
米秸秆依然竖立在那里，冷风从
西北天边阴沉沉的云隙里阵阵袭
来，把家门前被霜打得干黄的柳
树叶一片片吹下来。娘告诉我，
天冷了，上学要把鞋穿好（平时上
学，我把鞋脱下来，用手拎着，光
着脚走路，快到学校再把鞋穿
上），衣扣全系上，别冻着。

学校在离家五里路的东二龙
山村。为了抄近路，两村之间的
荒野上，被我们踩出一条小路。
有时候，有的同学让道两旁的山
杏子、山草梨、大眼贼、刺猬，引逗
得上学迟到，挨老师批评，放学不
及时回家让大人们惦记。那时
候，野地里还经常有狼出没。

一天下午临放学，天下起了
小雨。上完最后一节课，打扫完
班级卫生，走出学校的时候，雨停
了，但继而又飘起了鹅毛大雪。
雪刚落地化成水，随着气温下降，
地上冷凝成非雪非冰的结晶体，
踩在上面“啪叽、啪叽”地响。同
学们奔跑在这虽然冷但很有趣的
世界里，你抓一把抛向他，他跑到
你面前朝你跺一脚，把雪水溅你
一身，一边玩儿，一边往家跑。而
我却不能玩儿，也跑不了，因为我
右脚上的鞋底儿掉了一半儿。

雪幕里，渐渐地不见了同学
们的身影。倒不是他们不关心
我，平时放学回家路上，我总是喜
欢一个人走在最后。我解下裤腰
带，撕下一条布，把鞋绑在脚上。
走了不到半里路，绑鞋的布条断
了不说，左脚的鞋底儿也掉得只
连着一点儿了。望着两只脚上耍
圈儿的鞋和茫茫雪地，再也没有
别的办法可想了。于是，我索性
把鞋全脱了，解下裤腰带，把离帮
掉底儿的鞋捆好用手拎着，另一
只手提着裤子往家跑。

光着脚走雪地，这是我平生
仅有的一次。开始时，两脚冻得
从脚趾到脚心如针扎锥刺一样的
痛。跑着跑着，双脚就冰冷麻木
了。我机械般地奔跑在雪地里，
有时跑偏了道眼儿，便跑到了甸
子上，什么扎呀硌呀，全无知觉。

快到家了，雪也停了。这时，
地面上积了厚厚一层雪，踩在上
面，再也听不到“啪叽、啪叽”的声
音，而是“扑哧、扑哧”的响动了。

我跑进屋刚把鞋和书包扔在
炕上，爹也下班了。爹见我这副
模样，知道了我是光着脚跑回来
的，赶紧舀来一盆凉水，帮我把脚
放到水里，说：“冻脚沾热炕不行，
缓过来该长烂皮疮了。”刚把脚放
在水盆里时，没有啥感觉。一会
儿的工夫，开始麻痒，紧接着就像
刚光脚踩雪时一样冰冷刺痛。换
了两盆水以后，脚由苍白渐渐变
为浅红。娘用手掐了一下我的脚

背，说：“疼吗？”当听到我说“疼”
的时候，爹让我把脚从水盆里拿
出来，在屋地上站着。等我两脚
完全没有麻木刺痛感觉了，开始
觉得屋地像炕头上那样热了，爹
才叫我头朝里躺在炕上，用他那
茧硬的手揉搓我的两只冻脚。

我的脚热了，爹的脸也淌汗
了，而娘却不知道啥时流了泪。
是心疼儿子呢，还是自叹因没有
一副强壮的身板不能为儿子做一
双结实的鞋子？见娘哭了，我抬
起脚，没事儿似的对她说：“娘，我
饿得很，快吃饭吧。”

往日都是爹为我们做饭，而
这回，娘像完全好了病，轻快麻利
地为我们做了一顿白菜悖悖。吃
饭了，我吃着吃着，竟睡在饭桌
旁。等我一觉醒来，已经躺在娘
的身边热乎乎的被窝里了。

说也奇怪，我的脚虽然经历
了那次严酷的磨难，既没冻坏，也
没留下怕冻的病根儿。后来我把
这件事讲给一位老中医，他说，脚
没冻伤，原因有三：一是你跑着回
家的，跑动血气通活，筋皮含热，
所以冻不伤；二是凉水泡脚，以冷
拔冷，内热趋凉，外冷缓散；三是
多亏你爹用手搓揉，搓揉生热，活
血化瘀。如果回家即上炕暖脚，
巨寒深侵，血凝脉寒气滞，脚一定
会受到严重冻伤的。

少年时代这次难忘的艰难，
将永远成为我做人的警勉。穿鞋
走路，不忘曾经赤脚的困苦。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

形势下，中国解放区军民进入对日全
面反攻。8 月 9 日，毛泽东发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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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
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
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
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
广 泛 的 进 攻 ”。 10 日 24 时 至 11 日 18
时，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 7 道全
面反攻的命令，各解放区军民立即全
面开展对日反攻。

苏联对日宣战和毛泽东主席发表
声明的消息传到抗联教导旅后，教导
旅召开了全体人员大会，东北党委员
会书记周保中在会上作了报告。他号
召大家随时准备出发，反攻东北，同苏
联红军并肩作战，完成抗日战争的历
史使命。在这次大会上，他强调要迅
速与党中央取得联系，要与八路军、新
四军在东北会师；要贯彻党的七大路
线，放手发动群众，恢复与发展组织，
恢复与发展人民军队，建立人民政权，
准备与国民党进行长期斗争。

向东北进军的苏联远东军先遣部
队在消灭了个别地区小股日军边境警
戒 部 队 之 后 ，继 续 向 前 推 进 。 9 日 拂
晓，后贝加尔和远东第一方面军的主
力向东北腹地深入。3 个方面军按预
定作战计划分头推进，向沈阳、长春、
哈尔滨实施突击。空军也同时向牡丹
江、佳木斯、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的
政治、军事目标和工业基地、铁路交通
枢 纽 实 施 轰 炸 。 日 本 关 东 军 仓 促 应
战。远东红军的进攻势如破竹，迅速
进 占 东 北 各 战 略 要 地 。 8 月 13 日 ，苏
军进驻白城子，18 日进驻延吉，20 日进
驻四平。

侵华日军在苏联军队的打击下，在
中国解放区军民的全面反攻下，迅速
土崩瓦解。1945 年 8 月 9 日，日本政府
决 定 接 受 波 茨 坦 公 告 。 8 月 10 日 ，日
本外务省通过中立国将日本政府即将

接 受 波 茨 坦 公 告 的 照 会 转 交 中 、苏 、
美、英 4 国政府。8 月 14 日，日本政府
照 会 美 、英 、苏 、中 4 国 政 府 接 受 波 茨
坦公告。15 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

《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伪满洲国这个日本侵略者一手扶

植 起 来 的 傀 儡 政 权 也 走 到 了 它 的 末
日。在日本人的安排下，伪满皇帝溥
仪及伪满总理张景惠等一部分大臣和
亲 眷 ，于 8 月 11 日 晚 仓 皇 逃 往 通 化 。
临行前，还不忘销毁罪证。伪国务院
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专门召开一次会
议，决定将所有机密文件、档案全部销
毁，特别重要的文件由武部六藏亲自
销毁。连续几天里，伪都新京上空黑
烟 弥 漫 。 8 月 11 日 午 夜 ，伪 祭 祀 府 总
裁桥本虎之助亲手点燃了伪皇宫东南
角的“建国神庙”，顷刻之间，“天照大
神”在伪满洲国的祭祀之所灰飞烟灭。

8 月 13 日清晨，溥仪等抵达通化县
大栗子（今属临江市）临时住所。日本
投降后，在关东军的最后导演下，8 月 17
日，溥仪宣读了“退位诏书”。至此，日
本非法炮制的伪满洲国彻底覆灭。

8 月 19 日，溥仪等人准备在沈阳机
场转乘大飞机逃往日本时，被苏军俘
获，随后被押往苏联伯力战俘营。伪
满洲国解体后，原一部分伪满大臣返
回长春，成立了以伪满国务总理大臣
张景惠为委员长的东北暂时治安维持
委员会，8 月末，苏军将张景惠等一批
伪满汉奸高官逮捕，押往苏联，同溥仪
关在一起。

8 月 16 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召开
会议，决定停战。8 月 19 日，关东军参

谋长秦彦三郎中将向华西列夫斯基元
帅正式表达了停战和投降的决定。同
日，苏军后贝加尔方面军决定派遣方
面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阿尔捷缅科上
校，作为全权代表前往长春，敦促关东
军无条件投降。为了进一步给关东军
施加压力，促使其尽快投降，后贝加尔
方面军派出重型飞机载着空降部队飞
临长春上空，500 余名空降兵迅速占领
市内重要部门和重要建筑。在这种形
势下，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
表示愿意率部投降，驻长春市的关东
军第 30 军 1.5 万人开始在南岭集中，定
于 8 月 20 日 12 时统一向苏军缴械。至
此，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关东军彻底
瓦解。与此同时，后贝加尔方面军坦
克部队 3 万人，在马利诺夫斯基的指挥
下开进长春。9 月 3 日，苏联远东军总
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进驻长春，山
田乙三、秦彦三郎等人被押往苏联哈
巴罗夫斯克战犯收容所。

9 月 2 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
苏里号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参
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日本政府
和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日军 128 万
余人向中国投降，第二天，消息传来，
举国庆祝，9 月 3 日成为中国抗日战争
胜利纪念日。至此，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 和 世 界 反 法 西 斯 战 争 取 得 完 全 胜
利。东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与日本
帝国主义进行长达 14 年艰苦卓绝的斗
争，终于取得了东北抗日战争的最后
胜利，四平人民终于结束了屈辱的亡
国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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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四平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1年9月—1945年8月）
党史

郑洪轩，1906年6月出生于石岭镇塔子沟（如今的铁东区石岭镇塔子沟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
庭。家中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郑洪轩从小聪明、睿智、机警，从8岁起识字读书，先后在塔子沟村王姓地主家私塾和四平私塾
学习，后来又到半拉山门小学、县城小学、沈阳市第五小学读书，后考上了中法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