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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人士郑洪轩的故事
单志

第三编
四平党组织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9月—1949年9月）
党史

郑洪轩在党的地下工作中，深入到东北军士兵中讲
斗争史，宣传胜利消息，鼓励他们参加红军，走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道路。后来他利用东北军中一个团长亲戚的
关系，打入东北军上层，宣传策动抗日救国，收复东北失
地，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号召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
日的主张。1933年，在吉鸿昌的领导下，北平地下党全
力支持抗日同盟军，郑洪轩派人去内蒙古，策动内蒙骑
兵第二师武装起义，加入抗日同盟军，壮大抗日力量。

1934年郑洪轩转入东北大学法学院边疆政治系俄
文组，学习苏联经济地理、十月革命、政体机构、世界历
史、周边国家历史等，这期间，郑洪轩几次与党失去联
系。1934年在找不到党的情况下，他找到北平团市委，
任北平团市委宣传部长。1935年3月成立了北平反帝
市委，对外称北平市民委会。1937年组织同学发起请
愿斗争，再次被学校开除。

学生时代的郑洪轩公开身份是学生，实际是党的
优秀地下工作者。在白色恐怖和反动当局的严密
监视下，他几次险遭被捕，屡遭学校开除，以过人的
机智、坚定的信仰、坚强的意志、不屈的斗志，投身

革命，越战越勇。

大孤山的郑司令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郑洪轩看到国破家亡的

悲惨景象怒不可遏，他只身去了北平，参加学生军，加
入“东北抗日民众救国会”。12月，郑洪轩受“东北抗日
民众救国会”派遣，接受一项新的任务，化妆返回东北，
组建抗日武装部队。

郑洪轩返回东北后，在家乡联络几位抗日志士，到
大孤山、小孤山、北镇等地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号召民
众拿起枪来，把日本侵略者打出东北。

郑洪轩的号召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响应，不长
时间就组织起一支200多人的抗日义勇军。一天，正
在大孤山下练兵的义勇军，忽然听到一阵激烈的枪声
传来，机敏的郑洪轩判断是鬼子兵前来围剿义勇军。
为了安全，他下令队伍向小孤山撤离，队伍正在前进，
又一阵枪声传来，经过侦查发现，是鬼子的一个小队正
在追捕一支抗日武装，郑洪轩当即下令，救援同胞，消
灭敌人。

被追杀的这支抗日队伍是伊通黄大成领导的抗日
义勇军，队伍原有50多人，由于叛徒出卖遭到日本侵
略军前堵后追，再加上各村屯老百姓一听鬼子来了，赶
紧把粮食藏起来，连人带畜都逃走，义勇军吃饭成了问
题，有十来个人经不起煎熬偷偷溜走了。一天中午，黄
大成带领队伍在山下休整，日本小分队突然围剿上来，
战斗中又伤亡了几位弟兄，人马被困在了西尖山。黄
大成准备带队伍转移到马鞍山，那里山高林密，便于同
小鬼子周旋。他向队伍下令突围，义勇军战士朝着距
离最近的左边鬼子兵甩出一排手榴弹，把包围圈撕开
一道缺口。小鬼子部队发现义勇军要冲出包围圈，立
刻阻击并缩小包围圈。就在这时，郑洪轩带的义勇军
赶到，迅速发起攻击，小鬼子的部队遭到里外夹击。黄
大成指挥他的义勇军回头反击，高喊：“稳住阵脚，和援
军兄弟一起消灭他们！”战场上，枪声大作，喊叫声、厮
杀声震荡山谷，不到半个小时，围困黄大成队伍的小鬼
子部队全被消灭。战斗取得了胜利，两支义勇军队伍
如同兄弟般相互问候，随之打扫战场，埋锅造饭。

（二）

第十一章 四平党政军机构的
全面建立与工作的初步开展

抗战胜利前，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建
国，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正确主张。但是，
国民党蒋介石逆历史潮流和人民意愿而动，顽
固坚持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妄图用战争手段
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根据
地。抗战胜利后，在美国的支持下，国民党以

“接收”主权的名义，把美式、半美式装备的主
力部队派往东北。中国共产党为了人民的利
益和争取中国的光明前途，在东北解放战争时
期的初期，同国民党展开了全面的政治斗争。
在四平建立中共辽北省、市、县等党政军机构，
开展剿匪、反奸清算斗争，初步建立了城乡根
据地，占据了优势地位。

一、光复后国内外的政治形势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标志着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标志着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最后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
根本变化。一方面，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国家

被彻底打败，英法两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也受
到严重削弱，只有美国大发战争横财，综合实力
大增，成为资本主义阵营的霸主。另一方面，在
反法西斯战争中，各国的人民革命力量有了很
大发展，一批人民民主国家应运而生，形成了一
个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从此，两种
不同社会制度、两大阵营的对立与斗争成为世
界政治的主要格局，同时也开始了长达近半个
世纪的“冷战”历史。

“二战”后，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
了重大的变化，中国人民面临着和平与内战的
两种形势和抉择。以武力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
的人民武装和解放区的民主政权，是蒋介石为
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既定方针。由于中国共
产党已经拥有120万名党员、120万人民军队和
260万民兵，拥有土地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人
口近1亿的解放区，革命力量已经有了相当大的
发展，国民党总体实力虽然仍居优势，但其军队
远在西南、西北后方，要把他们运往内战前线，
完成内战部署还需要一段时间。同时由于美、
苏两国也希望中国能够实现和平建国，因此，蒋
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三次邀请毛泽东
到重庆谈判，以拖延时间，达到既敷衍国内外舆

论，又诱使中共交出军队和政权的目的，如毛泽
东不来或谈判失败，则把内战责任转嫁给中国
共产党。对这一伎俩，时任国民党重庆《中央日
报》主笔、曾代蒋介石撰写《中国之命运》一书的
陶希圣曾一语道破天机：“谈判的办法是政学系
想出来的，政学系想用软的一套办法把共产党
吃掉，谈何容易！可是现在动大手术也不是时
候，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
内战，一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也
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好做。”

国民党的反共方针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
持。反共反苏、谋求霸权是美国的一贯政策，早
在1945年1月，美国国务院就起草了长期对华政
策的纲领性文件。文件宣称：“我们建议由我国
负起领导责任，帮助中国发展一个强大、稳固和
统一的政府，以使它成为远东的主要稳定因
素。”因此，应该“继续支持中国现在的政府。”为
此，美国坚持对华推行“援蒋反共”政策。一方
面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援助国民党政府，支持
国民党受降，不准把日本人的武器交给中国共
产党的武装部队，同时不惜耗巨资帮助国民党
运送部队；另一方面，美国又采取“调处”政策，
调停国共冲突，防止中国发生内战，建立蒋介石

领导的联合政府，换取共产党交出军队，取消陕
甘宁边区政府，达到不战而控制全中国，从而实
现其遏制社会主义苏联的全球战略目标。

苏联对中国东北的局势非常关注，不希望
中国发生内战。在他们看来，继续统治中国的
应当是蒋介石，而不是共产党人。斯大林说：

“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发展起义的条件，中国同
志应当同蒋介石达成维持正常关系的暂定条
款，并解散自己的军队。”苏联承认国民党政府，
支持国民党蒋介石统一中国，在苏联与国民党
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明确表示支持蒋
介石国民党：“苏联允诺把在精神上和军事上的
全部援助给予‘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国民党政

府’”，还规定，苏军“暂时控制着东北的大中城
市及重要铁路交通线，并承诺一旦军事行动停
止后，即把东北行政管理权交给国民党政府，不
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进驻和接收东北大城
市。”因为苏联领导人过高地估计了美国和国民
党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
队的力量，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统一中国，
因此，苏联从本国利益出发，要求中国共产党向
国民党妥协。

战后美苏两国的对华政策，使国内政治形势
变得云谲波诡，使东北的形势更加复杂纷乱，给中
国和东北人民的解放事业带来很多不利因素。

（未完待续）

1920 年，梨树县爱德医院西
医刘振铎在县城创立医学校，租
用 赵 明 远 家（原 钟 刻 印 刷 厂 后
院）5 间 平 房 作 为 教 室 和 办 公
室，聘请妇科医生为教师，招收
20 名女学员，学制一年。后又招
男生一个班，学制三年。三年共
招 收 4 个 班 ，培 养 80 名 助 产 人
士。学生经过专业妇产科知识
教育，获得证书，可以用科学的
方法为产妇接生。

1922年春，学校更名为梨树产
科学校，不收学生任何费用，刘振
铎自己负担聘请教师和雇佣炊事
人员等办学费用。1924年冬，因经
费不足，学校停办。

1929 年，在县西医学会会长、
大同医院院长孙雅言的支持下学
校恢复办学，更名为梨树县西医
会附设助产学校。经费由西医会
负责筹备，聘请郑桂芳等 3 名教
师，学制二年，每期招 3 个班，每
班 20 人。刘振铎校长亲自授课，
设药科学、生理学、妇科学科目。
学校给予他每月津贴 10 元，兼副
教津贴10元。

1930年4月，县长包文俊批示，
撤销县施医院，组建助产学校。县
政府发布204号令指派教育局局长
岳维川负责清点施医院所有物品，
用于兴办助产学校。施医院书记
王筵宝办理交接，移交卷宗、账目
书、药瓶药盒、舍药名册和店铺用
具等物品42件。6月20日，梨树县
立助产传习所学校成立，租用县城
南大街路西爱德医院后院房舍。
编制为校长 1 名、正教 1 名、副教 1
名、夫役 1 名。刘振铎继续任校
长。校教员会每月开会一次，讨论
校务事宜。学制二年，每级学生20
名。第一学年开设产科学、药科
学、看护学、卫生学、婴儿看护学、
临产实习和国语。第二学年开设
产科学、生理学、婴儿科、妇科学、
急救疗术、手术择要、各科择要、临
产实习和国语。县立助产传习所
学校经费来自地方预算，购置了显

微镜、产科挂图、全身骨架、真骨
盆、胎儿模型、助产钳子、助产钩、
助产剪、量药杯、天平、听诊器、寒
暑表、注射器、生理挂图、卫生挂
图、讲桌、学生桌、大黑板、办公桌
等仪器设备。

1932 年 8 月，县助产传习所
第一级 11 人修业期满毕业，其中
梨树籍 6 人，长春、昌图、洮南、西
丰、怀德各 1 人。

1941年，梨树县立助产传习所
学校搬迁到四平道东三马路，更名
为四平省立高级助产学校，1945年
停办。

梨树县助产学校校长、教员
简历：

校长刘振铎，字宣文，男，1892
年出生，梨树县人。1914年春考入
中英丹三国合立奉天医科专门学
校，1918 年冬毕业，获医学士学
位。1919 年春在梨树城开设爱德
医院，任院长。第二年开办医学
校。1921年1月，被委任为县知事
公署医官。1921年夏，兼任县防疫
总医疗。1923年3月任梨树县立中
学、师范高等小学各校名誉校医，
7 月被选为梨树西医学会会长。
1929年，任梨树县西医学会助产学
校校长。1930年6月20日，任梨树
县立助产传习所学校校长。

正教员郑桂芳，女，1895 年出
生，昌图县人，辽宁省英国女施医
院附设产科学校毕业，曾在安东县
丹国女施医院产科行医四年，1929
年 6 月任梨树县助产学校专职教
师。所授课目有产科学、看护学、
儿科学、婴儿看护法、临产实习和
国语。每个月授课27 小时。月薪
28元。

副教员孙雅言，男，1896 年出
生，梨树县人，辽宁省医科大学毕
业，医学士，曾任梨树大同医院院
长、西医学会编辑员、志城中学校
医。1929 年 6 月到县助产学校任
教，所授课目有卫生学、救急疗术、
手术择要、各科择要。每个月授课
7小时。月薪12元。

梨树县民国时期的
卫生学校

魏晓光

早些年，东北流行“窗户纸糊在外，姑娘叼个旱烟
袋，养活孩子吊起来”。

我从懂事时起，就看到乡下人一到秋天家家凑钱
张罗买窗户纸，糊窗户准备过冬。市面上宽窄薄厚，大
小长短，各种规格的窗户纸供人们欣赏选购，供销社里
的柜台上也摞成摞，每家最少也要买十张八张，窗户纸
需求量惊人。

那个年月，物资匮乏，哪家都不宽裕，日子过得清
苦，捉襟见肘。从岁头到年尾，手里没有零花钱。虽然
窗户纸一角三分钱一张，有的人家块八角钱也得靠拾
废铁，捡绳头，攒鸡蛋去换钱。记得小时候，到了秋天
买窗户纸，我母亲会从蓆篓里拿出几十个鸡蛋放在筐
里，挎着鸡蛋领着我，去供销社买窗户纸。回家之后，
到糊窗户时，我帮母亲用小刀刮掉窗棱上的旧纸屑，妈
妈腾出手来在锅里打着白面浆子。每糊完一扇窗户，
浆子晾干后，母亲端着一个小碟子倒上豆油，用鸡毛翎
蘸着豆油均匀地掸在窗户纸上。窗户纸掸豆油，是预
防冬天上霜化成水浸湿窗户纸。外屋地上的风门子还
要糊两层窗户纸，因为外屋门人出入次数多，厚点不易
损坏。糊完第一层纸，在纸上普遍抹上浆子，把事先准
备好的钱麻匹子，横竖密密麻麻贴在浆子上，然后再把
第二层纸粘上去，风干后也要掸上豆油，糊好窗户和门

至少要用上三四两豆油。那时，每人一个月才供应二
两豆油，为了糊窗户，平时熬菜少搁油或者不放油，才
能积存这些豆油掸窗户纸。

窗户糊好后，大人孩子不能轻易接近窗户，来
回走动都要小心翼翼。一旦捅破窗户纸可是“针鼻
大的眼，斗大的风”，冬天屋里的人就受罪了。一年
冬天，我和院子里的丫头小子撕疯玩耍，一没小心，
用秫秸把窗户纸扎了一个窟窿眼，母亲知道后，把
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最后母亲找来一捏棉花把
窟窿塞上，晚上躺在炕上，冷风顺着塞棉花的窟窿
旁边嗖嗖地往屋里灌。那时，鸡白天总往窗台上
飞，站着没事钎窗户，眨眼的工夫，当当几口，窗户纸
上就留下了窟窿。为控制小鸡上窗台，父亲把秫秸剁
成半截多长，用绳子挨摆串上，在窗户两边墙上钉钉
子，把两边绳系在钉子上，秫秸帘耷拉到窗台下边，小
鸡就飞不上去了。

说起那时，冬天特别冷，一宿窗户纸上就挂一指多
厚的霜，晴天太阳出来一照，霜水顺着窗户纸往下滴
答，淌在屋里窗台上。要是遇上阴天下雪，窗户上的霜
化不开，屋里暗淡无光，显得格外清冷。人们就得拿刀
从窗户纸上往下刮，怕刮坏窗户纸就用火盆熏，窗台上
的冰用锤子敲，烙铁烙。有时我也拿着烧热的烙铁帮

母亲烙窗台上的冰，烙铁挨上冰吱吱作响，冒着腾腾热
气，喷出一股难闻的糊焦味。屯东头小文的奶奶，琢磨
出用大张牛皮纸做窗帘，晚上挂在窗外，下边用砖压在
窗台上。窗户纸多了一层防寒，屋里窗户就少上霜。
小文的奶奶挂窗帘这招启发了大家。当时，牛皮纸不
好找，人们就用谷草打帘子，谷草帘子虽说沉了点，但
比牛皮纸厚实防风保暖又保护窗户纸，霜就没那么厚
了。窗外挂谷草帘子，就是麻烦点，人得要勤快，天刚
放亮就得卷起来，要不影响屋里光亮。乡下人就这样
年复一年熬过漫长的冬天。

到了七十年代，市面上出现了玻璃，供销社有专人
割玻璃，乡下人逐渐把下扇窗户换上了玻璃。社会在
发展，时代在前进，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
遍了祖国大江南北。农村实现了土地承包，庄户人的
腰包鼓起来了，把原来的茅草房、土平房进行了翻新，
上下扇窗户全都安上了玻璃。现在，大多数庄稼人都
住在红砖琉璃瓦的房子里，窗户都是塑钢的，双层大玻
璃窗，南北通透，窗明几净，采光好，屋里也暖烘烘的。
由于玻璃的出现，彻底淘汰了窗户纸糊在外的习俗。
窗户纸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过去的窗户纸糊在外已
成为历史，东北“三大怪”也只能留在老一辈的记忆中
了。

窗户纸糊在外的岁月
房国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