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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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战斗，日本小队全军覆灭，缴获
了一大批枪支弹药，两支义勇军用这些战
利品武装了起来。饭后两支队伍向马鞍
山转移，扎下大营。黄大成和高大蛤蟆提
出两支队伍合并，由郑洪轩统一领导，共
同抗日。

日本侵略军遭到沉重打击。3天后，
侦察员报告城里贴满了布告，日本侵略者
准备全力围剿义勇军，“对提供确切情报
者赏大洋100元；凡活捉或拿郑洪轩人头
者，重赏大洋500元。”日本人不惜血本，不
但要公开围剿而且还要暗杀。郑洪轩听
到这个消息泰然一笑，对大家说：“小鬼子
越恨我们，说明我们干得越好。他们敢公
开叫嚣，是对我们的鼓励和肯定。我们的
路只有一条，团结起来，英勇地战斗下
去！”大家哄得站起来说：“对，我们就跟着
你这个司令干，不把小鬼子打出去永不罢
休！”

这次战斗后，又打了几个小仗，在
郑洪轩和黄大成的领导下，打得日本
侵略军落花流水。这期间，北京派来
地下工作者接应郑洪轩回北京，有重
要任务，他便离开了大孤山。大孤山
的这支队伍连续抗战，后来与梨树孙
荣领导的抗日义勇军以及周边各自为
战的义勇军队伍合编组成第十四路义
勇军，再后来加入东北抗日联军，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斗在辽东、辽西、
白山黑水的大地上。

“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策划
者和指挥官

1932年3月，郑洪轩到北平南城支部
工作，重点建立和扩大北平抗日义勇军
队伍。1933 年春，郑洪轩组织起三个武
装支部，担任总支部书记。当年秋，他就
读于东北大学政治系。在这所学校学生
中，郑洪轩、关山复、宋黎等都是中共地
下党员。1935 年 12 月，在中共北平市委
的组织和领导下，爆发了著名的“一二
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又称为“一二九”抗
日救亡运动，它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数
千人参与的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运动。

自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伸到北平等地
以后，逮捕抗日志士和爱国同胞的劲头
加大，大肆抓捕党的地下工作者。党的
地下组织包括北平市委遭到严重的破
坏。1935 年 11 月，日本侵略者策划成
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党派来朱冷
储同志整顿北京市委。在北海的一次
会议上，时任西城区委书记的郑洪轩提
议召开全市学联代表大会，组织学生抗
日游行，唤醒人民大众。朱冷储回去后
将此意见向上级汇报，上级提议郑洪轩
拟定运动方案，并要求市委讨论后报上
级决定执行。

12月2日晚，北平市委、团市委、各区
委、学联代表在燕京大学召开秘密会议。

与会人员不介绍身份，席地而坐。包括郑
洪轩在内的几位主持人，领导研究游行示
威的程序、宣言、请愿要点、参加人员，决
定广泛地秘密发动群众，争取各地各阶层
人员参加，无阶级划分，唤起民众共同抗
日救国的决心。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
学校学生自治会发表《北平各校通电》，谴
责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的不抵抗政策，陈
述唯有动员全国人民一致抗日才是中国
的出路。12月8日晚，又在清华大学一个
无人教室里召开会议，各大中学校学联代
表参加，决定游行请愿的组织领导、行动
路线，组织纠察队、交通队、宣传队、讲演
队，印发口号和宣传单，决定党组织不公
开指挥，成立游行秘密总指挥部。郑洪轩
为秘密总指挥，邹鲁平为公开总指挥。夜
里散会后，郑洪轩去东北大学召开会议，
传达会议决定，研究行进路线。确定宋黎
（梨树人）为东北大学总指挥。12 月 9 日
一早，东北大学、北大、清华、燕大、师大、
人大等大中学校游行队伍准时出发，按规
定的行动线路分头前进。广大师生群情
激愤，各路队伍浩浩荡荡。“打倒日本帝国
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遍及
北京城内。警察纷纷出动，四路拦截。在
西四牌楼几百名军警手持大刀、棍棒，杀
气腾腾地拦住去路，学生们不顾威胁，恐
吓，手臂挽着手臂不顾一切往前冲，军警
挥舞大刀，棍棒大打出手，顷刻间一批学
生被打伤。 （三）

1620年（天命四年）八月，努尔哈赤灭叶赫部，攻
取伊通之赫尔苏及其境内屯寨。1670年（清康熙九
年），开始建筑柳条边（即“新边”），设伊通边门。1681
年（康熙二十年）兴修“大御道”，伊通成为边外吉林地
方的一个重要交通据点，又是伊通河、东辽河、叶赫河
流域一带的经济中心。1728年（雍正六年）从吉林和
开原，分别拔出银黄、正黄二旗，屯居伊通，置佐领二
员、防御二员、骁骑校四员管理旗人事务。

1814年（嘉庆十九年），添设伊通河分防巡检，管
理当地人民事务。

由于在伊通河流域的蒙地内添设了长春厅，加之
吉林西围场弛禁，这里的人口逐渐增多。到了同治
朝，档案记载已开垦的荒地达16.7万垧。吉林将军希
元认为，伊通地方距省四百多里，西距威远堡边门三
百多里，为“吉长两厅的门户，吉黑两省的通衢，前山
后河，中有大道，势极扼要当冲，商贾云集，居民栉
比”，有设治的必要。1878年10月4日（光绪四年九月
九日）奏请，添端正印官，加以治理。光绪七年十一月
九日（1881年12月29日）奏请“添设知州缺，加理事同

知衔”，“旗民兼理”，隶于吉林府，为冲繁难要缺。同
时在伊通东南磨磐山添设分防巡检。1882年3月17
日（光绪八年正月二十八日），旨准。置设伊通州后，
所有石头河子、小河台以西以南，到吉林府分界处，应
征地丁银米，均归伊通州经征。首任知州彭明道，于
1882年8月（光绪八年八月）实署。

1909 年 4 月 9 日（宣统元年闰二月十九日），奏
请，拟将伊通州改为直隶州，直隶于吉林省西南路
分巡兵备道，同年6月2日（四月十五日），会议政务
处议行。1911 年 4 月 8 日（宣统三年三月十日），

“下部知之”。同年5月12日（四月十四日）铸发“印
信”一颗。

1913年（民国二年）3月，通直隶州改称伊通县，
首任县知事沈荣馥，9月实任。

1940 年（伪康德七年）3 月，伊通县与双阳县合
并，改称通阳县，县公暑设在伊通镇。1946年2月撤
消通阳县，恢复伊通县治。民国时期定为三等县，伪
满洲国定为丙类县。

1988年8月30日，伊通县改称伊通满族自治县。

伊通（伊通州·通阳县）沿革史要
魏晓光

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家住在四平市
道东南三马路福来达胡同里。我父亲做
炒干货的买卖。那时我们家在常年顾客
中结识一位老人，这位老人身材魁梧，精
神饱满，待人以礼，说话和气。因为这位
老人喜欢嗑我父亲炒的瓜子，我每天要
往他家送二斤瓜子，每日上午八点多钟
务必送到，送到后他除了付瓜子钱外，另
外还给我一两角零花钱。但我回家后把
这些钱也都如数交给了父亲，我父亲对
这位老人十分敬仰和感激。所以，我们
和这位老人有事没事也经常来往，我们
两家逐渐也就成了莫逆之交。

这位老人名叫宋秀璧，字显庭。原
籍是辽宁省昌图县大洼乡人。那时他家
住四平市道东南二马路一个大院里（现
在铁东南二马路第七粮店旁边）。他家
住三间房，室内的摆设相当考究，条案上
摆的全是古钟、古鼎、古币和一些青铜器
皿。老人无儿无女，只有老两口过日子，
家庭也很富裕。

他家养了四只狮子头的哈巴狗，他
这四只哈巴狗的名字是:大白、小乡、小木、
小庄。我开始给老人家送瓜子时，四条哈
巴狗总是围前围后的，汪汪乱叫，直到老
人叫它们的名字，招呼它们回去时，才跑
着离开。

后来得知，宋秀璧老人原系张作霖
时期奉军中将，负责奉天兵工厂的工
作。伪满时期日本人几次请他出山工
作，都被他拒绝了。他内心不满日本人
统治东北，宁愿饿死，也不做日本人的走
狗、帮凶来奴役我们中国人民。

1945 年“八一五光复”，那时他已是
73岁高龄。有一次我去看望他，说话间
提起来他养的哈巴狗，他才笑着跟我
说:“你知道这四条狗名字的来历吗?”
我说狗的名字还有什么来历?他又笑着
说:“这四条狗的名字全是日本元帅和
日本大将的名字：大白是日本元帅白
山;小乡是日本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小
木是日本大将乃木希典;小庄是日本大
将本庄繁。”我听完后真佩服他老人家的
胆量。

我从1946年6月就离开了四平到外
地工作，1948年3月四平解放后，听说他
经常给解放军修理武器，直到1950年逝
世。这位老人刚直不阿的性格和蔑视日
寇的爱国思想，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的
记忆之中。

一位忠诚刚毅的老人
薛世杰

东北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背靠苏联，东邻朝
鲜，西南与冀热辽解放区相连，南面的辽东半岛与
山东半岛的胶东解放区隔海相望。而且东北地域
辽阔，资源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是当时中国
唯一的现代化工业地区。钢铁、煤炭、发电、水泥等
产量占当时中国总产量的一半以上，据 1943 年统
计，煤的生产量占全国49.5％，生铁产量占87.5％，
钢材产量占93％，水泥产量占66％，安全发电能力
占72％，分布在东北的铁路有1.4万公里，占全国铁
路总长 1／2 以上，铁路密度居全国第一位，铁路、
公路和水路网络完整畅通。东北还有全国最大的
水力发电站—丰满水电站。从农林方面看，东北
土地肥沃，农产品丰富，其中大豆产量占当时世
界产量的 60％，粮谷年产近 2000 万吨，是当时全
国余粮最多的地区。东北的森林总面积为 2615
万公顷，占全国森林总面积 l／4 左右，素有“林
海”之称。由此表明，谁能控制东北，谁就会利用
东北庞大的物力、财力，极大地加强其经济实力，
从而处于主动地位。具有丰富的战略资源的东
北，对国共双方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战略基地，
必然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

早在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高瞻
远瞩地预见到东北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在
1945 年 4 月至 6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争取东北的战略任
务。4 月 24 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
指出：“在沦陷区中，东北四省沦陷最久，又是日
本侵略者的产业中心和屯兵要地，我们应当加紧
那里的地下工作。对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民，
应当加紧团结他们，准备收复失地。”6月10日，毛
泽东在《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
报告中又强调；“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
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
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
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
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
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如果我们有了东

北，大城市和东北根据地打成一片，那么，我们在
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毛泽东以其
政治家的超群智慧和军事家的战略远见，精准地
分析了东北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战略地位，
使全党对东北问题在中国革命胜利过程中的重要
性有了极为深刻的认识，从而在实际斗争中，判断
准确，行动迅速，在国共争夺东北的斗争中占有了
先机。

1945 年 8 月 9 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
后一战》的声明。然后以总司令朱德名义，连
续发出对日寇展开全面反攻的 7 道命令，命令
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军队立即向日
伪军发起最后攻击。其中第二号命令是：“一、
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
哈尔、热河进发。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
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三、原
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
发。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
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9月17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提出“向北发展，
向南防御”的方针，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赞同。19
日，刘少奇起草《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党内指示
电指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
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
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这一战略决策的核心即是争取完全控制东北。为
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1945年9月下旬，发出一
系列指示，采取一系列措施，开始了“有共产党以来
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毛泽东称之为“又一个
几千里的长征”。

开赴东北的干部和部队来自延安和全国各个
根据地。在短时间内，先后有近三分之一的中央委
员、中央候补委员共21人、约2万干部和11万部队
奔赴东北。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东北的领导，9月18日，中共
中央东北局在沈阳正式成立。

（未完待续）

伊通，土名“依通”。境内有伊通河，史作“一秀”河、伊图河、伊屯河，皆属满语音
译。远古这里为肃慎、东胡、挹娄等族领地。隋代时属高句丽。渤海国时属中京显德府
管辖。金代属东京路。元代属辽阳行省。明初属奴儿干都司。明末伊通大部分属于海
西女真叶赫部领地。

民国时期的伊通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