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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那火车站的名字
是怎么来的呢？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比较一
致的。就是两种来源方式，一是数过来的，二是
借用过来的。前者是指称四平火车站为“五站”
之说的产生，产生方式是从长春往南数较大的
火车站，长春为一站，范家屯为二站，公主岭为
三站，郭家店为四站，四平街为五站。后者是说
俄国人给火车站命名，借用了西15华里老四平
街的名字。人们对借用四平街命名这种说法没
有什么异议，但关于四平街名字的由来，却有多
种说法，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两种：一是乾隆皇
帝命名说，二是四周围集镇等距说。前者说
1754 年乾隆来吉林路过四平街（老四平），见
四周平坦，因以命名。后者是说老四平街距
周围四个较大集镇都是 20 公里等距的远，它
们是东边的半拉山门，南边的鴜鹭树，西边
的八面城，北边的梨树镇。这两种说法到底
哪种是老四平街名字的由来，已无从确考，
也无关紧要，我们知道四平火车站是借用了
老四平街的名字就够了。那么，我们还需研
究“四平街站”“五站”两个称谓到底哪个在先
哪个在后的问题。

多年来，在介绍四平由来的文章中时常见
到这样的说法：四平街站原称“五站”，是日俄战
争后由日本人更名为“四平街站”的。按照此说
法，是先有五站，后有四平街站。但是，在我市
还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说法，就是四平街站在先，
五站在后。究竟哪种说法对呢？

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四平街站这个名字
说起。当时俄国人在修东清铁路时，从铁路营
运的特点出发，在每60里处设一较大车站，铁路

修到四平（当时还不叫四平）这个地方正好赶上
个60里处，要在这个地方设站，给这个站取什么
名字呢？可以有几种选择，如可以创造个站名，
也可借用当地集镇、村落的名字。从东清铁路
全线车站名字看，俄国人是喜欢借用当地原名
给车站命名的。如四平北的郭家店、公主岭，四
平南的双庙子、昌图、开原、铁岭站都是原名。
当时在四平这里的火车站附近也有一些屯落的
名字可借用，如四门苗家、索家窝棚、张家窝棚、
鸭葫芦泡、一面城、黄家屯等，但这些名字的喻
意都不如十几里远的四平街名字好。“四平”有
四平八稳之意，火车行车四平八稳岂不好嘛。
所以，俄国人很可能考虑这是个吉利名字，不嫌
十几里远将它借用过来，把这个车站命名为“四
平街站”。这也是在说四平火车站最初就叫四
平街站。

说四平火车站最初叫四平街站的依据有
二：一是《四平市志》不同意先叫五站，后更换四
平街站的说法，认为那是误传。其根据主要是
日本人安藤岩喜的著作《四平街的趣味》一书中
写道：在日俄战争后不久，作者来到四平街，在
火车站的站长办公室里，发现墙角放着一个俄
国人留下的站牌，在这个唯一的战史纪念品上，
用俄文写的站名正是“四平街站”。这说明沙俄
在建四平火车站之始，就把它命名为“四平街
站”了。

二是俄国人先叫五站、日本人后叫四平街
站的说法不符合逻辑。推理应该是俄国人先叫
四平街站，日本人后称五站。或者是日本人夺
取南满铁路后仍称四平街站，老百姓们俗称五
站。1904 年—1905 年的日俄战争，俄国败，日

本胜。根据《朴次茅斯条约》规定，长春以南铁
路归日本所有，长春以北铁路依旧归俄国。日
本人接管长春以南铁路后，从长春向南数，60
里为一站，到四平正好是第五站，才有可能将

“四平街站”称为“五站”。就算是称俄国人叫
“五站在先，日本人喊“四平街站”在后者，叫五
站的依据也应该是从长春站向南数，数到四平
才是第五站。但不要忘了，四平火车站是俄国

人修建的，这个站坐落在东清铁路线上。俄国
人修东清铁路，起点是从俄国国内出发，西经
满洲里、哈尔滨直达大连。这条铁路全长2400
多公里，俄国人没有理由拦腰截断从长春开始
向南数一、二、三、四、五站。如果是那样的话，
难道说俄国人修铁路时就准备日后长春以南铁
路被日本夺去不成？日俄战争后日本夺取长春
至大连铁路，因此日本人从长春往南数一、二、

三、四、五、六、七、八站，还比较合情理。按照
这个推理，在1905年前俄国人建管四平火车站
期间，不大可能叫五站这个名称。如果有五站
称呼，可能也只能是民间叫法。这种可能性也
很小。四平站名字的顺序，我认为应该是先有

“四平街站”，后有“五站”。
（主要参考书目：《四平市志》《梨树县志》

《四平街的趣味》）

先有“四平街站”还是先有“五站”
王海泉

四平街停车场（资料图片）

原四平市化纤厂的前身是四平联合化工
厂四车间，也叫抽丝车间。1982 年之前，抽丝
车间与联合化三车间（维尼纶）在一起。维尼
纶也叫合成棉花，比天然棉花更结实耐用。可
别小看四平联合化工厂的维尼纶项目，它可是
1965 年由化工部化工研究所开发设计出来的，
是中国第一套年产 1000 吨的维尼纶项目。而
中国第一家维尼纶厂是北京维尼纶厂，但是它
的设备却是从国外进口来的。1964 年，我市成
立维尼纶筹建处。1965 年，我国第一套 PVA
聚乙烯醇生产装置在四平联合化工厂建成投
产，规模为 1000 吨／年。维尼纶车间的地址
就在四平联合化工厂南门，老百姓俗称六节
楼，现在是四平市消防救援支队铁东区大队联
合化路消防救援站。1982 年，联合化工厂的四

车间从联合化分离出去，单独成立四平市化纤
厂，国家又投资 2399 万元，扩征周围空地 3 万
平方米，总占地面积 7.8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4
万平方米，固定资产 2805.3 万元，计划建设周
期两年。1984 年 6 月，该工程提前半年竣工，
当年投产，立见成效，填补了整个吉林省涤纶
短纤维生产的空白，被列为纺织部重点项目。
2004 年 12 月，四平市化纤厂改制成民营企业
——四平市英迪化纤有限公司。再后来，曾经
在全国维尼纶行业赫赫有名的四平联合化工
厂维尼纶车间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破产消
失。工厂不在了，工人们几十年奋斗的经历还
在，这是无法抹掉的。曾经有过的辉煌和发生
在那里的一切，都变成了历史，成了曾经四平
维尼纶工人的永恒回忆。

曾经辉煌的四平市化纤厂
侯景宝

清朝咸丰元年，梨树境内出现了第一座
纯木结构的较大桥梁，当时叫太平桥。此桥
位于今四棵树乡三棵树屯，东西跨招苏太
河，它是木架横梁，桥面长二十丈（约 6—7
米）。这座桥是当时在任的“照磨张长泰奉
众绅商聚金创建”。后经三次重修，至建县
时（1877 年）已“扩木架为十四，长三十七丈，
宽一丈八尺”。1943 年三棵树水泥桥建成后
太平木桥废弃，共沿用九十余年。此桥的出
现，是梨树县桥梁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开创了梨树县半永久式桥梁建筑的先例，对
当时的交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太平木桥建成之后，梨树县内木质结
构桥梁陆续出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县
木桥已有 78 座。

梨树县第一座木结构的桥梁——太平桥
魏晓光

12月15日晚上，鲁志等人在第三分局召开
全体警察及自卫队队员大会，再次煽动叛变，并
决定当天晚上行动。孙玉琛打开仓库，分别给
行政股长孙明远、卫生股长张启生及钱振坤等
人发了枪。鲁志分工，命钱振坤带领二营四连
一排攻打第二营营部，张启生带领自卫队阻击
烧锅大门，张明远带领分局警察攻打第二营警
卫排，孙玉琛带领部分自卫队员在南大坑阻
击。规定口令为“铲除”，枪响为令。

当晚12时左右，叛变信号枪响了，“董团”第
二营六连在连长逯振亚、文书高凤仪的控制下，
五连在孙玉琛的控制下，叛变投敌，四连在钱振
坤控制下攻打第二营营部。警卫连战士经过长
时间抵抗后全部被俘，全营只撤出营长宁恒山
和两名警卫员。这次叛变事件，“董团”战士牺
牲多人，被抢去重机枪2挺，轻机枪3挺，长短枪
200余支，子弹、手榴弹20余箱，其他军用物资被
抢劫一空。第三分局叛变后，鲁志宣布成立“国
民党中央先遣军第七团”，自任团长，委任刘香
阁为团副。对第三分局局长杜明岗及骨干分子
孙玉琛、孙明远、钱振坤等人都封了官。第二
天，他们同汲寿柏大队合为一股，前往怀德街参
加攻打东北人民自治军独立五团(冯团)的罪恶
活动。至此，董团二营全部解体。

“冯团”事件
东北光复后，在苏联红军的配合下，人民军

队收复了怀德县公主岭，成立了怀德县人民政
府，组建了怀德县公安大队（后改为警备团）。11
月初，省军区派冯光生、叶树德带三五九旅7名战
士到公主岭组建部队。经过对怀德警备团二、四

大队的改编，再加上从开原来的手枪队，后又从
怀德、伊通、梨树3县农村招募了一批新兵，组成
了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五团，冯光生任团长，叶树
德任政委。因团长姓冯，该团被称为“冯团”。

冯团下设3个营，团部设政治处、参谋处、供
给处（内设修械所、被服厂）、教导队、团属骑
兵连、通讯排，总计 2000 人，先后驻防公主
岭、怀德街、杨大城子等地。该团的主要任
务是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收
缴地主武装、清剿土匪，维护地方治安，巩固
地方政权。

1945年11月21日，“冯团”内部发生第一次
叛变事件。11月，刚组建完毕的“冯团”命一营
营长高治东和一连副连长褚方带领一连二排去
陶家屯、响水河一带接收新兵，部队驻响水尖山
子屯。只有政治处、供给处、教导队等人员留守
怀德城。11月21日，褚方带领16名战士在去杨
树林一带起枪途中与汲寿柏匪队遭遇。褚方令
战士不准抵抗，全部投降敌人加入匪队。夜间
褚方带领汲寿柏匪队包围尖山子二排驻地，将
营长高治东等人缴械，工作队员张瑞林被害。
随后褚方等人又带匪队到陶家屯三家子屯，将

“冯团”二连副连长张平安等3人抓住。由于叛
变三营副营长李广龙的出卖，扩军新兵连连长
张兴善被枪杀。

此前，国民党就已经在密谋策反。国民党
怀德区党部书记王子愚，按照怀德县党部书记
长王凤亭的授意，召开有青年联盟、地方治安维
持会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东北行辕地下活动分
子董介等人参加了会议，密谋策反第四分局及

“冯团”。
趁怀德共产党驻军力量薄弱之机，他们勾

结三营七连连长王洪俊、骑兵连长王贵，多次密
谋策划三营叛变。

12月16日晚，范家屯汲寿柏匪队、黑林子鲁
志叛匪合成一股后连夜开到怀德南设立攻城指
挥所，汲寿柏任总指挥。17日晨4点开始攻城，
在叛变分子的内应下，汲寿柏等匪徒攻下了“冯
团”的团部。这次叛变造成了巨大损失，团供给
处主任李忠福等20余名战士中弹身亡，匪徒打
开仓库，抢去大、小枪200余支，子弹、米面、衣物
等全部抢光。还抢走苏联红军银币50余万元，
放走犯人10余人，抓住修理汽车的5名日本人，
当场枪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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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化县志》记载的太平桥

从历史上考证，四平是先有车站，后有城市。四平市是在四平
火车站基础上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的，是这座城市沿用了这个火车站
的名字。在四平的历史上，无论叫四平街，还是喊五站，都能指代这
座城市。四平街和五站都是当年四平火车站站名。

桥梁是公路交通的重要组
成部分，随着道路的发展而发
展。梨树县桥梁的发展演变，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
自梨树辟地以来到道光年间，
由于此地人烟不稠和生产力落
后，交通亦不发达，境内较大河
流上均无桥梁。一些较为主要
的通道所经的旱沟小溪上，偶
有土木秫秸结构的临时性小
桥，或只供行人用的独木桥，偶
有老幼或妇女过桥，不敢直立
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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