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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起叶赫城凤起叶赫城

第三编
四平党组织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

（一九四五年九月—一九四九年九月）

党史

天地英雄气天地英雄气 丰碑铸英城丰碑铸英城
——忆四战四平中的战斗英雄（六十七）

赵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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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6年（明嘉靖十五年）前后，祝
孔革自改塔鲁木卫之称，借叶赫勒
河之名，命其部为叶赫部，称其国
为叶赫国，部众冠其姓，称叶赫那
拉氏。祝孔革为叶赫国的第一任
国 王 ，此 为 叶 赫 国 的 前 身 历 史 。
祝 孔 革 死 后 ，长 子 台 杵 继 位; 台 杵
死 后 ，长 子 鄂 岱 继 任 叶 赫 国 主; 不
久 就 被 精 明 强 悍 的 堂 兄 弟 清 佳
努、杨吉努二人取代。

清佳努、杨吉努陆续征服了周围
一些小部落之后，在叶赫河两岸的山
头上，选择险要之地筑起两座城堡。
清佳努居西城，杨吉努居东城，形成
了两主并治叶赫的体制。

西城原称夜黑寨，因修筑时间比
东城早，又位于叶赫河之西岸，故
称老城或西城。为叶赫部酋长视
孔系及其孙子清佳努布寨、布扬古
等人所居，始建于 1534 年（明嘉靖
十三年），1619 年（万历四十七年）
废弃，延用 85 年。

古城有外城和内城之分，外城三
面依山，一面临水，平面呈椭圆形。
城垣以土石堆筑，残高 2—3 米，周长
2347 米，面积约 43 万平方米。辟东、
西二门。城内地势平坦，地面散布大
最轮制泥质灰陶和酱陶残片。另有
明代青花、五彩、斗彩和单色瓷残
片。内城建在外城东南隅一座突起
的山头上，平面呈梯形，南宽北窄，
依山势走向筑城。城垣亦为土石堆
筑，周长 702 米，面积约 2.5 万平方
米。东墙和南墙沿陡崖边缘修筑，残
高 3—4 米。西墙和北墙为平地起
筑，残高 10—12 米。有角楼四座，残
高14米，凸出城外3米。有马面十二
座，残高12米，凸出城外2米，马面间
距 20—40 米不等。城内有两处长方
形建筑遗址，其上遍布青砖、布纹
瓦、仰莲纹瓦当和三角形滴水、白灰
块等遗物。

叶赫西城依自然山势修筑，坚固
险要。其外城用石头修筑，石城外又
加筑木栅栏，而里面又修木城。木城
中，有八角明楼，住着家眷，并放置
资财。

东城原称台杵寨，因修筑时间比
西城晚，又位于叶赫河东岸，故称新
城或东城，为叶赫部酋长祝孔革长子
台杵、次子台坦柱及其孙杨吉努、那
林布禄、金台石等人所居。始建于
1547 年（明嘉靖二十五年），1619 年
（万历四十七年）与叶赫西城同时废
弃，延用72年。

东城有内城和外城之分。外城
三面环水，呈圆角方形，城垣为土石
堆筑，周长 2960 米，面积约 61 万平方
一面靠山，平面呈圆角方形，城垣为
土石堆筑，周长 2960 米，面积约 61 万
平方米。城内地势平坦，地表散布的
泥质灰陶、缸胎釉和明代青花、五彩
瓷片，与叶赫西城相同，但数量远比
西城多。内城建在外城正中一座突
起的平顶山丘之上，平面呈椭圆形，
城垣沿山崖边缘修筑，周长 1113 米，
面积 9 万平方米。城垣外壁斜坡残
高24米，内壁斜坡残高3—4米，内城
南北二门门外均有马蹄形瓮城。从
门址附近堆积的青砖、灰瓦的白灰块
等遗物分析，当年门道上应有砖砌门
楼。城门为两扇向内对开，用厚木板

外包铁皮并以大头铁门钉加固，故有
石城铁门之称。有角楼而无马面。
城内有八角明楼（迎神殿）、瓦子堂
（祭神殿）、贝勒府和格格楼等建筑
遗址，官邸、民宅、仓储、作坊等建
筑一应俱全，不愧为塞外重镇，富
甲一方。

台杵建好新城之后，叶赫的三座
城池呈遥相呼应之势，坐落在叶赫河
畔的青山绿水之间。叶赫的势力也
日渐强大起来」其强盛时，有十五
部，十二大姓，二十八座城寨。

叶赫所属十五部，活动范围“南
境多在奉天界与哈达为邻、西境到威
远堡边门，北境与科尔沁、郭尔罗斯
为邻，东到伊通河。”今日二龙湖底
的赫尔苏、伊通的大孤山、伊通镇、
辽宁省开原县莲花等均为叶赫的屯
兵要地。

1583年（万历十一年），为扼制叶
赫不断扩张，平息女真部落之间的战
争，辽东总兵李成梁设计在开原杀害
了叶赫贝勒清佳努、杨吉努。

清佳努之子布寨和杨吉努之子
那林布禄分别接任叶赫国主。那林
布禄在位 26 年病故，因无子，由其弟
金台石继位任叶赫东城首领。布寨
于古勒山大战中身死，由其子布扬古
任西城首领。金台石、布扬古叔侄二
人齐心协力治理叶赫，经短短几年，
元气恢复。

不久，叶赫取代哈达，成了扈伦
四部的盟主。叶赫崛起称雄海西女
真之时，正值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
真之际。扈伦四部以叶赫为盟主，与
建州女真进行了反复的争战，在扈伦
四部之中，叶赫与建州女真斗争的时
间最长，也最为激烈。

凤起叶赫育清朝

当初叶赫国主杨吉努是一个颇
有政治眼光的人，他在女真内部的互
相厮杀中，发现了胆略过人、相貌非
常的努尔哈赤，主动要把自己的女儿
许配给他，一是为了自己增加个战略
伙伴，二是为自己心爱的女儿找个最
好的归宿。这个女儿就是孟古，是清
朝第一个皇帝皇太极的母亲，也就是
后来的孝慈高皇后。

有一次，努尔哈赤来到叶赫，拜
见清佳努、杨吉努，二贝勒早闻建州
有个精骑善射，智勇双全的青年努尔
哈赤，当日见面，果然一表非凡，相
貌出众，于是格外地加礼优待。东城
贝勒杨吉努更是别有打算，悄悄与清
佳努商议，欲把自己幼女许配给努尔
哈赤，清佳努听了也非常赞同，并佩
服弟弟好眼光。

宴席上，杨吉努对努尔哈赤说，
他有一幼女名叫孟古，等她长大成
人，许之为妻。努尔哈赤听后却有些
不太高兴，因为他知道杨吉努当时就
有一位已经成年的大女儿，为什么不
把大女儿许给他，可短期完婚，偏偏
许未成年的女儿呢？ （中）

《四平城记》

收复战优秀团政委
于敬山的战场日记

公主岭情报站在长春建有情报网络。此
前，东北局社会部已向长春派入地下工作者
30 余人，设立代号为 A、B、C、D、E 5 个情报
组，后移交给公主岭情报站指挥，交通员主要
有史维国等人。史维国公开身份是长春火车
站工人，家住公主岭，借通勤之机，转达情报
站指令，上传各情报组搜集到的情报信息。
同年 8 月，公主岭情报站又向长春派入地下工
作者 40 余人，有胡成梁等。公主岭情报站还
在长春发展情报员 40 余人，选用国民党党、
政、军、警 70 余人。当时，在人民解放军的重
重围困下，敌人时有投诚或出逃者，公主岭情
报站对投诚或乘机逃出被抓获者，经过工作，
凡是能够选用的，都派回去，给一定好处，如
给黄金、国民党钱币等，使其为民主政府所
用。到同年 9 月，长春情报员队伍已发展到近
200 人，遍布社会各个领域。

侦查敌情，是公主岭情报站的主要任务，
指挥地下工作者和情报员通过多种渠道和手
段，搜集敌军城防设施情况，如明、暗地堡位
置、数量；敌军布防情况，如某地设防军队番
号、人数、武器装备等；粮食供给情况，如敌军
的粮食能吃多少时间，敌空军空投粮食的数
量 ；敌 军 军 心 情 况 ；各 部 队 之 间 矛 盾 情 况
等。除此，还重点搜集敌军的高层机密，他
们派人打入敌军内部发展情报员。路驰是
国民党军官学校毕业生，在国民党六十一
军作战科任副科长，通过亲友、地下工作者
与其结交，发展为情报员。通过路驰不仅
可以出入国民党军警设立的卡哨，还搜集
到一些重要军事情报。同年 9 月，路获悉，
国民党南京国防部制定长春守敌突围行动
计划，命令东北“剿总”司令部指挥长春守
敌新七军，以‘抢秋”为掩护，放弃长春，走
辉南、过通化，与抚顺之敌会合。

公主岭情报站及时将这一情报报给围困
长春的人民解放军指挥机关。对这一情报的

真实性，情报站和指挥机关从东北局社会部
直接领导的黄潮情报组获取的情报中得到印
证。人民解放军高度重视，事先周密部署，突
围的敌人刚一露头，就被猛烈的炮火堵击回
去。打入敌军内部的情报员还侦察得知，同
年 9 月 15 日，蒋介石将给东北“剿匪”副总司
令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第六十军军长曾
泽生及新七军军长李鸿 3 人手令，命他们即刻
撤出长春。对此情报公主岭情报站立刻报给
围困长春的人民解放军指挥机关，受到军方
的表扬。

东北人民解放军围困长春期间，公主岭
情报站共搜集各种情报 624 份，其中重要军事
情报 12 份。对搜集到的情报，有的送往东北
局社会部，有的直接送交围困长春的人民解
放军。给东北局社会部报送情报，有时用第
十二纵队、独立二师、独立六师电台发送。此
外，公主岭情报站办有《情况简报》，边成达任
主编，每天出版 1 期，一共出版了三四十期，
由交通员在西线坐马车，经由四平、八面城，
到东线坐火车经陶赖昭送达哈尔滨东北局社
会部。

策反瓦解敌军，是公主岭情报站的另一
项任务。他们派人打入敌军内部，利用矛盾，
分化瓦解，策划敌军起义。国民党六十军的
一个连长王阁臣，是公主岭王棚铺人。地下

工作者做通了他的思想工作，他答应起义，并
向公主岭情报站提供了六十军的编制、人员
及行动情报，还配合地下工作者做六十军中
下级军官的策反工作，为六十军的起义发挥
了一定作用。

公主岭情报站还根据人民解放军围城指
挥部制定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
兵战为下”的原则，布置地工人员，不失时机
地向敌人开展政治攻势。采取隐蔽形式或公
开身份，同敌军、警、官吏谈话，撒传单，写警
告信，揭露敌军阴谋；大力宣传中共的政策，
特别是优待俘虏政策；提出一些口号并警告
敌人，如果继续作恶，定要追究，罪大恶极者，
严惩不贷，借以遏制敌人的罪恶行径，打击敌
人的嚣张气焰。在地下工作者的强力攻势
下，敌人军心涣散、营垒动摇，大批官吏、警察
及特务分子伪装“难民”，逃出封锁线，被公安
机关检查站查获。

1948 年 10 月 17 日，曾泽生率领国民党六
十军起义，将该军市内防地交与解放军接
管。10 月 19 日，郑洞国部新七军及一切国民
党武装力量均已不愿意抵抗，向解放军缴械
投诚。至此，长春市解放，公主岭情报站撤
销，后将相关资料移交长春市及相关公安机
关，继续开展侦察工作。

（未完待续）

叶赫部城址——东城内城出土的
八角形石质建筑构件

叶赫东城遗址鸟瞰叶赫东城遗址鸟瞰

珊延城竣工不久，祝孔革与
两个弟弟商议，进行了周密的计
划和详细的分工。由二弟哲铿额
分管祖居旧地伊通河流域，弟哲
赫纳分管祖居地赫尔苏河流域，
自己来到叶赫河畔管理番延城。
城郭临叶赫河，靠珊延活赫山，历
史又称叶赫商监府

于敬山，1919年出生于安徽省宿县，
1937 年参加革命，1938 年参加抗日游击
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
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营政治教导员；教
导第5旅14团营政治教导员；15团政治处
组织股股长；滨海军区第4团政治处副主
任、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
第1纵队2师4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
任、团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1纵队2师
政治部副主任、第4野战军38军113师政
治部主任。

日记（一）3月10日

拂晓，天空阴沉沉的，从老四平到三
道林子的公路上挤满了部队。和我们并
列前进的还有炮兵部队。炮车在泥里滚
着，地皮表面都化冻了，积雪被人踩马踏
成泥浆。从北面过来的 7 纵部队刚刚打
下四平北面的支撑点三道林子高地，完
成了肃清外围的任务，现在他们移到城
西南角，我们去接他们的防。听说敌 88
师又改变了防御部署，原来准备守路
西，现在又准备像去年一样死守路东晓
东中学及油化厂一带了，敌人吸取了去
年的经验，现在 3 个攻城纵队的部署都
做了调整。

行进中，召集各营教导员开了一个
会。按照团临时常委会的决议宣布了各
营任务的区分。分配任务十分顺利，谁也
没有争，这也是去年夏季攻坚战打出来的
经验，因为每个人在实践中都明白了攻坚
绝不只是突破之后就完事了，纵深战斗仍
然是很艰巨的。

登上了三道林子的高地，四平全市就
在眼底，护城壕离我们最多不过 1500

米。高大的铁桥，一个个的碉堡，都看得
十分清楚。下午，东司的榴弹炮一团黄东
宝团长来研究了步炮协同问题。去年打
四平也是他们配合，我们今年就又一起作
战了。他们的炮就配置在三道林子前面
山岗上，离我们很近，直接配合我们的是
两个连八门炮。一箱箱弹药堆在山上，在
炮群近旁有个木牌，上面写着：无产阶级
在这里安下了大炮。回来的路上，副团长
开玩笑说：“老黄，这回你的炮不会再打着
我们的战士了吧？”黄团长说：“什么时候
打过你们的战士？”副团长说：“去年我们
这里总有人说自己的炮打了自己的人。”
黄团长想了想说：“那时候技术不太好，今
年可不同了。”玩笑归玩笑，我们对他们还
是蛮有信心的，听说这次解放辽阳、鞍山，
他们步炮配合都很好。晚上贺师长和王
政委接连打电话来，就近迫作业问题，要
我们尽可能把攻事争取在总攻时更快的
完成。他们又强调了突破后要一个营打
一条街，对象不要太密集，还指示了楼房
的打法，碉堡的打法。

日记（二）3月11日

看完地形，回到指挥所，天已大亮，突
破口和冲击道路都已选好，最后决定沿铁
路西侧突破。这里比较隐蔽，也易于接近
敌人，大家都很满意。正吃饭，忽然敌人
炮兵向我三道林子集结区猛烈轰击了，接
着敌机飞了过来，房子被震得哗哗落土。
我们正担心部队的安危，只听山后传来一
阵阵震耳欲聋的巨响，接着从敌方也传来
一片巨大爆炸声，原来是隐蔽在山后的我
们155cm的榴弹炮，一齐向四平市内的敌
人轰击了。我们立刻放下饭碗，跑到外面
去看，榴弹炮弹就在我们头上飞过。这是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这种大炮的轰鸣，

我们都为自己有了这样的大炮而自豪。
许多人跑到高处去看弹着点，只见炮弹落
出黑烟弥漫，可能是敌人的仓库被打着
了，熊熊的烈火直腾天空，火中的爆炸声
连连不断，战士们大声叫好，好像每颗炮
弹不是炮兵打出去的，而是我们自己打出
去的。阵地上一片欢腾，人们喊着这是我
们的大炮！突然，防空号声响成一片，8架
敌机向我们这边飞来。当敌机刚接近我
们阵地上空的时候，被一团团青烟包围
了，我们的高射炮弹连续在空中爆炸，随
即出现了一团团棉球似的白云。这是我
第一次看到战场上这样的场景。 （上）

1948 年 3 月，东北野战军打响了四
战四平最后一战——四平收复战。此
役 1 纵、3 纵、7 纵分别担任由西南、东南
和北方向突击。1 纵担任从城西向南向

里突击任务，并以 1 师、2 师为主要突击
方向的第一梯队。于三道林子沿中长
铁路一师负责路东，2 师负责路西并肩
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