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敌机慌乱地在高空投弹，我们的高射
炮紧紧地尾追。地面上敌人的炮向城外
打，我们的炮向市内打，天摇地动，除了轰
隆隆的声音什么也听不见了。炮声完全静
下来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我们组织几个
机关干部再去检查一下部队的动员组织和
器材准备情况，然后到了二营和三营，黄昏
前到了最前沿的一营。

原来进入阵地以后，一营已经把工事
向前挖了1000多米，最近的尖刀排已经挖
到距敌人30米处，从枪眼里看过去，敌人的
防线死气沉沉，一点生气也没有，连屹立在
柳条河边大铁桥也不像以前那样神气了。
黄昏下起了小雪，夜幕降临。在战壕里隐
蔽一天的战士都从潮湿的壕沟里走出来伸
腰挺胸，但活动没多久又冒着风雪到前面
加修工事了。漆黑的夜里密密的雪花飘落
下来，白天融化的雪晚上变成薄冰，地上滑
溜溜的。战士们全身没有一块干的地方。
有的正往前面搬运弹药和攻坚器材。不时
有人身子一歪，两脚朝天，摔个跟头爬起
来，连身上泥也不拍打，又继续前进。只听
到两个从我身边走过的战士说：“今天的炮
兵干的真痛快，明天就看我们的了。”

日记（三）3月12日
前沿一点声音没有。黎明在平静中到

来，困守在四平的19000多敌军知道，东北
人民解放军对四平的总攻今天就要开始了。

6 点 30 分我们的炮火开始试射了。7
点钟直接瞄准的炮火开始对敌前防御工事
施行破坏射击，敌前沿阵地地堡被炮弹一
个个掀翻，烟雾笼罩了整个前沿。第一线
的战士们不时扭回头向后看，等着冲击的
信号。尖刀连、尖刀排都憋不住了，没等炮
击结束便冲了上去。只见标志着突击部队
前进位置的小红旗像一只在烟雾里翱翔的
小鸟，嗖嗖向前飞，指引着部队前进。步兵
迅速接敌，迫使炮兵不得不提前向城里延
伸射击。7点50分，总指挥所上空腾起5颗
信号弹，炮火急袭开始了，敌人的炮火已经
被压制的鸦雀无声。从开始爆破到2连登

城，仅仅10分钟，我们就在四平北面迅速突
破了。部队进了四平，我们跳出地堡，跟着
1营前进，进入市内，只见敌人乱糟糟的。

部队进展的很快，有些碉堡没打下来
就被分割了。许多兄弟部队都陆续进来，
有5团的、6团的、7纵的，一时都挤在市中
心天桥附近争着打。贺师长上来就命令各
团重新调整部署。猛不防一颗子弹打得他
身子一仄歪，团长忙把他拉进一个地堡
里。师长一边摸着大衣一边说：“敌人又是
按照去年那样有意识的将路西的兵力收缩
在路东，企图依靠强固的核心攻势固守待
援。”根据去年的经验师长决定由五团打天
桥，命令我们立刻向路东攻击，配合1团迅
速突破路东敌人，并命令师山炮营立刻进
城直接配合作战。当晚就对龟缩在晓东中
学油化工厂的 88 师师部进行了最后的突
击。拂晓，我们和从正面进攻的1团会师，
此时四平市内只有3纵队那个方向上还有
一些战斗。敌人只剩下最后一个红万字会
据点了。

日记（四）3月13日
拂晓后。炮声轰隆了一阵子，3纵队在

早 7 点最后歼灭了红万字会的敌人，仅仅
23个小时，敌人苦心经营的永久性设防，就
被我军砸得粉碎！四平城经过四次争夺，
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里了。回想前年，我
们从这里撤退我们还保不住城市，去年我
们由这里转移，没有力量攻取这样大的城
市。然而今年，我们不但可以攻取四平，而
且可以打这样的保票：敌人休想再战四平，
它永远属于人民了！

我和团长从屋子里出来，见成群的俘
虏正从四面八方押下来。大街上有的战
士在搬东西，有的在送武器，匆匆忙忙，
胜利品还没清点毕，我们特别关照，要多
分给炮兵一点。这次炮兵配合的好，虽然
他们进不了城，但分战利品时，不能忘记
了他们。

纵队民运部长一清早就带着四五个政
治部的干部进来了，在街上碰到我，问政策

纪律执行的怎么样？我向他们担保说：“完
全做到了一切缴获要归公，工厂商店都保
护的很好。”他笑着说：“都知道城市是我们
的了！”我和团长急于到城北去看突破口，
虽然胜利了，还是要积累点经验。看过我
们的突破口，又看了一团的突破口。吃过
饭，我一个人顺着护城壕走到西南角，去看
去年攻打四平的地方，这地方对我更有意
义，那时敌人用交叉火力封锁我们，付出了
不小的代价。突进街里不久，我便在一个十
字路口负伤了。那是晚上什么也看不清楚，
这次一看才知道是一片空地，敌人的机枪就
架在大红楼上。现在那个大红楼已经被我
们炸塌，只剩了弹痕累累的半截残垣。那时
我们不会打攻坚战，不善于巷战。然而现在
我们强大了，从装备到技术素养都变得强大
多了。国民党军队已经不堪一击了，东北全
境的解放日子已经不远了！

于敬山在四平收复战后升任第2师政
治部副主任。第四野战军38军113师政治
部主任。先后参加了辽沈、平津、宜沙、衡
宝和广西战役。1950年参加了抗美援朝。
率领志愿军38军113师14小时强行军，在
西线的三所里和龙源里顽强阻击南逃北援
之敌。此役中方歼敌3万余，其中美军1.7
万。美军 10 天内撤退了 300 公里，为朝鲜
战争中志愿军最辉煌的战役。志愿军总司
令彭德怀称38军为“万岁军”，1954年后历
任38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委、政委、
军委炮兵政治部副主任、第二炮兵副政委
兼政治部主任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
衔。被授予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
勋章，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独立功勋荣
誉章。他曾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于敬山同志因病于1996年10月29日
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

于敬山同志对党忠诚，英勇善战，在四
平保卫战中曾荣获师里授予的“甲等工作
模范”称号。他为四平解放和新中国的建
立及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建
设作出了突出贡献，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下）

五、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
开展平分土地运动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人民解放军由
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彻底消灭封建土地所
有制的时机已经成熟。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总
结“五四指示”以来土地改革的经验，推动全国
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进一步调
动农民参加解放战争的积极性，中共中央工作
委员会于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在河北
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会议制
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共16条，经中共中央批
准后，10月10日正式颁布实行。《中国土地法大
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
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
切地主的土地及公有土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
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
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
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
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征收富农的多余土地
和财产”，“在平分土地时应注意中农的意见，如
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并容许中农保
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
地量”，“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
不受侵犯”。

为了贯彻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

年 11 月 3 日至 21 日，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
北满各省委书记联席会议，传达了中央要求
平分土地的精神，要求东北解放区各级党委
必须完全按照土地法大纲，彻底平分土地，
整编队伍，一切权利交给贫雇农大会及其委
员会，军队要为农民撑腰。12 月 1 日，东北
局发出《告农民书》，号召农民一齐动手，来
一个彻底消灭封建、彻底平分土地运动。同
时东北行政委员会制定了《东北解放区实行
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补充办法》，并明令与《中
国土地法大纲》一并执行。中共吉林省委、
辽吉省委分别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或土
地会议，落实中央的指示，制定贯彻执行土
地法大纲、东北局决议和东北行政委员会

《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的具体方
案。辽吉省委发出《关于学习中国土地法大
纲深入固本立功运动的决定》《新形势下新

任务下的群众运动》等文件。这些文件为平
分土地运动作了思想、组织、立法上的准备，
对运动的方法、步骤、时间作出了明确、详细
的规定。各省委还明确提出了平分土地的
总方针，即在政治上彻底打倒地主阶级，消
灭地主阶级(不是肉体的消灭)；在经济上全
部彻底没收地主的土地和一切财产。富农
是土地革命的对象之一，必须坚决打倒，平
分其多余的土地；在斗争方式上富农和地
主应有所区别，如何具体区别应由农民的大
多数来决定，恶霸富农则不应有所区别。在
斗争中要贯彻贫雇农路线，农村一切权力归
贫雇农。坚决巩固地联合中农，保护民族工
商业，地主为逃避斗争以工商业为掩护的封
建财产，由农民决定如何处理。在分配土地
的方法上要统一丈量全部土地，打乱重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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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八）

赵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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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吉努解释说，我虽有长女，但恐怕不能成
为你的佳偶，我这幼女虽小，但贤顺端重，性格
温柔，所以我才想把她许配给你。努尔哈赤听
后欣然应下婚事。

杨吉努死后，其子那林布禄继任东城贝勒，
孟古是那林布禄的胞妹。

1588年（明万历十六年），时隔杨吉努许婚
五年之后，孟古已经十四岁，叶赫贝勒那林布禄
亲率送亲仪仗队，送妹妹孟古与建州女真贝勒
努尔哈赤完婚。

努尔哈赤拜见妻兄那林布禄，亲自迎接孟
古进城，以女真族最隆重的结婚仪式举行了婚
礼，大宴三天。孟古嫁给努尔哈赤时，努尔哈赤
已经30岁并有五名妻妾。婚后，在努尔哈赤的
妻子中，孟古不仅长得漂亮，而且端庄温顺善
良，得誉不喜，闻恶不怒，不谄谀不信谗，贤良淑
德，又为努尔哈赤生了一个儿子——皇太极，所
以最受努尔哈赤喜爱。

1603年，年仅29岁的孟古一病不起，她自
嫁到建州后，一次也没有回过叶赫，但眼见叶赫
与建州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心中忧郁成疾，她
在临终时有一愿望，想见叶赫的母亲一面。努
尔哈赤当即派人去接。

那林布禄接见建州来使之后，得知妹妹病
危，心中很是矛盾，亲妹妹病重，要见母亲一面，
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让母亲前往建州，不仅使
母女相见，也是尽了兄长的一份骨肉之情，然
而，他又想到在此之前叶赫与建州多次发生的
战争，彼此之间多年的恩怨让他实在难以释怀，
那林布禄心一狠，决定不让母亲过去探妹。他
只派孟古的乳母的丈夫、家人带些叶赫特产前
去。

努尔哈赤对叶赫如此狠心十分恼火。不
久，孟古病逝，努尔哈赤悲痛万分，决心讨伐叶
赫，以解叶赫不让孟古母女相会之恨。

雷霆大发的努尔哈赤，以孟古之事为由，于
1604年1月8日第一次亲自率兵攻打叶赫的璋
城和阿齐城。夺得两城七寨，俘2000余人，并
掠获了一些财物牲畜而归。

努尔哈赤鲸吞乌拉国之后，乌拉部落之主
布占泰带领残兵败将投奔到了叶赫，叶赫国主
将布占泰收留。努尔哈赤几次向叶赫索要布占
泰，叶赫拒而不交。为此，努尔哈赤于1613年9
月6日率兵4万企图突袭叶赫。因走漏消息，只
是将叶赫国所属的璋城等大小19座城寨的城
郭、房屋及粮食放火焚烧，收兀苏城300户降民
而归。

1615年6月初，叶赫国主金台石与布扬古
为了凌辱努尔哈赤，将已聘给努尔哈赤而迟迟
未嫁的布扬古之妹东哥，另嫁给蒙古胯尔胯部
酋长乃八啥搭尔憨之子蟒尔太。蒙古送聘礼骆
驼10头，马万匹，牛千头。聘女外嫁之辱，努尔
哈赤一忍就是三年多。1619 年 1 月 2 日，突然
发兵取叶赫，后因明军驰援而回师。同年8月，
努尔哈赤第四次征讨叶赫，决意彻底消灭叶赫。

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养古尔
泰，四贝勒皇太极等率护军步骑，声东击西扬言
征讨蒙古，绕路而行，直奔叶赫贝勒布扬古镇守
的西城。

另一路军马由大将额亦都等率领，前锋扮
为蒙古兵，假称增援叶赫，直奔叶赫贝勒金台石
镇守的东城。

叶赫贝勒金台石、布扬古统兵出城，鸣角击
鼓，列阵迎敌。两军混战多时，得知蒙古军乃建
州军装扮，又见大股军队驰奔西城，叶赫见势不
能久战，令鸣角收兵，入城坚守。努尔哈赤遂把
叶赫东城团团围住。同时，代善等四大贝勒也
围住了西城。

叶赫东城被围后，努尔哈赤指挥建州军毁
外城木栅，叫金台石出降。

金台石答道:“我非明兵相比，乃叶赫男子
也，岂肯降你，唯有死战而已。”全城守军听金台
石誓死不降，也都誓死奋战，坚守城池。

努尔哈赤见叶赫将士顽强迎战，命军士布
盾列梯，冒险登城。当建州军临近城墙时，城内
的叶赫守军在城头上往下放箭射击，努尔哈赤
遂命一部分兵卒在重甲上再披棉甲，胄上加厚
棉暖帽，二三十人并排登城。

城上叶赫军见此，发巨石，放滚木，掷火器，
矢如雨注。建州军久攻不下，伤亡惨重。努尔
哈赤见状想要暂且退兵，但众将军士自愿赴死
攻城。于是，建州军继续强攻，但仍不见效。叶
赫东城建筑坚固无比，城墙四层，木栅一层，城
内外又挖大壕三道，城中控弦之士数以万计，甲
胄数以千计，刀剑、矢石、滚木用之不尽。

建州军士见强攻无效，遂使出一计，一边以
强攻作掩护一边令人于东门城墙下掘穴挖洞，

置火药爆破，随着一声巨响，城陷门开，建州军
拥入城中一阵冲杀，叶赫兵逐渐四面溃败，各入
其家。

金台石见内城被攻陷，携妻子幼子沙浑及
兄弟亲臣等登上禁城八角明楼。

建州军将城楼四周围住，向金台石喊道：
“投降速下楼，不然进攻。”金台石并不回话，仍
是发箭弩射，顽强抵抗。并说如果他的外甥孟
古所生之子皇太极来，肯承诺对他恩养，他就下
楼归降。努尔哈赤当即命人叫来正在攻西城的
皇太极。皇太极遵从父命，由额亦都等人陪同
来到八角明楼之下，劝其舅金台石归降，金台石
从未见过皇太极，他认为此人是想诱他下楼而
杀害，于是发下狠话：“今我石城铁门俱失，困守
此台，纵战不能胜，但我父祖世居此地，我生于
此地，长于此地，则死于此地而已。”

皇太极劝说道：“天设此险，筑此重城，疲劳
百姓，至于数年。今皆摧毁，独据此楼，还欲何
为也？你曾说过，如得我养你誓言，方能下楼。
我们并不是不能擒你，而是要与你为盟。以前，
我们屡次欲与你和好，你对我使臣或杀或羁留，
你是未曾想到今日。我现已在此，你下来，随我
去见父皇，生杀由父皇决定。”

金台石还是誓死不降，皇太极无奈，将金台
石长子德尔格勒拥至八角明楼下劝降。德尔格
勒是前次建州与叶赫交战中负伤被俘后，一直
就被软禁在建州。他站在八角明楼下，望着父
母及小弟阿浑，对父亲相劝：“我等战既不胜，城
又破，今据此台又能如何，下楼生死唯命。”德尔
格勒一直苦劝四遍，金台石望着儿子始终既不
作声，又不从降。

皇太极见德尔格勒劝他都无效，便执意要
将德尔格勒捆绑杀死。德尔格勒怒视皇太极无
所畏惧地说：“我年三十六，乃于今日死也!杀我
可以，何用缚焉！”

皇太极无奈请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说：
“子招父降而不从，父之罪，当杀其父莫延其子，
况德尔格勒为你兄长也！”皇太极遵父命放了德
尔格勒，令人对其监护。金台石妻见无法劝降，
为保幼子生存，欲携子下楼，她眼含热泪向夫金
台石告别。等其妻携幼子下楼离开，金台石率
剩下军士继续与建州对抗。两军又战多时，建
州军在楼下只见士兵伤亡倒下，不见登楼攻克，
于是改用火攻烧毁其楼。金台石见难以坚持，
向皇太极道：“大丈夫岂肯受制于人？我甥庶念
你母及叶赫那拉氏诸舅骨肉至亲，保全我子孙
足矣，我誓不生也！”言毕，直入明楼后室，举火
自焚未死，俘后被努尔哈赤绞杀。

叶赫东城被攻破后，努尔哈赤急带军马，与
四大贝勒合攻西城。叶赫西城贝勒布扬古与弟
弟布尔抗古，兄弟二人统兵立于城头，任凭建州
军如何叫喊攻打，仍奋力抵抗，誓死不降。并令
堂弟吴达哈领兵严加巡御四门。可惜吴达哈见
东城已经陷落，大势已去，借巡城之机，便携妻
带子开门出降。建州兵由此门长驱而入，遂立
即围住布扬古居所。大贝勒代善劝布扬古降，
但他恐劝降不实而拒不出室。代善向布扬古作
了降后不杀的保证，并以刀划酒发誓：“你等降，
我若杀之，殃及我；你若饮此酒而仍不降，殃及
你；如坚持不降，待破城必杀不赦！”他二人各饮
酒一半，开门出降。

代善引布扬古去见努尔哈赤，但面带仇怨，
不跪不拜。努尔哈赤亲自以金杯赐酒，布扬古
仍然不恭，只是唇沾酒杯，将头扭向一边竟不饮
酒。

努尔哈赤见状，心想，如今女真族全部被我
统一，下一步便是如何征讨明朝，布扬古对我如
此不恭，分明是记恨我，留此人尚有何用，便在
当日夜晚将布扬古绞杀。随之接收了叶赫所属
十五部及所有城寨。

叶赫部自1406年建塔鲁木卫始至灭亡，存
213年；叶赫自祝孔革1536年前后建国至灭亡，
传5世9主，存国80余年。

1682 年（康熙二十一年），康熙第二次东
巡，途经叶赫古城，站在早已荒草丛生的古城之
上，四目极望，断瓦残垣，人烟杳迹，感慨万千，
赋诗一首：

“断垒生新草，空城尚野花。
翠华今日幸，谷口动鸣笳。
护驾康熙东巡的御前一等侍卫纳兰性德，

乃金台石之重孙，面对荒城之景，联想起当年叶
赫部族被爱新觉罗部族灭亡的往事，心中则是
另一番感慨：

“桦屋鱼衣柳作城，蛟龙鳞动浪花腥，飞扬
应逐海东青。犹记当年军垒迹，不知何处梵钟
声，莫将兴费话分明。” （下）

《四平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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