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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对于四平
这块土地来说，是谁最早踏上这片广阔的土地？是
谁在这里升起了第缕炊烟？是谁在这里建造了最初
的城池？是谁吹响了第一声群雄逐鹿的号角？

四平的考古学者们，用他们的汗水和智慧，通过
几代人近百年的考古挖掘，与地下文物进行了无数
次有理有据的对话，这一历史谜团才一点点地呈现
在我们面前。四平地区最早建筑的城堡，至今已
有 2300 多年历史，位于四平市区东郊，东辽河西岸
的高台之上的一大片区域，考古工作者称之为二龙
湖古城。

公元前403年，以三家（韩、赵、魏）分晋为标志，
战国时期开始了。秦、楚、赵、魏、韩、燕、齐是七个独
立的强国，各尽自己最大的力量，相互间进行攻击与
防御，在长达182年的时间里，争城夺地，彼消此长，
变化无常燕国建都蓟（北京市），东周时期燕国弱小，
常为山戎所攻掠，燕昭王统治后，方成北方强国。疆
域在今天的河北北部、北京、天津、辽宁、吉林、内蒙
古部分地区。作为七国中最北之国，由于离秦较远，
受战祸较晚，有精力开拓辽河流域，奠定了古代中国
东北方的疆域。但长期以来，燕国北部疆界究竟在
哪里，一直因燕国北长城遗迹的部分“失踪”，而显得
扑朔迷离。燕北长城的走向决定着当时燕国最北边
城的设置。

燕昭王是燕国中期一位比较英明的君主，在他
继位之前，燕国国内整整持续了三年内乱，元气大
伤，呈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之态，诸侯间的争战也到
了最激烈阶段，强者总是先向弱者开刀。大乱之后
必有大治，衰败之后必有振兴，这似乎是个历史规
律。历经三年大乱之后登基的燕昭王，吸取国破家
亡的教训，即位后日夜操持国事，吊死问孤，与百姓
同甘苦，更重要的是他能招揽贤才，共谋兴国大计。
秦开，便在那时，应运应时而生。

在争霸的七国中燕国的国力并不强，东北部的
东胡不断开拓疆域，发展到燕国北部边界，对燕国领
土造成极大威胁，燕国为社稷安宁计，也是为了应对
秦国的侵夺，采取向东胡求和的办法，争取时间发展
壮大国力。为了表示诚意，燕国将名门望族的年轻
将领送往东胡作人质，秦开便是被选中之人。表面
上是燕国向东胡妥协求和，实质是派遣秦开去获取
情报，为进攻东胡作前期准备。

秦开初到东胡，难免受到歧视，但他机敏灵活，
战胜种种困难，渐渐得到东胡人的认可。在东胡生
活多年的秦开，熟悉了东胡的地理环境，风俗人情，
军事虚实，通晓了游牧作战的战术特点。

当燕国实力再次壮大起来，东胡在与之接触中
得到的利益日趋减少，双方分歧渐渐增多，东胡首领
首先打击人质，开始限制了秦开的行动自由和生活
上应有的待遇。秦开在东胡结交的好友，不愿看到
他成为两国交战时东胡誓师的祭品，于是帮助他逃
离东胡回到燕国。

公元前300年（昭王十二年），秦开回国后即向燕
王汇报了他在东胡期间的一切，包括辽东地区的地
理形势，东胡的军事实力等。建议燕昭王出兵收复
辽东，他愿挥金戈，冒矢石率众进击。燕王采纳了他
的意见，委以兵符，勒以军法。

秦开即筹策用兵方案，约整军士，衅鼓祭旗，刻
期出征。大军行到辽东，与胡人相遇，兵刃交接，只
一次攻击，就大挫了东胡人的锐气。东胡再战再败，
一直朝北逃遁。秦开乘胜,麾军追击，一举“袭破走东
胡，东胡却千余里”。于是，辽东地区回归燕国。

为了巩固边防，加快这一地区的发展，秦开率军
民在北境修筑了长城。燕北长城是中国最早的长城
之一，自造阳（今河北张家口附近）至襄平（今辽阳），
宽四至六米，高不下五米，全长一千余公里。治北
境，建五郡，拓疆土，筑长城为防备周边地区的少数
部族再次入侵，燕又做了防御工作，在沿边修筑的长
城上，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郡，筑城守卫。
辽东郡府所在地就是现今的辽阳市。辽东郡的设
立，是中国东北地方古代行政建置最早的地区。很
快，辽东郡便成为了东北地区经济的中心，军事的堡
垒，政治的舞台。后来又曾经是契丹、金、后金等兄
弟民族的京都。

但是，仍有一个不解之谜，秦开在却胡千里之
后，最北边的城池重镇建在了哪里？ （上）

（摘自《四平城记》）

刘义，1928年2月出生于吉林省前郭县卡拉
房子屯。1947年1月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同年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曾先后任保
安2旅5团11连战士、辽吉纵队独立2师5团11
连战士、第7纵队20师59团11连副班长、班长。
11 连副排长、排长。第 44 军 392 团 9 连副指导
员、指导员。1947年6月，四平攻坚战期间，刘义
任东北民主联军辽吉纵队独立2师5团11连战
士。辽吉纵队在此战役期间，从四平西北角二
里突破，一路浴血奋战，占领道西北部城区二麦
路。独立2师从14日晚上开始，负责攻击路西，
占领了二麦路。战斗中，连党支部书记号召战
士们战场上立功，刘义响应号召，奋勇冲杀在
前。在激烈的战斗中，排长芝仲喜中弹负伤，他
不顾一切地把排长救了下来。后来，他被一颗
炮弹炸起的土埋了起来，爬出来时耳朵被震得
什么也听不见，首长劝他下去，但他仍然坚持不
下战场。战斗结束后，他受到物质奖励的同时
因作战勇敢，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948 年的锦州攻坚战中，他已任排长。当

突破城垣时，他带领的排与连、营失去联络，他
便独自带领1排的战士向街里猛冲猛打，俘虏了
30多个敌人。缴获了四门高射炮，一挺高射机
枪，一挺轻机枪，并俘虏了满载物质的12辆大汽
车。这时战士们提意见说应该停下来看守缴获
的战利品，以免被别的单位拿走。他却一点私
心都没有，说：“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到不了
外人手里。”说完这话，他就继续率领着部下向
街里冲去。就在锦州城中，他第一次碰到了敌
军坦克，九个战士冷不防被坦克的机枪打倒了，
他所带领的排只剩下六支步枪，两挺机枪。他
随机应变，看了看地形，临时组织人员绕到坦克
背后，向坦克后面猛打。坦克中的4个敌人仓皇
地跳了出来，被战士们开枪击毙了3个，逃跑了1
个。这两辆坦克就这样被刘义缴获了。

后来，刘义把剩下的10多个人组织起来，重
新投入到战斗中，把民生大楼一个排的敌人缴
了械。第二天攻打老城，连长牺牲了，上级任命
刘义代理连长。他又在战斗中缴获敌军50多匹
战马和30多支枪。 （上）

毛泽东奖章获得者、全国战斗英雄

刘义

我爷爷是曾经是四野的老战士，对
于以往战事甚少提及，唯独四平保卫战
让他记忆犹新：“打得太惨了!”

爷爷 1939 年参加革命，隶属苏鲁豫
支队第 1 大队(后编入新四军 3 师 7 旅 19
团，1948 年又改为 43 军 127 师 379 团)，
转战于淮北抗日根据地。

日 本 投 降 后 ，新 四 军 部 队 北 上 出
关，打完秀水河子后，由 泉 头 车 站 北
上 ，向 四 平 开 进 。 1946 年 5 月 17 日 ，
驻防四平东南的塔子山，当时爷爷在
19 团 任 团 部 通 讯 员 。 团 部 参 谋 长 吴
纯 仁 对 爷 爷 说 ：“ 指 挥 所 和 2 营 联 系

不上，增援的队伍也没消息。”让爷爷
骑 马 上 前 线 阵 地 去 看 看 。 当 时 已 是
下 午 ，敌 人 进 攻 很 猛 ，团 里 害 怕 2 营
防 守 的 阵 地 已 经 让 敌 人 突 破 了 。 假
如塔子山失守，将导致东北民主联军
被包围，后果非常严重。

爷爷接过任务后匆匆上路，走了不
久发现了去增援 2 营的一个连，爷爷急
忙上前询问：“前线战事这么激烈，部队
干嘛还停留在这里。”

当时就有人指着前面一条山路说：
“敌人架起了机枪，冲了好几次都没冲
过去，伤亡很大。”又劝爷爷退回去。但

当时情况十分紧急，爷爷没多想，跟着
这个连来到这段被封锁的山路前仔细
听着枪声，在敌人换子弹的短暂间隙
中，催着马迅速突破但没跑多远身后的
枪声又起，幸运的是无一命中。

终 于 来 到 前 线 ，硝 烟 弥 漫 整 个 阵
地，满地的尸体让爷爷以为阵地已经失
守，找了好久才找到幸存的战士，了解
后得知阵地还在我们手中，但伤亡十分
严重，阵地上还能战斗的就 200 来号人
了，营长和副营长已经牺牲，队伍暂时
由教导员指挥。爷爷得知情况后马上
返回指挥部汇报，但参谋长为了慎重起

见，又跟着爷爷上阵地去视察
到 了 18 号 凌 晨 4—5 点 ，19 团 陆

续开始撤出阵地，四平保卫战以失败
告终。

2 营战前 1000 多人，此役过后只剩
下 200 来人，里面还有许多重伤员，当
时牺牲的多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士。之
前秀水河子一战爷爷的大侄子刚刚牺
牲，才没过多久那么多熟悉的战友又离
去了，当时爷爷心里十分难受。这段往
昔岁月，让爷爷久久不能忘怀，说与我
听时，眼中都时常噙着泪水。

（摘自《四平故事》）

四平保卫战塔子山战斗的一些回忆

各地的具体做法，一是行政村成立
贫雇农会，原农会与之合并，县、区、村
贫雇农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重新划
成分，所有地主不分大小一律逮捕，所
有地主、富农的土地、牲畜、农具、房屋
等全部由贫雇农会没收接管。二是成
立扫荡指挥部，组成男女扫荡队，打破
村屯界限，有的打破区界、甚至打破县
界，组织“联合斗争”，或称“大进军”“扫
堂子”，狠斗外村地主，深挖财宝。三是
成立分地小组，贫雇农、烈军属分好地，
中农分二等地，富农分三等地，地主分
坏地、边远地、零散地，有的地方地主、
富农不分地。

1948 年 2 月 24 日，中共伊通县委在
营城子召开了全县土改工作会议，全县
各区长、工作队长、工作队员参加了会
议。会上学习了中共中央 1933 年制定
的如何划分阶级成分的文件和《中国土
地法大纲》，结合工作实际总结经验教
训，进一步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和收尾工
作。1948 年 3 月，根据《中国土地法大
纲》划定成分，县委印发了《怎样划定成
分》小册子。各屯成立评定成分小组，
采取自报、公议办法，算土地、算剥削
率，反复讨论，最后由工作队和农会批
准。划定成分的依据是，房无一间、地
无一垅、常年给人当雇工，一家老小没
有温饱，这样人家是雇农；有薄地不够
耕种，多数给人家作佣工，一遇荒年旱
灾只有靠借贷，这种家庭定为贫农；自
家人种自家地，也有的全是租地种，不
用雇工不用借贷，够年吃年用，应定中
农；一年里有半年干活，自己的家人也
劳动，有的也租地主的地，应定富农；土
地出租，专靠收租生活，用土地进行剥
削农民，应定地主；专给地主管土地，不
耕不种不劳动，狠要租粮吃回扣，和地
主一样，是二地主。划定成分的依据家

喻户晓，每家每户应该定个什么成分，
人人心里有杆秤，心知肚明。阶级成分
划定后，工作队从贫雇农中选拔一部分
立场坚定、斗争勇敢、有工作能力的积
极分子做帮翻队员，进一步加强土改工
作，也留下一支不走的工作队。

伊通全县的土地改革运动于 1948
年 5 月基本结束，推翻了封建剥削制度，
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占人口 70％左右
的贫雇农均分得一份土地；占人口 15％
左右的中农的土地基本未动；占人口
15％左右的地主、富农也留有一份土
地，以保证其生活和改造成为自食其力
的劳动者。在土改运动中，培养锻炼的
50 多名帮翻队员，均被吸收为工作队
员，造就了第一批伊通籍干部。

经过 3 个月左右的斗争，平分土地
运动取得很大成绩。

1948 年 9 月 21 日，东北行政委员会
发出《关于颁发地照的指示》。1949 年 1
月前后，吉林解放区给全体翻身农民换
发了全东北统一的地照，在地照上还特
别注明了妇女的名字和分得的数量，以
保护广大妇女的合法权利。中共梨树县
委、县民主政府举办发放土地执照工作
训练班，组织工作队 30 人，又抽调群众
工作队 10 余人，在梨树一区先行试点，
然后全县铺开。3 月 12 日，分别在梨树、
榆树台、石岭子成立 3 个土地执照办事
处。广大农民带着原来政府发给的临时
地照，经村、区两级检查核准后，开具证
明，介绍到办事处领取红照。到 8 月止，
发放地照 89444 张，同时农民烧毁旧照。
区、村召开大会庆祝土地还家，把农民分
得的土地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平分土地运动是彻底摧毁封建土地
制度的一场政治、经济革命，它标志着土
地革命任务的完成。封建土地制度被彻
底废除，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农民土地

所有制。翻身后的农民得到了土地，成
了社会的主人，从此摆脱了封建剥削和
压迫，因而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和人
民军队。他们以响应党和政府号召、积
极参军参战的实际行动，来感谢共产
党。他们积极参加支前，积极投入到保
卫胜利果实、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
争中。陈云就曾说过：“由于进行了土地
改革，贫苦农民翻了身，我们才能在东北
站住脚、扎下根，我们的队伍才可能有那
么充足的兵源，那么充足的粮草，来和美
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较量。”

但是由于在制定政策时过分强调
“贫雇农路线”，普遍进行“交权审干”，搞
“联合斗争”“大扫荡”，使运动出现了
“左”的偏差。主要表现为：把部分中农
错划为富农，侵犯了部分中农的利益，在
政治上歧视、组织上排斥中农；农民进城
分了工商业者和兼种少量土地的小手工
业者财产，造成城市工商业停业，市场萧
条；不给地主、富农生活出路，把地、富出
身的知识分子同地主、富农划等号，进行
斗争；打击面过宽，打人过多，杀人也较
多；等等。如双辽县，全县农村25481户，
131874 人，其中被斗的地主、富农 2717
户，19469 人，打击面占农村总户数的
10.66％，占总人数的 14.77％，大大超过
了上级规定5％的控制数。

对平分土地运动中出现的“左”的

偏差，吉林、辽吉省委和东北局及时发
现并指出其错误，对个别事件在小范围
内加以纠正。中共中央关于纠偏的指
示下达后，东北局于 1948 年 2 月 1 日发
出《关于平分土地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的
指示》，《东北日报》发表了《高潮与领
导》的社论，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明确指
出“左”的偏差和错误，要求各地开展纠
偏工作。根据东北局的指示精神，南满
分局和吉林、辽吉省委先后召开了群工
会议，对平分土地运动进行了认真总
结，对“左”的危害统一了认识，并及时
地开展了纠偏工作，暂时停止斗争，重
划阶级，补偿中农、工商业者和知识分
子，给地主、富农也分一份土地等。在
伊通，经过复查，发现将 34 户应定为中
农成分的错划为富农，并进行了斗争。
在纠偏中，为 34 户中农改正了成分，并
退回胶皮车 7 台，大铁车 6 台，衣服 43
件，现金 16 万元，马 1 匹，猪 10 头，羊 12
只，小豆 6 斗。双辽县也对错划的予以
纠正，经过调整，实际划定地主、富农成
分的只有 1247 户，9210 人，打击面缩小
为 农 村 总 户 数 的 4.89％ ，占 总 人 口 的
6.98％ 。 纠 正 错 划 地 主 富 农 1470 户 ，
10259 人，在分配房屋和分地中予以补
偿。

纠偏工作从 2 月开始，3 月下旬全面
展开，到 6 月结束。 （未完待续）

在1950年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表彰大会上，有一位在四平攻坚战中因作
战英勇而火线入党后又参加过大小战斗数十次，多次立功受奖，并在海上创造
木船打蒋军兵舰奇迹的全国战斗英雄——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