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3卷第1期

2013年3月

湖南工程学院学报

Joumal of Hu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V01．23．No．1

Mar．2013

试论马占山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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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占山部义勇军是以马占山将军为首的主要活动在黑龙江省的一支义勇军，兴起于“九·一

八”事变之后，发动的汪桥抗战是打响抗日战争的第一枪。义勇军在马占山短暂降日过程中发展受制，

随着马占山再次举起抗日大旗，这支队伍迅速壮大，并发展到高潮，最后在罗圈甸被日本军包围。队伍

冲出包围圈后，开始分散：马占山率领一部分队员转退苏联，并出访欧亚，一部分队员撤进关内继续抗

日。马占山部义勇军是众多东北义勇军中的一支，他们的抗日活动在东北地区以及在整个中国的抗日

战争中占重要历史地住，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立下不朽的历史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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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占山率义勇军抗战的背景

马占山率义勇军积极抗日，是在一定的背景下

发生的，分析如下：

(一)长期以来，日本对我国东三省的觊觎和不

断的侵犯

1931年前后，有20万日本人在我国东北地区，

其中驻扎在“关东州”和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关东

军约有1．5万人。1931年6—7月，日本军部制定

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命令日本参谋本部和

关东军制定作战计划并“采取军事行动”。1931年

九月，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数日之间，沈阳、

长春、吉林相继沦陷，之后，日寇又积极进图黑龙江

省。利用汉奸张海鹏为前驱，共同策划进犯黑

省。[1]24

(二)国民党政府一直实行不抵抗政策，加重危机

进入1931年夏季后，在我国东北地区，日本已

经开始发动侵华战争。而蒋介石却在南昌提出“先

安内后攘外”的国策，并且表明：“不能消灭赤匪，恢

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

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2]3搿f3’1931年7月24日，

蒋介石又致电东北、华北各军政长官，要求他们“勋

服膺钧旨，敬当钧命是听，候令行止”。HJ4阳这样，国

民党中央政府和东北地方政府达成一致意见，面对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希望依靠国

联和平解决。

(三)马占山本身的爱国情怀被激发

1903年马占山加人绿林队伍。1905年队伍被

清政府招抚后，马占山作为哨官开始行伍生涯。马

占山在1916年8月参加官军狙击巴布扎布的战斗，

并从此产生“打倒帝国主义之雄心大志”。[5J1926年

马占山做了骑兵第十七师师长，后又升为骑兵第二

军军长，并成了奉系军阀的高级将领。1930年马占

山任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官，1931年9月18日日本

帝国主义制造柳条湖铁路爆炸事件挑起对华战争，

激发了马占山的爱国情怀。

(四)马占山其时的号召力与领导能力较强

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在1931年

10月8日，任命马占山为黑河镇守使兼警备司令、

步兵第三旅旅长，统辖10余县。10月10日，马占

山又被任命为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兼东北边防军

驻黑龙江军事总指挥。【6J455他在被委任前，就“整伤

部伍，正拟通电请缨”。一。在接到委任后，态度明朗，

行动迅速。他绕经哈尔滨，于十九日夜抵达齐齐哈

尔，第二天就宜布就职，并当众宣称：“倘有侵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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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士及扰乱我治安者，不惜以全力铲除之，以尽我保

卫地方之责。”。¨J 10月11日黑龙江省开军事会议

决定联苏抗日，①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为了抵制日

本，“编制了黑龙江省全省的民团军”，圆订好了条

例，11月lO日把条例送到吉林省北部各县及哈尔

滨各机关。

(五)自发组织抗战的各阶级人民的抗日情绪

高涨

各阶层的民众纷纷开始组织各种武装进行抗

日，“参加义勇军的不仅有原东北军中的广大爱国

官兵和警察，而且更多的是破产的农民、工人、爱国

的知识分子。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愤于日寇人

侵的绿林中的爱国分子”，一J‘‘各支义勇军各自为

战，旋退旋进”。¨0J5关内各地民众纷纷组织起救国

会、后援会，支持和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

(六)共产党抗日号召的影响大

中共中央在9月22日做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

义强占满洲的决议》。《决议》强调各地“党组织要

加紧地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

地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反帝的斗争

上去”。【llJl54中共满洲省委在1932年2月发表了

《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纲领性

文件。中共中央、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北平市委抽

调了一批进步的党团员和青年知识分子，到辽西、辽

东、吉林、龙江各地组织发动义勇军。当时“东北地

方中共党员与共青团员共二千一百三十二

名”。[12]744

二马占山率义勇军抗战的过程
。

(一)马占山率义勇军抗战兴起(从“九·一

八”事变至1932年4月)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辽宁、吉林两省的大部分领

土以后，积极策划侵占黑龙江省。lO月28日，日军

开始集结兵力，11月4日，江桥战役爆发，马占山亲

临前线，广大爱国官兵同仇敌忾，击伤日伪军数千

人。⋯31尽管江桥抗战最终没有阻止敌人的攻势，但

是江桥抗战是东北爱国官兵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下自动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壮举，打响了抗击日

本侵略者的第一枪，就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民的

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

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3J935这是“九·一八”事

变之后，我东北三省爱国军民第一次有组织的大规

模的抵抗日军侵略者，这一举动得到了来自全国各

阶层人民和海外华侨的支持，也极大地推动了东北

各地抗日义勇军的斗争。江桥抗战期间，马占山便

着手在全省组织和训练民团，扩充各县抗日武装力

量，11月lO日，马占山在致各县县长的电报中提

出：在各县成立保卫团¨4|，不到月余编成“十个总

队，约有五万余人”，Il 5j24此间，一直致力于收编群众

抗日武装，组成义勇军，人数约10万。各地的绿林

英雄，也积极要求参加义勇军，马占山一一给予名

义，将他们编成游击队、独立团，特设民军指挥部统

辖。这就是东北义勇军的由来和活动开始。【16J18此

后直到马占山假降日本政府之前，这支队伍转战黑

龙江各地，成为地方义勇军抗战主力，该部义勇军在

黑龙江省东、西部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给日伪统治

造成很大威胁。

(二)马占山率义勇军抗战的发展及高潮

(1932年4月至1932年底)

首先，再举抗日义旗。马占山接受伪职后，全国

上下舆论哗然，纷纷致电谴责，同时，日本侵略者步

步紧逼，事事掣肘，致使其幻想保全实力的“自治计

划”无法实现。于是，1932年4月，马占山率部从日

伪政府下出走，在黑河再次举起抗日义旗。117 o

其次，成立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马占山部自

江桥抗战转进海伦后，采取化民为兵以资长期抗战

的措施。返黑河后，重新组织黑龙江省军政两署机

构，马占山任省政府主席、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的副

司令官，并成立了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司令部，马占

山任总司令。待黑龙江省东北部二十余县的民团已

达六万以上，枪马至少已有半数，⋯166开始筹备向哈

尔滨反攻。总观1932年夏秋之际，由马占山指挥的

抗日部队和群众共约10万人。

再次，从4月中旬开始到6月下旬，吉黑义勇军

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收复失地的军事行动。吉黑义

勇军投入兵力达到7万到8万人之多，主要战斗在

哈东、江北、哈西、吉顿四个战场分别进行。【18J996江

北战场主要由马占山领导。马占山在5月初召集黑

龙江省全体将领举行军事会议，决定了长期抗战方

略，于5月15日亲率大军由黑河出发，并发表誓师

通电。⋯167马占山及其部队继而在海伦、海北、讷河、

克山、巴彦与日军战斗，损失惨重，7月29日，马占

山部在罗圈甸子被敌人包围。

最后，罗圈甸突围。马占山突出重围后，9月初

到达龙门县城，重振旗鼓，率众向讷河前进。到达讷

河以后，成立抗日第一军，马占山兼任军长。由于时

局变化很快，各处的抗日部队，相继被日军所击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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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占山眼看不能扭转大局，于是宣布离讷西行，并命

令全军，按个人自愿，可行可止，决不勉强。1932年

12月4日，在满洲里匆匆安排军务后率部分官兵，

同苏炳文一并人苏联境内，马占山部先后人苏人数

约为3000人，统称为第5军，这支部队后来由原第

五旅旅长刘斌领导。【l
9J砸

(三)马占山其部义勇军的后期战斗(1933年

初至1940年左右)

马占山率领一部分队员转退苏联，并出访欧亚，

于1934年辗转回国。离国并不意谓着马占山部停

止对日抗战出现。

资料显示，马占山部约10万义勇军，其中3万

人一直坚持抗战，2万人转入热河，O．3万人追随马

占山退人苏联，死伤俘虏4万人，投敌0．7万人。战

斗次数179次，日军损失18884人，伪军损失23217

人。[20]

三 马占山率义勇军抗战产生的影响

马占山率义勇军的对日斗争是整个东北义勇军

抗日斗争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两年多的苦战虽然

大部分失败了，但是其在整个抗日战争史上产生的

影响和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1．“江桥抗战”打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枪，

突破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打破了日军侵华

的部署，开启了中国人民武装抗战的历史一页。它

不仅得到了国内各阶层的承认和关注，也得到了国

际上的重视，1932年11月21日国联行政院开会讨

论李顿的调查报告时，顾维钧就这样感慨：“如果没

有东北的直接抗战，在国联大会上简直没有话可

说”。[211

2．马占山部义勇军的英勇抵制和坚决反攻，在

很大程度上牵制了日本的兵力，沉重地打击了日军

的嚣张气焰，从而拖延了日本对东北地区的占领，改

变了日军侵略全中国的进程。日寇刽子手金井章次

在他的《满蒙行政琐谈》一书中写道：“在反满抗日

的领导中，现在大多数连名字都想不起来了，但马占

山的名字却无论如何也忘不了的”，可见每当提起

马占山的名字，敌人都是“心有余悸”的。

3．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表现了不屈不

挠的民族精神。江桥抗战之后，全国及海外华人都

知道了马占山的名字，当时一名留学生这样写“忽

尔欣闻马将军的誓死奋战，为国杀贼，其欢愉感激之

忱，诚非笔墨所能描刻于万一”，⋯硝马占山的抗日

英举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4．为建立和壮大抗日联军开辟了道路。东北

抗日联军是在东北义勇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

占山的义勇军余部不仅为东北抗日提供了战斗力，

义勇军当年战斗的区域也成为了抗日联军的根据

地。此外义勇军的活动直接影响、组织了民众，为抗

日联军提供了丰富的组织经验和广泛牢固的群众基

础，为抗日联军的发展开创了广阔的前景。

马占山部义勇军的抗日活动已经过去半个多世

纪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对马占山部甚至整个东北义

勇军的抗敌之举视而不见，甚至指责、非议、贬低。

历史的偏见需要我们纠正，我们要以实事求是的态

度去评价马占山部义勇军的功过，以便更好地了解

整个东北义勇军的发展历程，这对于我们发扬民族

精神，振兴中华，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电信哈市第236号(秘)，哈尔滨1931年10月12日，

《齐齐哈尔满铁报告》，日本外务省外交资料馆，A一1—

1一O一21—17，《满洲事变嫩江事件》。

②公信关机高支第1424l号之2，《黑龙江省民团军编

制》，1931年11月20日，日本外务省外交资料馆，A一1

—1—0—21—17，《满洲事变嫩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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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蚂ista】眦e 0f Ma Zha璐km and the Northe嬲t An廿-Japan鹪e

Vol衄teers in the Anti·Jap锄ese War

YU De．quanl，CHEN Li-jun2

(1．Northe酗t Anti-J印锄ese Volumeer Research Institute 0f Jinzhou，Jimh伽12l()00，Chim；

2．Academy of History锄d cIIltu阳，Hun蚰No肿al UniVersity，Ch锄gsha 41008l，China)

Abs咖ct： The Ma ZhanshaIl Militia Volunteers in Hei Lon西iaIlg Province waS a military tm叩led by General Ma

zhaIlsh粕．ne troop w酗first initiated rigllt世er tlle September 1 8 Incident，then it igIlited tIIe Ji粕gQiao Bame，its

first attempt to fight against t}Ie Japanese．The tr00p w鹊，to some extent，held back when t11e General faked a su卜

renderto the J印arIese in an e‰rt to save their power．However，鹪Ma zhanshan aIlnounced a new mund of fi曲ting

agajnst Japan later，t}Ie troop grew impeccably缸t．r11ley were able to bmke t}Ie siege of t}Ie J印aIlese at Luoquandi．

an and then divided into several forces．General Ma led some of the forces t0 come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even a-

mund Eur叩e and Asia．Other forces remained arId continued to fight against the J印anese．The Ma Zhanshan Militia

Volunteers w鹊one of m粕y volunteer tm叩s in northe酗t China．neir stm路le and figllt against t}le J印anese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whole pmc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fighting against Japan．They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liberali枷on of me nation．

Key words： Ma ZhaIlsh锄；Northe鹊t Anti—J印anese Volunteers；Anti-J印anes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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