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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占山将军生平

马占山祖籍河北省丰润县。有

一年河北大旱，父亲便带领一家老

小闯关东，到了吉林省怀德县毛家

城子西炭窑屯。他出生于 1885年，

算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

马占山是马家独子，虽然家境

不好，父亲还是让他读了两年私塾。

后来，因为实在交不起两斗米的学

费，便只好退学回家当半拉子，给

财主姜大牙家放马。然而，就是这

点“学问”，从一定意义上说，却

奠定了他将来成为“奇人”基础。

他一生敏而好学，与这两年的“教

育”有直接关系。他在从军之后敏

于学习，并进东三省武备学堂修习

过军事。在黑河镇守使任上，还专

门请前清举人唱永孚，给自己当国

文老师，居然能书能诗（现在庐山

还有马占山的诗石）。为这位土匪

出身的将军，曾加了许多色彩。

十八岁那年，马占山放马时丢

了一匹马。财主姜大牙硬说是马占

山偷着把马卖了，报了官。马占山

因此被下了大狱。他受尽毒打，死

不承人偷马卖马。马家为保独苗，

卖了十亩赖以糊口的青苗，赎出了

马占山。

马占山莫名被污，怒气难平。

偏偏那走失的马，十几天后自己回

来了，姜大牙却不道歉也不还钱。

马占山怒不可遏，月黑风高之夜，

他一把火，烧了姜家场院，上黑虎

山，入了匪伙。从此开始了他的铁

血生涯。

马占山牧马少年出身，马上功

夫了得，不久就当上了匪帮的头领。

他带着三十多人回到屯子里，抓了

姜大牙。人们都以为他会杀人灭门。

他却只抽了姜大牙三马鞭子，未抢

姜家一钱一物。只是告诉他：恶人

自有恶人磨，从此做个善人吧。

三年以后，日俄战争暴发，张

勋主政东北。当时东北地面战火遍

地，民生凋敝，十分混乱。为了“维

持治安” ，他大批收编辽东土匪，

实则是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马占

山觉得，人不能终生为匪，便带领

手下几十名兄弟，投了保安军，遂

被任命为哨长（相当于排长）。从

此，马占山东征西讨，立下许多战

功。到一九一六年，他的队伍归属

吴俊生提调。吴时任旅长，也是土

匪出身，诡诈凶悍。马占山的土匪

经历，枪马上的功夫炉火纯青，倍

受吴的赏识。他把马占山视为亲信。

马占山很快由排长而连长、营长、

团长。到吴俊生成为黑龙江省督军

时，马占山已经坐到骑兵军军长的

位置上，也算个“小军阀”了。

马占山的仇日态度是有历史渊

源的。一是“郭家店事件”，他手

下的十五个兄弟，惨死在日军手里。

当年蒙匪巴布扎布以复辟清王朝为

名，在日军支持下举行叛乱。马部

奉东东总督之命，随军进剿。在奇

袭蒙匪军需屯放地郭家店时，竟遭

遇日军武装干涉。马部尖兵班在与

日军交火中，打死六名日军士兵。

事后，日方向奉天当局施压，一定

要让中国士兵给日军偿命。弱国无

外交，奉天政府竟答应了日本人无

理要求，强令马占山交出十五名土

兵。结果，日军连子弹都舍不得用，

他们用刺刀，将这些中国士兵活活

挑死。马占山当时就发誓：有朝一

日，我马占山当政，一定要把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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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赶出东北！再有，吴俊生是马的

大恩人。吴和张作霖在皇姑屯一起

被日本人炸死，马占山视同杀父。

这两条，应该说是马占山在嫩水之

滨，坚决阻击日军进犯黑省的“心

理因素”。

马占山集土匪、官僚、军阀于

一身，性格多面复杂，身上有匪气，

有官气，也有军人的铁血之气。但

骨子里还是农民气，也算是胎里带

的气质。他在狂霸中有善良；诡诈

中有忠厚；骄奢中有俭朴；油滑中

有幽默；洋中有土，土中有洋；会

夸夸其谈，也冒唬话唠土嗑；他有

强烈的忠君孝亲思想，又能屈节投

机以求一逞。总之，他是个很有趣

的人。在“江桥抗战”这一重大历

史事件中，马占山这种人品和性格

的多面性，有非常充分的表现。

江桥抗战之后，马占山移省海

伦，“诈降”， 再举义旗，退兵苏联，

游历欧洲。在欧洲，他大力揭露日

本侵华暴行，对世界人民认清日本

军国主义的本质，起到了很大的作

用。他 1933 年 6 月归国，经香港

到达上海。上海市长吴铁城以下，

上万人到码头迎接马占山、李杜等

抗日将领归国。

马占山归国后，蒋介石在庐山

召见了他，授以上将国防委员会委

员的虚衔，随即寓居天津。在此期

间，马占山呼号抗日，希望以举国

之力收复东北。他与杜重远、阎宝

航过从甚密，并通过他们结识了共

产党在天津的负责人，孙达胜。从

此，马占山对共产党的主张逐渐了

解。他亲往西安，劝张学良不要成

为蒋消灭共产党军队的帮凶和工

具。应该保存力量，打回东北老家

才是正道。也正在此时，西安事变

暴发，他积极奔走于张学良和共产

党之间，为促成共产党和国民党合

作抗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37 年 7 月 7 日芦沟桥事变，

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全面抗战。马

占山被派往绥远，组织东北挺进军

及东北四省招抚事宜。从此又走上

抗日前线。在抗战八年中，他隶属

傅作义的战区，是一支最能打的部

队。历经绥东苦战、攻克托克托县、

大青山被日军合围，鏖战八天八夜

方得突围，再转战陕西府谷县，驻

兵哈尔寨，防守黄河。可谓铁血征

衣，忠心为国。在此期间，他去西

安公干，路过延安地区，因为打猎，

猎枪管爆炸，炸伤四个手指，只得

急往延安施救。经八路军医务人员

精心救治，很快伤愈。毛主席特为

马占山举行欢迎大会，他说：马将

军八年前在黑龙江首先抗日，那时

红军在南方即致电热烈欢迎，八年

前红军已与马将军成为抗日同志。

抗战胜利后，他反对内战。国

民政府发布他为黑龙江省主席，他

以病推托，不肯赴任。在和平解放

北平的过程中，他出面做傅作义的

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马占山为

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特殊

的贡献。他是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的政协委员。1950 年 12
月病逝于北京。由国家副主席张澜

扶灵，葬于北京万安公墓。

二、马占山与江桥抗战

一九三一年“九 •一八事变”，

不到二十天，辽宁、吉林，相继落

入日本关东军之手，东三省仅存黑

龙江省。日军多门师团挥师北指，

陈重兵于洮南。当此民族危亡之时

刻，时任边防第三旅旅长、黑河警

备司令的马占山，不肯坐视东北沦

亡。多次电请北平张学良，准其统

军抗击暴日。张学良迫于全国人民

的压力，也需要一场战役来洗刷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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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不抵抗将军的罪名。遂于 1931
年 10 月 10 日，任命马占山为黑龙

江省代主席，军事总指挥。谢珂将

军为军事副总指挥，参谋长。

张学良所以在此时，对马占山

委以重任，主要有以下原因：

1、马占山的边防第三旅，是

当时黑省境内的唯一 一个满编旅，

属正规战斗部队。无论是装备，还

是兵员素质，都是最好的。其它如

苏炳文旅，远在海拉尔，且只是一

支护路军，平时维持治安尚可，真

与日军对阵，那就差得太多啦。苑

崇谷的兴安屯垦军，是一支种地、

伐木兼边防的部队，其真实的战斗

力，也可想而知了。

2、马占山资历最深，与张家

的关系也很近，威望足可服众。

3、马占山有明确的求战态度，

坚定的抗日决心。且是一位久贯征

战，战功累累的将军。

马占山临危受命，亲信、家人，

都劝他明哲保身，以避乱避祸为要。

马占山却以军人当铁血报国为唯一

宗旨，即日乘大兴轮挥师南来，赶

往战区。

此时的省垣齐齐哈尔，风雨飘

摇，面对汹汹来敌，守军只有一个

守备团。达官显贵，纷纷逃往哈尔

滨和关内。老百姓则逃往黑省西北

部，即东荒。而城内的主和派，大

多为商人和工厂主。他们害怕战争

会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主张迎接

已经降日的洮辽镇守使张海鹏主政

黑省。一时间，外有强敌临境，内

有投降派兴风作浪。

马占山抵达黑省，打击投降派，

调兵遣将，整军备战。动员省城百

姓，劳军支前，军心民心大振。此

间，日本驻黑省领事清水八百一，

武官林义秀，对马占山百般威胁利

诱，马占山不为所动，决然通电全

国，誓与强日周旋到底。

1931 年 11 月 4 日，日军捕去

我嫩江桥头流动哨兵三人，并向我

军桥头阵地发起进攻。江桥抗战随

即暴发。

是役，马占山所率黑龙江省守

军，总兵力不到一万五千人，装备

极其落后。而日军出动以多门二郎

的关东军第二师团为主力，加上第

二十九联队，高波骑兵联队，步、

骑兵三万余人，还有张海鹏汉奸军

二万余人。飞机二十四架，重炮

四十八门，其它轻型火炮，迫击炮

无可计数，坦克、战车五十佘辆。

这是一场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生死

对决！马占山率领中国守军，不惧

生死，前仆后继，拼杀搏战十四天，

以伤亡两千余人的代价，毙伤敌伪

中将及大佐以下六千多人，击落日

军飞机两架，击毁坦克十八辆。这

是中国抗战史上，中国军队取得的，

非常重要的，辉煌战果之一。马占

山和他的“胡子军队” ，在嫩水之

滨竖立起一块永不磨灭的丰碑！

黑龙江守军，在完全没有后援

情况下，最后不得不撤出省城齐齐

哈尔，江桥抗战遂告结束。东北军

爱国将士以他们的血肉之躯，谱写

了一首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不屈战

斗的英雄交响曲！

三、江桥抗战后的马占山

马占山退出省城，省府机关转

到三百公里外的东荒大县海伦，继

续办公，组织对日作战。海伦县，

曾是马占山长期驻防之地。他的家

人、产业也都在海伦。马占山将主

要兵力布防在克山、拜泉一线，梯

次阻击日军进攻。而日军经江桥一

战，伤亡很重，又急于应付国联调

查团，还想尽快建立满州国。于是，

改武力进攻为政治诱降。而马占山

方面所面临的局势，更加严峻。当

时有三万多军队集结于克、海、拜

一带，而此地区，地广人稀，经济

极为落后。骤然养兵三万，谈何容

易。军队每天要消耗五万斤粮食，

三千匹战马，每天也要吃六万斤谷

草豆饼。再加上天寒地冻，棉服都

配不齐，士兵想打仗都出不了屋。

再加上哈尔滨也很快陷落，药品、

棉花、布匹被日军封锁，枪械、弹

药更是无从补给。这样的军队，如

何能再战？正在此刻，板垣征四郎

到海伦与马占山谈判停战。这才有

了马占山此后的“诈降” 四十天。

四、关于“诈降” 过程中的
一些事儿：

1、马占山独闯哈尔滨，与多

门二郎师团长讨价还价。多门二郎

的亲哥哥多门雄一，是日军大队长，

在江桥战役中被中方军队击毙。马

占山与多门二郎有杀兄之仇。马占

山敢于孤身历险，堪称是大勇者。

多门倒也大度，军人死于战场，

适得其所。何以寻仇？

双方达成协议，主要内容是；

马占山返回省城齐齐哈尔执政。日

方同意黑龙江省独立，并撤走军队。

马占山所部驻防原地，不改变番号

和旗帜。

2、亲密战友分道扬镖。马占

山与谢珂商讨与日人停战议和事

宜。马占山认为：当此困局，再战

下去，无疑于驱羊群以入虎狼。只

能与日人虚与逶蛇，待度过冬天，

到明年开春时，再与日人开战。

谢珂认为：身为军人，深负国

人厚望。绝不能跟日本人讲和。和

则必遭国人唾弃，我们将身败名裂。

马占山仍然认为：无此权宜之

计，将不可能保存下这些抗日力量，

也就没有了收复失地的希望。大丈

夫能曲能伸，虽可能遭到国人误解，

为今之计，也只有如此，方能保全

所余军事力量，再图大举。

谢珂却是坚持生命可以牺牲，

名节不能受污。于是离马占山而去。

3、众叛亲离。马占山与日军

媾和，立遭全国人民声讨。苑崇谷



 32

江桥抗战

也率领所部，离开马占山。新组建

的学生团星散而去。连回到天津的

马家大公子马奎，都登报声明，与

马占山断绝了父子关系。许多在江

桥抗战中捐了大笔款项的组织和个

人，纷纷向马占山讨要钱款。马占

山就是在如此巨大的社会压力下，

与日本人展开新的周旋。

4、马占山与日本人在“合作” 
中的所作所为。

日本人以商讨东北独立为名，

将马占山弄到沈阳，实际是召开所

谓三巨头，臧式毅、熙恰、马占山，

拥立溥仪建立伪满州国的事宜。会

议中，马占山虚与应付。到正式签

署声明时，马占山突然说自己腹痛

难忍，离开了会场。此后两天，均

以有病为由，再不参加任何会议。

第三天因收到依安军“兵变”的电

报，离开了沈阳。

马占山，回省之后，终日打牌、

看戏不理政务。要么就从财政厅批

钱，借给各县买种子备春播。实际

上是用作编练抗日民团。同时他还

向日本人那要枪，要子弹，要军服。

而对于日本人要他签署的《洮昂铁

路路权转移案》、《兴安岭林木开

发意见书》等出卖中国主权和资源

的文件，以各种理由推托，一律不

签字。

他经常请林义秀喝酒，本庄繁

过生日，他送了一座很大的，法象

庄严的琉金玉佛。他还送给齐齐哈

尔警备司令铃木旅团长两匹名马，

同日本人打得火热。

5、反出省城，再举义旗。

1932 年 4 月 2 日。马占山得知国

联调查团到达沈阳，他必须表明自

己的抗日态度，向李顿调查团，揭

露日本侵占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

卑劣行径。加之，汉奸赵仲仁向林

义秀报告，省财政厅大笔资金去向

不明，引起了日本人的警觉。马占

山决定反出省城。他以拜泉部队有

异动为名，出城前往巡视各县防务。

将警卫营全数拉出，顺便带走了

十二卡车的军用物资和一千四百万

元的税款。待到日军查觉，马占山

已达一百多公里外的克山。

马占山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表

明抗日心迹，通电全国陈说四十天

媾和的原由，表明再举义旗，誓与

日军血战到底的决心。龙江大地，

再掀抗日高潮。

四十天诈降，马占山从日方取

得步机枪一万余支，子弹三十万发，

高射机枪十台，铁甲车五辆，棉服

两万套，资金七千万以上，并大批

粮食、药品。最后，杀了日本人一

个回马枪。

五、马占山诈降的证明

1、马占山在与日媾和，返回

省城前，对自已的家产和家做了最

后的安排和处置。他将马家四百余

垧田地，无尝分给租种他家土地的

农户。把牧场中的三百多匹马、

四百多头牛、七百只羊，全数送给

了牧工和亲友。在海伦克山等地的

电灯厂、油坊、药铺、木材厂，全

都交给伙计们经营。他给资遣散了

家的仆佣人等。六位姨太太中，只

允许二太太和最小的被吓得精神失

常的攸荷花，跟随儿子、女儿秘密

潜回天津。余下四位姨太太，每人

三千大洋，送回娘家，准其择人另

嫁。四位太太哭诉，不肯离去。马

占山让人拿来毒药，说：要么走人，

要么死人。你们只能选一样。

据此而断，如果马占山真心降日，

他必然会寻求日本人的保护，以求

继续兴业旺家。何必断然处置了家

产和家人，绝了一切后顾之忧呢？

2、马占山的部队，全部原地

驻防，没有向日本人交出一人一枪。

世界上有这么投降的军队吗？

3、马占山返回省城的四十天里，

没有签署过任仿何一份有损中国主

权，出卖东北资源的文件和条约。

   六、马占山在驻防地域内的史迹

1、呼兰县的功德碑。马占山

曾在呼兰县驻防三年。他勉于政事，

治军极严。所部士兵，平时不准出

兵营一步。星期天，纠查队预先上

街布置，士兵才可以到街上购物。

时限两个小时，必须返回兵营。偶

有滋事者，则由纠查队当街鞭打，

以示惩戒。有一次，一个连长带兵

剿匪，在一个财主家喝醉了酒，强

奸了人家的丫环。马占山带着那位

连长到了财主家，问那丫环愿不愿

意嫁给那连长？丫环摇头。马占山

当即拔枪，将那个连长毙于枪下。

马占山在所辖地区，积极剿匪

清乡，维持了社会安定，促进了民

生发展。他还特别注重军民关系，

每年全县的运动大会，都会在兵营

的大操场上召开，十分热闹。马占

山每每多有赞助。为了表彰其德政，

呼兰人民立功德碑以纪。碑文中有

这样一句话，十分精到：将军治政

统兵，地方安定，百业皆兴，至民

不知有匪，亦不知有兵。

2、哈拉寨抗日将士陵园。马

占山驻防陕西哈拉寨，与日军大小

数十战。战死将士多随地而葬，坟

墓如乱葬岗。马占山个人出资，于

青石岭建了一座陵园，将数百烈士

遗骨移葬于此。陵园门楣上，马占

山亲笔题写“还我河山” 四个魏

隶兼容的大字，刚劲有力。

3、将军渠。马占山驻防哈拉寨，

此地滨临黄河，却常年为水旱所困。

马占山动用驻军和当地民众一起，

开渠引黄河水灌溉田地。大大增加

了粮食产量。当地人称此渠为将军

渠。至五八年大跃进，此渠扩开为

大渠，人民至今受益。

总而言之，在马占山身上，民、

匪、官三气皆浓，粗、雅、智、勇

兼而容之。是那个时代造就的一个

独具特色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