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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占山将军驻陕北哈镇期问的抗战事迹及遗迹考
刘翠萍

(榆林学院政法学院，陕西榆林719000)

摘要：马占山将军率领东北挺进军在府谷哈镇驻守八年，在此期间，他多次率军抗击日军的进犯，并与

友军配合，主动出击，牵制进攻河防的日军，仅1937年至1943年的七年中，与日伪军大小数十战，为国

捐躯的将士几千人。使日本侵略者无法立足，不仅有效地遏制了蒙古贵族的降敌阴谋，保住了伊盟七旗，

将日军阻挡在黄河岸边，所陷各县次第收复，而且保卫了整个西北战局。今天，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忠

烈祠、秀芳图书楼、育婴室等抗日纪念建筑物巍然屹立在陕北大地上。成为马占山将军领导的挺进军将

士英勇抗日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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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马占山将军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

抗日爱国将领，曾任伪满洲国的军政部长。这位备

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并未因“汉奸省长”的阴霾遮挡

其“抗日英雄”的光辉，他在陕北率领挺进军抗战八

年，在粮草、弹药等后勤补给严重不足、交通极其不

便的艰苦条件下，以黄河为防线，在长城内外几百公

里土地上，出色地完成了“警卫伊盟、兼守河防”的

使命，多次抗击日军的进犯，将日军阻挡在黄河岸

边，为保卫伊克昭盟和陕北的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国军民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马占山将军驻哈抗战事迹考
。

l、警卫伊盟。日寇侵占满蒙的阴谋由来已久，

他们企图以此作为其侵略扩张的后方基地。早在

1933年春，日军为了切断中国西北部的对外交通．

尤其是中国与苏联的联系，在察绥积极扶植蒙奸德

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和李守信，成立伪蒙古军政

府。德王主张内蒙古独立，是内蒙古独立运动的领

导者，在日本人的扶植下，1933年组织内蒙古王公

会议，向国民政府提出自治要求。1934年，经南京

国民政府批准，蒙古地方自治政府成立。1937年lO

月27日，在日本特务机关策划下，德王在归绥市召

开了“第二次蒙古大会”，宣布蒙古自治，成立了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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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联盟自治政府，大会通过了自治政府组织大纲，以

蒙古固有之疆土为领域，暂以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

盟、察哈尔盟、伊克昭盟及厚和市、包头市为统治区

域。1939年9月1日，该政府合并察南自治政府、

晋西北自治政府而成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由德王

出任主席，首都呼和浩特，名义上归南京汪伪政府管

辖，实际上是一个独立政权。1941年，蒙疆联合自

治政府改称蒙疆联合自由邦，1943年又改称为蒙古

自治邦。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任命马占山为东北挺进

军司令兼东北四省招抚。马占山将军到大同组编了

东北挺进军，率部在晋绥陕北等地抗击日本侵略军。

在1937年10月的绥远保卫战中，挺进军痛击敌人．

敌人伤亡甚重。随后，侵华日军进攻萨拉齐，撤退途

中的挺进军星夜驰援萨县友军，阻截西进之敌，掩护

主力在包头布防。

1937年lO月，绥、包沦陷后，黄河北岸全部被

敌伪控制。在日寇操纵下，以德王与李守信为头目

的伪蒙疆政府派遣间谍，四处活动，勾引、胁迫上层

分子卖身投敌。黄河南岸伊克昭盟各旗的王公贵族

蠢蠢欲动，伺机投日。有的已屈节趋附，引狼人室。

保卫伊盟，迫在眉睫。马占山得知消息后，迅速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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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驻伊盟，并成功挫败日本人策划成立伪蒙帝国及

大回帝国的阴谋。1937年lO月，挺进军绕道迂回，

所属骑三师(井得泉部)先期到达府谷的哈镇。

1938年5月，总部移驻哈镇。【lo哈镇原名哈拉寨，位

于府谷县城偏西50公里的清水川东岸，西北与内蒙

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毗连，自古为边防重镇。

据《府谷县志：》记载，抗日战争开始，“本县除驻

中共领导的红三团和国民党22军86师258团三营

外．又增驻马占山东北挺进军、(东北军)何柱国的

骑二军于哈镇、麻镇、黄甫、沙梁、镇羌、孤山、木瓜、

清水、高尧峁、沙窑子、⋯⋯碛塄等处。何柱国的骑

二军驻府不久撤离，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驻府长达

八年之久，三十四(1945)年日本投降后撤

离。”【2】(嗽)

1937年12月18日，马占山率部首先向树林召

(达拉特旗首府)附近的敌伪发起攻势，激战数日，

生擒康王(后押往重庆)，敌伪率残部逃逸。

绥、包失陷后，晋西北的偏关、河曲、保德等县也

相继沦陷。战火蔓延到府谷，日寇有西窜之势。马

占山指挥东北挺进军，出奇制胜，大小十余战，牵制

了日伪兵力，迫使侵犯山西偏关、河曲、保德及陕西

府谷的El伪军仓皇撤退，保卫了黄河以南大片国土。

1938年3月16日夜，马占山率部东渡黄河，出敌不

意，攻克了河口镇。17日晨，夜克托克托，生擒伪蒙

古军骑四团团长门树魁。同时，挺进军骑六师师长

刘桂五指挥一个支队，于当天拂晓进袭萨拉齐，一度

占领车站，将铁路破坏，仓库焚毁。4月1日，马部

又从高隆渡口过河，分两路进袭绥北日寇后方武川、

百灵庙等地。中旬，日寇调兵遣将，节节增援，将挺

进军四面包围于大青山。马部鏖战七八昼夜。其

间，特务营及骑六师徒步团再度攻占托克托，迫使进

袭偏关、保德之敌撤回应援。20日夜，马部突围至

武川黄油干子。22日。b冠住三架飞机的协助下，

以百余辆汽车装载千余名鬼子来袭，遭到挺进军官

兵的顽强抵抗，战斗十分激烈，师长刘桂五与营长张

悦新带领部下英勇冲杀，死伤惨重。不久，日寇大量

援兵赶到，终因寡不敌众，刘桂五、张悦新为国捐躯。

马占山突围转人五原，渡过黄河，率余部撤回哈镇休

整。

这样，在黄河南岸的伊克昭盟，马占山及其他国

民党部队不断袭扰日伪军，驻包日军只能被动地保

点(城镇)守线(铁路、公路)，面对抗日军队频繁的

武装袭击，一筹莫展。同时，马占山对顽固的亲日派

分子坚决予以打击，对动摇于抗日力量与敌伪势力

之间的中间分子，则通过多种方式，或斗争．或争取，

在当时的危急形势下，有效地遏制了蒙古贵族的降

敌阴谋，保住了伊盟七旗，不致沦陷于敌手。

2、兼守河防。据《保德县志>记载，到1938年3

月3日，日军先后占领了晋西北之宁武、神池、偏关、

保德、五寨、岢岚、河曲等七座县城。1938年2月28

日。占领保德之后，日寇千余人从保德方向居高临

下，用大炮向府谷轰击。3月1日，在飞机大炮的掩

护下。敌伪步兵600人乘坐五只大船，强渡黄河。驻

府的国民党只有22军86师512团，当时，团长张子

英因公赴榆林，由营长张博学指挥战斗，他们奋起抗

击。河防部队逐渐不支，不得不向后撤退。日寇尾

追到阎家洼、西梁村时，遭到驻守高家窨子(以上为

府谷县城以北2．5公里内的三个邻村)的常振民营

截击，日寇被迫退回县城西关，纵火焚烧店铺和民

宅，仓皇逃回保德。张子英闻讯后，连夜返回防地，

并借调高耀壁营驰援府谷。3月3日晨，张团长率

部渡河，攻入保德城内，杀敌十余，生擒一名日本顾

问，缴获枪支弹药若干。3月17日，不甘失败的日

寇又以步、炮、骑兵二千，飞机两架，分路合围，袭击

保德，张团长率常、高两营扼要迎击。19日，日寇飞

机、大炮再次进攻，企图强渡，由于驻军坚守而无果。

辗转数日，日寇见渡河无望，于是放火焚烧保德县

城。20 El，日寇撤离保德。

由于国民党地方驻军的顽强抵抗，再加上挺进

军的牵制，日军不得不将进犯部队撤援托克托、萨拉

齐，从而使日寇腹背受敌，无法站稳脚跟，至3月31

日．日军占领的晋西北七座县城全部收复。

有人认为，日寇当时似乎并没有要攻占陕北清

除共产党的战略意图，因此针对陕北的军事打击力

度和频率都比较低。事实并非如此，1938年3

月——1939年底，日军向陕甘宁边区河防阵地发动

过大小23次进攻。1938年日军对神府、延川、延长

河防阵地进攻受挫后，便调集兵力企图由宋家川和

马头关突破河防。1939年，日军以15000余兵力先

后占领河东军度、孟门、碛口，并构筑工事，用炮火向

河西宋家川、枣林坪一线阵地轰击，以飞机向河西李

家沟等阵地及边区内地城镇猛烈轰炸。但最终在边

区军民的英勇抗击下，日军强渡未成功，从而粉碎了

日寇对河防最大的一次进攻。c3】∽1’而且从晋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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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座县城被收复后缴获的文件、地图得知，敌寇攻陷

府谷后，企图沿长城西犯，威胁陕、甘、宁、青数省。

因而，府谷的坚守及晋西北各县的收复，其意义不啻

数县本身，而且，对粉碎日寇西犯阴谋具有重大的战

略意义。⋯

东北挺进军纵横驰骋，浴血拼杀，仅1937年至

1943年的七年中，即与日伪大小数十战，为国捐躯

的将士几千人，使日本侵略者无法立足，挺进军成为

护卫中国大西北的一道屏障。如果没有挺进军将士

的浴血奋战，将日本侵略军遏制在黄河岸边，西北战

局未必如此，正如马将军在碑记中所言：“曩使艰危

之际，本军将士而不能奋死决斗，则所陷各县未必能

复，伊盟七旗未必能保。藩篱尽撤且将影响于西北

全局”。

．二、马占山将军驻哈遗迹考

l、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抗日阵亡将士纪念

塔，位于府谷哈镇西湾村南山山腰，1944年由马占

山督修，高约2米，四棱柱形，每面宽约0．6米。塔

顶为半球形，中间有箭头状突起，碑身正面嵌一巨

石，上面刻有马占山亲笔题写的“抗日阵亡将士纪

念塔”九个大字，塔座四周有约一亩大小的塔园，围

砖砌的花栏墙。文革后期的“学大寨”运动中，纪念

塔被拆毁，砖石修了水库。2604年，该塔在原址上

重建。

2、忠烈祠。忠烈祠位于哈镇西湾村南山山麓。

与塔相距约500多米，座南向北，为祭祀抗日阵亡将

士所建，1944年由马占山督修。祠院内有石凿沙发

一对，左右各一，相距约3米左右，沙发扶手呈椭圆

形，背靠是弧形，后面刻有“1942”字样。青砖门庭，

东西各有一问厢房，房顶曾塌陷，后修复，内有炕铺

遗迹。房屋面北的山墙上，绘制有彩色地图，东为世

界地图，西为中华民国地图。正南是忠烈祠石窟，是

祠院的主体部分。石窟门面由青砖砌筑，正中门洞上

刻有“忠烈祠”三个字，左右各有小门洞一个，门洞

均为拱形，安装两扇棂格门。顶上部为穹窿顶，顶端

为宝葫芦状砖雕饰物，顶下部为挑角出檐，融蒙汉建

筑风格于一体。石窟凿于大山底部，宽约5米，高约

3米，正面通间一排祭台，祭立着大小三百多个木制

牌位，牌位上面书写着抗日阵亡将士的英名，大牌位

写着一人或两人，小牌位写着三人、五人，人数不等。

依职务进行排列，“忠烈祠”中间。最高处、最大的牌

位上面写着“东北挺进军骑兵第六师师长少将刘桂

武之位”，下面依次排列，从旅长、团长、营长、连长、

排长、班长、到士兵，二千多名抗日阵亡将士的“忠

魂”，全都“安抚”在这里。简陋而肃穆的祭台上，十

几排抗日阵亡将士的灵牌井然有序地排列着。牌位

现已残缺不全。

“忠烈祠”前的八角亭，人称“拜碑亭”，亭正中

竖立着一座两米多高的四棱石碑，碑亭上刻有傅作

义、邓宝珊将军的题词和马占山将军亲笔撰写的抗

日碑记。傅作义将军题写的横批是“浩气长存”，邓

宝珊将军的题联是“碧血有痕留战垒，青山无语拜

碑亭”。马占山将军亲笔撰写的抗日碑记，记叙了

“九·一八”以来，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主要战斗经历

及建造忠烈祠的有关事宜，碑记全文如下：

抗日军兴以来，我国军死士者多矣。忠烈祠之

建设，所以妥忠魂、励士气、曲至重也。而追往事谂

来兹者，又后死之责也。爰徇袍泽之请，奋笔而为之

书日：哈拉寨之有忠烈祠，用以祀吾东北挺进军死事

之将士也。溯自“九一八”事变起，余在黑省即与倭

寇作殊死战。迨“七七”事变，又奉命编组本军于大

同。未几而冀察相继沦陷，倭寇长驱西犯进略绥远。

本军诸将士在绥远辗转防守鏖战兼旬，寇势虽挫然，

其援军续至，众寡悬殊，故退守五原、临河。此抗战

初年事也。次年，复奉命警卫伊盟，兼守河防。伊盟

者本蒙古族游牧地也。而在战略上，我西北之屏蔽

也。倭寇蓄谋已久，间谍充斥操纵甚急。本军行抵

东胜，乃先伐其谋擒其渠魁，倭冠气夺，蒙族之反侧

者以安。遂进驻哈拉寨迄今六年矣。综此六年中，

其始也，冠焰方张，迭陷我偏关、河曲、保德、府谷各

县。神木、榆林莫不震惊。在此艰危之际，本军乃浴

血奋战，纵横驰骋于托城、萨县、武川、凉城、关河口

之间，大小不下数十战。率皆袭其要塞，攻所必救。

率使倭冠不能立脚，将其侵陕部队撤援托萨。所陷

各县次第收复。而本军将士为壮烈牺牲者众矣。抑

尤以武川黄油干子一役为惨，师长刘桂武殉焉，即今

端然烈士者也。是岂余之德薄能鲜所可感召哉?盖

先总理以大无畏之精神训练中国革命军，而所谓不

成功即成仁者，天经地义久已昭然于每一军人之心

目。今总裁蒋秉承之益发为发扬光大。杀敌至果，

义无反顾。固不独本军诸将士有此表见也。独念本

军诸将士数年来从余于沙漠之地，历尽艰辛完成责

任。虽无显著之功，然用兵之道固有牵一发而动全

身者。曩使艰危之际，本军将士而不能奋死决斗，则

万方数据



·40· 榆#学院学报 2011年第3期(息第95期l

所陷各县未必能复，伊盟七旗未必能保。藩篱尽撤

且将影响于西北全局，而重为我最高统帅宵旰之忧

矣。然则诸将士诚不为徒死也。祠而祠之，因祠哈

拉寨南山之麓。凿石为屋，鸠工庇材。董其事者为

本军王总参议鼎三，并由奇司令文英及地方绅商赞

助。祠左岗上有本军阵亡将士纪念塔。祠畔置田十

余亩，以供岁祀。委地方育婴堂保管之例。乃附书。

东北挺进军总司令兼黑龙江省政府主席马占山

撰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吉日(注：碑文无标

点符号)H’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拜碑亭坍塌，2004年重建；

碑石被盗，后被群众找回，现存放在“忠烈祠”。

抗日阵亡将士坟冢，坐落在“抗日阵亡将士纪

念塔”对岸山坡上，埋葬着400多位抗日将士的遗

骨。

3、秀芳图书楼。马占山驻哈期间，整肃军纪，建

立了良好的军民关系，他协助地方修河堤、办学校，

建育婴堂，为地方经济与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1939年，马占山发动军官捐款在当地建造一所

参考文献：

中心小学，1944年建成，秀芳图书楼就坐落在这所

学校院内，是学校图书馆，因马占山字秀芳而得名。

七十年代以后，该校舍进行改建，其余建筑不复存

在，只有秀芳图书楼被保存下来。该楼为二层建筑，

坐北向南，5米见方，全楼青砖砌筑，一面开门，三面

开窗，顶端均为砖砌拱形，正门两侧各雕一半圆砖

柱，门额上有砖刻匾额：“秀芳图书楼”，其他三壁各

开二窗。木质楼梯，二楼为木阁，全木结构，形状为

八角楼，青瓦双刹盖顶，顶中央砖雕宝葫芦，门外有

花栏墙，栏孔为菱形。檐下八条横枋上分别刻有：

“提高地方文化”、“培养国家英才”、“奠定育人基

础”、“保护公共建设”和“明礼义”、“知廉耻”、“负

责任”、“守纪律”的校训。八方柱顶木雕龙头流

云，雕刻工艺十分精湛。

4、育婴室。育婴室是马占山将军办的慈善事

业，专门收养被遗弃的孤儿，位于哈镇东北一公里处

的惠家沟温家塔村内，为一中型四合院，拱形砖门，

门额上砖刻“哈拉寨育婴堂”六个字，堂院内有正房

七间，东西厢房各三间。东厢房已坍塌，其余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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