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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 年 9 月 18 日9日本帝国主义发动C九 
一八$事变后9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9使日

本侵略军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迅速占领了辽\吉

两省的大片土地9并蓄意北上9进一步占领黑龙江

省0 在国难当头之际9东北军纷纷溃退之时9马占

山率部决然冲破不抵抗主义逆流9 奋起杀敌9于

1931 年 11 月 4 日至 19 日与日寇展开了一场震

惊中外的激战   江桥抗战0 这是日本发动C九\
一八$事变以来遇到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抵抗0 马

占山将军及其所属部队的坚强勇敢精神\ 奋勇杀

敌的爱国行为9 代表了中国人民坚决抗击日本帝

国主义的意愿9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0

一!江桥抗战之前的马占山

马占山9字秀芳9祖籍河北省丰润县0 1885 年

11 月 30 日出生于吉林省怀德县一个贫寒的农民

家庭0 他枪法娴熟9百发百中9为人豪侠9杀富济

贫9C博有神骑神枪之誉$!0
1911 年马占山投靠清军奉天后路巡防营统

领吴俊升9吴调马占山所部马队为第四营中哨9马

占山任哨长0 1913 年吴俊升部改编为中央骑兵第

二旅9调马占山为第三团二连少校连长0 1918 年

马占山因剿匪有功升为营长0 1920 年马占山随吴

俊升赴黑龙江省升任骑兵团长9 驻防黑省东部担

任剿匪任务0 1925 年马占山升为东北黑陆军第十七

师第五旅旅长0 1926 年 1 月马占山升为东北军陆

军第十七师中将师长9 所部官兵多有升迁0 1927
年张作霖在北京就职陆海空军大元帅9 东北军南

下河南征战9问鼎中原9马占山亦参与征战9升为

东北军骑兵第二军军长0 1928 年 6 月 4 日张作

霖\吴俊升于沈阳皇姑屯被日军炸死0 6 月 27 日

张学良任命第八军军长9 万福麟为黑龙江省军务

督办0 不久东北军缩编9军编为旅0 马占山任命为

黑龙江省陆军步兵第三旅旅长0 1928 年冬马占山

改任为黑龙江省剿匪司令0 1929 年任黑龙江省骑

兵总指军0 1930 年春马占山任命为黑河镇守使0
1930 年 10 月兼任黑龙江省黑河警备司令0

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 C九 
一八$事变9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C绝对不

抵抗$9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了辽\吉两省的 30 多

个城镇和南满广大农村0 进而入侵黑龙江省9于

1931 年 11 月初9重兵北进9谋占位于中东铁路要

冲的北方军事重镇9 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0 此

时9担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的万福麟正在北平9在

打响全国武装抗日第一枪的马占山

刘德珍
( 泰来县博物馆9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2400)

1摘 要1 马占山率领广大东北爱国官兵,打响了全国武装抗日的第一枪,代表了中国人民坚决抗击日本帝

国主义反侵略的意愿,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O 马占山率部打

响了全国武装抗日的第一枪---江桥抗战O 日本侵略者发动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使

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了辽~吉两省的大片土地,当进一步占领黑龙江省时,遇到了马占山及其所属东北爱国官兵

的顽强抵抗,打响了全国武装抗日的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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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向张学良辞职 并命其子万国宾 当时代

行省政 携眷逃往哈市 再吃紧则逃往天津 在此

影响下  黑省各机关重要分子多赴哈埠 ! 面对

日伪的进犯 黑龙江省当局群龙无首 人心慌慌 
形势危急  留省者和战参半 众议纷纭 莫哀一

是 ! 万福麟为卸却责任 电请南京中央政府 任

命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主席 兼东北边防军驻黑

龙江省副司令 10月 10日任命正式发布 马占山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 接任了黑龙江省代理主席 10
月 11 日马占山由黑河带秘书陆文平 参谋李志

山 副官杜海山等乘大兴轮船赴省城齐齐哈尔就

职 

二!马占山打响抗日第一枪

1931 年 10 月 13 日 叛国投敌的张海鹏派少

将徐景隆率伪军三个团沿洮昂 洮南至昂昂溪 路

向江桥进犯 16 日拂晓进抵江桥南端 对嫩江桥

黑龙江省驻军发动进攻 日军出动两架飞机助战 
黑龙江省驻军猛烈反击 面对伪军的进攻 死守不

退 顽强抵抗 徐景隆触雷身亡 伪军三个团被击

溃 这一役以黑龙江省驻军的胜利告终 同时也拉

开了江桥抗战的序幕 
马占山于 10 月 19 日到达齐齐哈尔 他一到

省城  主战派立占优势 " 就职后 他立即致电前

方 激励将士 准备抵御敌人的袭击 并于 10 月

22 日发表 抗日宣言  马占山在宣言中表示  当

此国家多难之秋 三省已亡其二 稍有人心者 莫

不卧薪尝胆 誓必决以死战  这两次宣言 充分表

明了马占山坚决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抵抗到底

的决心 接着 立即召开军事会议 成立了黑龙江

军临时指挥部 马占山任总指挥 谢珂任副指挥 
以收统一指挥之效 马占山亲自视察防地 准备抵

御敌人的袭击 积极部署江桥抗战 并出布告悬赏

购买汉奸张海鹏的首级 黑龙江的抗战呈现出新

的形势 
马占山对省城防务进行了部署 兵力 13000

多人 并划分三道防线 第一道是嫩江桥防线 第

二道是大兴防线 第三道为三间房防线 嫩江桥位

于洮昂铁路的中段 是通向黑龙江省省会的咽喉

要地 若想侵占黑龙江省 必先夺取嫩江桥 敌我

双方同样认识到了嫩江桥的重要性 
10 月 21 日驻黑龙江省日本领事清水送照会

称 哈尔葛江桥被黑龙江军破坏 洮昂铁路系借日

资修筑 拟由日本特派南满铁路工人前来修江桥 
实则不过欲借口以掩护洮南张海鹏军之渡江 黑

龙江省当局即已窥破其阴谋 当即据理答复 渭洮

昂铁虽有日本一部债权 但该路权完全属于中国 
江桥破坏可通知该路局工程队人员来修桥 请转

达南满株式会社 明其权责勿庸派人兴工 以免发

生误会 日本人一时词穷而去 但其侵略黑龙江省

之野心 并未因此而稍减 28 日午后驻黑龙江省

的日本武官林义秀少佐 代表本庄繁要求我方 限

11 月 3 日正午将江桥修理完竣 否则日本将派军

队掩护满铁工人前来修桥 马占山要求暂缓时限 
林义秀不允 
1931 年 11 月 3 日上午 11 时 日军以铁甲车

二列兵三百余名到达江桥 实行武力掩护修桥 并

用飞机向我守桥部队 投弹挑衅 伤我士兵 7名 4
日 四五十名日军向大兴阵地迫进 并捕去我警戒

兵 3名 此时大雾弥漫 日军利用天气之阴暗 以

六七百步兵名突然向我黑龙江军猛烈攻击 同时

并用飞机五架投弹 炮兵向我射击 将大兴车站完

全炸毁 4 日中午 日军悍然向我军阵地发起猛

攻 马占山下令反击 我方将士英勇战斗 迅速击

退敌人的进攻 这就是驰名中外的江桥抗战 也是

中国军队不顾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 奋起抗战

的先声 江桥首战告捷后 士气大振 马占山当即

赶赴前线犒赏官兵 阵地上守土卫国的气氛十分

热烈 午后 6时 日军 40 余人过江继续进攻 敌我

伤亡甚多 一直战斗到 5日拂晓 
日军进攻受阻 5 日晨驱使张海鹏部为先锋 

日军殿后 又向我阵地发起进攻 我方将士奋勇抵

抗 坚守阵地 当日日军以野炮 30余门 飞机 9架

又加入战斗 我黑龙江军增加步兵第四团两个营

及骑兵吴松林旅一部 各官兵皆激于义愤而奋勇

杀敌 死守于硝烟弹雨之中 伤亡续出 尸体枕籍 
日军因攻击死亡惨重 于是又增兵千余名 我军增

加步兵团之一部 继续战斗至 6 日晨 日军向我阵

地发起总攻 马占山亲赴前线督战 双方在江桥进

行激烈的争夺战 死伤约五百余人 马占山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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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通电0
黑龙江省因为尊重国联 6 日撤兵案9 于 6 日

午后 2 时令前方军队退至大兴北约 50 华里的三

间房一带防御0 7 日黑龙江军由大兴撤退后9在特

立膜\三间房\大小兴屯一带构筑工事9以阻止日

军进犯0 马主席于 7 日早率参谋处长金奎壁等乘

汽车到前方视察9 对卫队团长徐宝珍和吴德林团

长等预以嘉奖9 并将指挥部设在了大兴屯与昂昂

溪中间0 马占山指挥的江桥抗战一役9 震动了全

国9掀起了全国奋力抗日的浪潮0
此时9日军一面依仗其军事优势步步进逼9又

一面采取政治攻势9多次电请马占山辞职下野9退

出齐齐哈尔将黑龙江省交给汉奸张海鹏0 此时9马

占山一面以轻蔑的口吻答复敌 人:G下 野 本 无 不

可9但需有中国中央政府命令9派人前来9方能交

代0 如张海鹏一类者9 虽有中央命令亦不交予政

权0 关于退兵一事9在我国领土上9我自有权9非日

本所能干涉y!0 一面庄重地向全国民众保证:G占

山守土有责9一息尚存不敢寸土之地沦于异族9同

时命令本省大小官员不论客籍省籍9 一律不得擅

离职守y9以示抗日之决心0
ll 月 l2 日9 日军将朝鲜屯驻军的多门第二

师团\铃木旅团调至江桥再次发动进攻0 l3 日拂

晓9日军进攻我新立屯阵地9飞机数架投弹相助9
几次进扑9经我抵抗均未得逞0 l4 日拂晓日军骑

兵扰我汤池\蘑菇溪间的骑兵防线9用重炮向我射

击9并有一坦克助战9大兴方面战斗激烈0 我程志

远旅骑兵涂全胜团前来增援9士气大振0 连续几日

日军以步\骑\炮兵联合向黑龙江军骑兵进攻9敌

机每日向黑龙江军阵地投弹轰炸9 我骑兵第八旅

程志远一部参与阵地战斗9 骑兵吴松林旅长各部

亦归程指挥9并委程志远为骑兵集团总指挥9日军

终未得逞0 日军又调重炮八门9坦克八辆9骑兵一

个联队9 飞机两队约十余架及步炮兵准备大举进

攻0 日军朝鲜屯驻军的多门第二师团铃木旅团调

至江桥与森连守备司令 2000 余名加入9特种兵人

数 l3000-l4000 人9再次发动进攻9敌我两军鏖战

终日0 l5 日早 3 时马占山乘载重汽车9带参谋\副

官\卫士赴前线督战0
ll 月 l6 日上午 ll 时9日本飞机在富拉尔基

投弹 20 余枚9炸毁民房一间9伤人一名9有数枚炸

弹落在铁路房附近9东铁当局大为恐慌9急电哈总

站请示0 同时日军以步\骑\炮\坦克兵约 4000 余

名向我全线猛攻0 我军奋勇抵抗9双方鏖战9极为

猛烈0我方因装备太差9死伤甚重0日机数十架9飞

我上空9天气骤变9大风突起9尘土蔽天9两军陷入

混乱状态0 午后 3 时许9日军攻势顿挫0
ll 月 l7 日9 日军利用飞机轰炸和重炮射击

以疲劳消耗我军0 l7 日正午9日军并动用了特种

兵器9由于黑龙江军誓死拒守9坚决抵抗9日军数

次猛攻均告失败0 日暮以后9日军仍继续向我阵地

猛攻终未得逞0 l8 日日军骑兵\步炮兵约三个联

队9对我三间房主阵地施行猛攻9飞机\重炮\坦克

联合作战9开始向我三间房阵地全力总攻9黑龙江

军兵器虽较劣9但士兵有必死之心9将校无偷生之

念0 马主席亲临前线指挥9士气大振9日军几次突

击均被击退0 激战至中午9 日军多门师团前来增

援9又激战至午后 2 时9黑龙江守军因兵器不良9
对敌坦克重炮飞机无力防御9纯以肉搏9阵地失而

复得再三9我军伤亡惨重9又无援军9马占山不得

已下令9乘夜间向昂昂溪方向撤退9大兴方面亦同

时后撤9沿途被敌机轰炸9死伤极多9连日以来9部

队伤亡惨重0 l8 日午后三时半下令全军向克山\
拜泉\海伦一带撤退0 黑龙江省政府及驻黑龙江副

司令公署移驻海伦办公0 l9 日 4 时马占山\谢珂

率军政两署人员退出省城经泰安镇向海伦拜泉撤

退0 日军侵占了省城齐齐哈尔9江桥抗战结束0

三! 江桥抗战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

浪潮

马占山奋起抗日9深受全国人民的称赞9江桥

抗战的消息传出举国上下9人民振奋9大力声援9
各地人士纷纷来函来电赞扬马将军0 马占山将军

的抗日行为9 赢得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赞扬和支

持0
全国各大报纸相继对江桥抗战进行了报道9

高度赞扬马占山及其所率部队爱国官兵的抗日举

措0 各地举行报告会9各地商会纷纷捐款支援0 在

全国掀起了轰动一时的G援马运动y0 黑龙江人民

G喜愉逾恒9特发起劳军会9将集资购物9送往前方

慰劳y "0 省城齐齐哈尔人民更和爱国官兵一起9
同仇敌忾9寝不安席9食不甘味0 广大市民纷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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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责任保险0
3.深入研究责任保险理论\加快产品开发步

伐0 产品开发的基础有两个:一是对市场需求的分

析和把握9二是遵循保险基本原理9其中责任保险

理论是保险产品的精髓9 任何新产品的开发都是

G万变不离其宗s的0 因此保险公司\保险学术界有

必要加强责任险理论研究9深入探讨风险管理\保

险功能\保险利益和保险精算等问题9并结合新出

现的保险问题, 研究保险条款的严密性和产品开

发的切入点0 !

!参 考 文 献"

[1]王明远.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144-146.
  [2]陈绛英.论责任保险施救费用的赔偿[J].保险研究,2003,(2).
  [3]安树民,曹静.试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J].中国环境管理,2000,(3).
  [4]刘怡.对普及环境责任保险的几点思考[J].青海金融,2002,(5).

"编 辑 ! 付国霞

抗战服务9各地群众自动组织慰问团\后援会\抗

日会\救国会等9都站在街头9向来往行人求捐9支

持马部官兵0 当时9G援马s的宣传活动声势浩大:
电影公司拍摄马占山影片\ 烟草公司生产 G马占

山s牌香烟\在南洋马占山照片每张 5 元出售0 全

国广大民众对马部官兵的爱戴和拥护9 表明了人

民对抗日复土的急切渴求0
1931 年 11 月 21 日9马占山等抵达克山时尚

有两万余人0 马占山在海伦县设立省政府即在该

地收容军队9整顿军事9编制新军9有许多东北青

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下9 纷纷到海伦投笔

从戎9关内各地学生有G援马团s\G义勇军s等组织

前来黑龙江援马0 肇东一带蒙古王公对马占山孤

军奋战9极表钦佩9愿请收编蒙旗为一军9先在肇

东一带训练9有事听命指挥0 国内外各地慰劳捐款

接踵而来0
国外人士也支持这一正义之战9旅居越南\新

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及美国\加拿大等地的侨

民纷纷打电报给马占山赞扬该部G饮血前方9连败

日寇9忠勇义烈9举国同钦s0 海外华侨\港澳同胞

不仅慷慨解囊9 还组织青年侨胞远渡重洋回国直

接参战0
民众的正义呼声和爱国行动向日本侵略者证

明了中华民族的力量是巨大的9 中国人民是不可

欺辱的0
打 响 全 国 武 装 抗 日 第 一 枪 的 马 占 山 勇 敢 善

战9不畏强暴9不愧为一个爱国的将领0 他在广大

爱国军民的抗日激情鼓舞下9亲临前线指挥作战9
勉励将士9抚慰伤兵9使全省抗日士气激昂异常0
广大官兵9为守国土9不惜牺牲9英勇杀敌9其中有

许多人为国捐躯9血染了祖国的嫩江大地0 当时9
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暗流中9 在黑龙江省 G要

员s 纷纷退逃之际9 在汉奸粉墨登场为虎作伥之

时9马部官兵9G以孤留塞外数旅之众s9能首起抗

敌9确实是难能可贵0 在民族危亡的时刻9马占山

及其广大东北爱国官兵9表现了崇高的民族精神9
不仅激发了东北人民的抗日热情9 也唤起了全国

人民抗击外辱\抗击侵略的斗志9形成了巨大的民

族凝聚力9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浪潮0 马占山将

军及其所领导的江桥抗战将永载抗日战争史册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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