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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是黑龙江省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着悠久的历史。在

1954年省会迁往哈尔滨之前，一直是省会城市，这段历史历经255年。在这段历史

中，有许多值得纪念的英雄人物。最具代表的有清代首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为抗

击沙俄入侵身先士卒，血战雅克萨；寿山将军在庚子之役中，为保齐齐哈尔人民免

受涂炭，壮烈殉国；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在嫩江桥首先抗日，打响了中华民族抗

日战争第一枪。江桥抗战，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以

及在世界反法斯战争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这是齐齐哈尔人民的骄傲。他们

的英雄事迹，必将成为这座英雄城市的名片。

《嫩水怒潮一一齐齐哈尔抗日图志》，形象、生动地反映了齐齐哈尔的抗日斗

争史。该书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了齐齐哈尔人民，不分民族、阶层和党派，在

国难当头之际，与日本侵略者展开的生死博斗。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永远值得后

人学习和发扬的。

民革齐齐齐哈尔市委员会联合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宣传部合作编辑出版此书，并

取得民革黑龙江省委的大力支持。我想这本书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斯战争胜利六

十周年之际能够出版，并以赠阅的方式送给中小学生做为乡土教材，来教育青少年

牢记历史，记住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是十分有意义的事。

近年日本右翼势力编撰出版新的历史教科书，试图用歪曲的历史来影响日本的

青少年，破坏中日人民的友好关系，定会遭到两国爱好和平人们的反对。

我们民革的一个市级组织，能够投入人力、物力编著此书，用生动形象的历史

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是值得提倡的。

以史为鉴，展望未来。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发行，必将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产

生深远的影响并发挥应有的作用。

2005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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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禾,J 60周年，我们编辑

出版《嫩水怒潮一一齐齐哈尔抗日图志》一书，以志纪念。

]931年11月19日，日寇的铁蹄踏进了齐齐哈尔。此后的十四年，齐

齐哈尔人民陷入了日本殖民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在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

下，多少无辜的父老乡亲惨死在日军的刺刀下，多少兄弟姐妹在日寇的铁

蹄下挣扎。嫩江在悲鸣!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统治，并没有吓倒富有抵抗外来侵略优秀传统的

中国人民，英雄的齐齐哈尔人民，不怕流血牺牲，前赴后继，同敌人展开

了殊死的搏斗，与全国人民一道经历十四年的艰苦卓绝的人民战争，终于

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赢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为了让后人牢记日本统治下的十四年血泪史，继承和发扬齐齐哈尔人英

勇顽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爱国精神，我们搜集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从

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历史图片中，精选了]98幅图片，配以文字记述编

成此书。本书的照片一部分是当时的战地记者冒着生命危险拍下的实地场



面，一部分是日本侵略者为炫耀其“战功”而留下的罪证。我们希望通过这

些珍贵的历史照片，为人们提供生动而形象、悲壮而高昂的抗日斗争历史，

以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

历史启迪现实，警示未来；落后就要挨打，软弱必受欺凌。侵略者不

会给被侵略者带来自由和繁荣，只能带来残暴和灾难。我们要让年轻一代知

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懂得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

平生活，继承英雄城市的光荣传统，使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传承和发扬，使

之成为我们城市持续发展的伟大动力。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不会忘记，曾经历尽的苦难，我们更要珍惜

来之不易的和平。当今日本不断出现的右翼势力所制造的一系列否认和歪

曲、甚至美化侵略事实的事件，是所有爱好和平人们绝不能答应的。以史为

鉴，面向未来，我们希望日本人民与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一起共同反对和抵

制一切危害和平的行为，让和平的阳光永远照耀嫩江，照耀中国，照耀世

界。

伊忠义

2005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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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抗日 首战江桥

江桥抗战，始于1931年10月16日，结束于11月21日，历时37天。

黑龙江抗日军民参战兵力约2万人左右，日本关东军2万人，张海鹏伪军

万余人。江桥抗战是以马占山为总指挥、谢珂为参谋长，在张学良将军的

支持下，在嫩江畔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正义战争。江桥抗战在敌众我寡、敌

优我劣的形势下，取得了毙伤敌伪万余人的战绩。这是中国军队有组织、有

领导武装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第一枪，江桥抗战使中国成为世界上

最早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江桥抗战前奏

嫩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蓄谋已久。1930年3月，日本爆发经济危机，日本统治阶级为了

从经济危机中摆脱出来，缓和国内矛盾，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袭击沈阳北大营

中国驻军，制造了“九--]k”事变，攻占沈阳城，兵不血刃占领辽、吉两省后，把侵略

矛头指向黑龙江省省会一齐齐哈尔。

△1927年6月27日，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内阁首相田中义一

向天皇抛出臭名昭著的“田中赛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

中国”，从而确定了侵略中国的具体方针。



a 1928年5月11日．济南陷落后，日军将被俘的帽士兵全部厦绑老情形一

司1928年6

月4日，日本制

造轰动中外的

“皇姑屯事

件”．东北壬张

怍霖和黑龙江

督军吴俊升被

炸死。这是张

怍霖乘坐之专

列被炸后的现

场情景。



嫩

，揭开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的序幕。辽

日晨日军进攻沈用情形。，

q1931年

9月19日夜．

日军占领长

春．由于吉

林代理省主

席熙洽的叛

变．9月22

日吉林垒城

被日军占

领。这是集

结在长春的

日军。



抗战第一枪

1931年lobl6日拂晓，在日本侵略者的唆使下，伪军张海鹏部在日本战斗机的掩

护下，向我江桥抗日军民发动突然攻击。谢珂率领守军奋勇阻击，伪军张海鹏部于18日

被迫退出战斗。江桥阻击战的第一阶段，以我军获胜，伪军惨败而结束。

司

江

桥

抗

战

阻

击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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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的嫩江桥位于齐齐哈尔与泰来之间．是齐齐哈尔的南大门。

胁我军奔袭江桥前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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