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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联第五军副军长、军长

柴世荣 (1 935 年至 1942 年)

抗联第五军军长、抗联第
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 (1935 年
至 1942 年)



抗联第五军政治部主

任、中共道南特委书记张中
华( 1936 年至 1937 年)

抗联第五军政治委员、 中共

道南特委书记季青 (1 939 年至

194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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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清县人民政府在十二

烈士山的标志

抗联第五军十二烈士山

战斗(油画)



十二烈士山全景

十二烈士山战斗主阵地



八女投江(国画)

八女投江牺性地一一林口县刁绷镇三家子村附近乌斯浑河畔



抗联第五军妇女团指导员冷云

1982 年 10 月，林口县人民政

府在乌斯浑河东岸大关门嘴子山

西修建的"八女投江"纪念碑



抗联第五军用过的油印机

桦川县七星

碰子山抗联第五
军被服厂用过的

奥斗

林口县刁匈山抗联第五军被服厂装粮的板仓



桦川县七星硅子山抗联第五军密营战士用过的木盆

抗联第五军在密营装粮
的木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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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编者的话

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是全国拭目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所说前那样"中自人民的

抗自战争，是在曲新的道路上发震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

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丸三一年九月十八日， 8本侵略者占领洗陆，

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居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

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或协助之下，违员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5义勇军

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带击战争，曾经发

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

《东北镜 E联军军史》丛书，就是反映这一段历史的具体内容

和斗争过程的。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拚助下，一些抗日志

士，梧继组建了以爱国的东北军宫兵为主体，有工人、农民、学生议

及各地方民国、保安队、警察、红捡会、大刀会、反 E 山林队等参细

的抗日部队。他们有的称义勇军，有的称救国军，有的称自卫军，

等等，统称为东北义勇军〈人数最多时达翼 30 多万〉。他们的英勇

斗争沉重地11击了自本侵略者，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日斗争高潮，

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穿幕。但义勇军能斗争，由于种种原

因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其大部被追逗人苏联境内或中国关内，余部

仍在东北各地坚持抗吕斗争，后来如入了东北抗日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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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抗日联军是"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

下，以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先后组织的十几支反日游击队(也称

工农义勇军)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东北义勇军的斗争遭受挫折后，

共产党领导的反臼潜击队继续坚持抗日武装斗争，并在党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鄂下，联合抗5义勇军的余部和抗日山林队，

组成了人民革命军〈或反日同盟军、反 a 联合军〉。到 1936 年，响

应"八一宣言"的号召，统一改编为东北挠日联军。东北抗自联军

共十一个军。第一军军长杨靖宇，第二军军长王德泰，第三军军长

赵尚志〈后为许亨植) ，第四军军长李廷禄〈后为李廷平) .第五军军

长周保中(后为柴世荣)，第六军军长夏云杰〈后为张寿镜)，第七军

军长陈荣久〈后为李学福、崔石泉、景乐亭)，第八军军长谢文东〈后

叛变) ，第九军军长李华堂〈后叛变) ，第十军军长汪里臣，第十一军

军长祁致中。 1936年，中共满洲省委撤销，相继成立了南满、吉东、

北满三个省委，为了统一领导，抗联各军也相应地成立了三个路

军。第一路军包括第一军、第二军，，总指挥杨靖宇、副总擂挥王德

泰、副总捂挥兼政治部主任魏拯民;第二路军包括第四军、第五军、

第七军、第八军、第十军和王荫武的救世军、姚振山的义勇军，总指

挥周保中、黯总指挥赵渴志、参谋长崔石泉;第三路军包括第三军、

第六军、第九军、第十一军，总指挥张寿镇、政委冯仲云〈后为金

策〉、参谋长许亨植。 1937年抗吕高黯时期，队伍发展到 3 万余人，

游击区扩大到 70 余县。

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进行了极为英勇顽强的

斗争，消灭了大量的日伪军警，混重地打击了 E寇，积极配合了全

国抗战。但是，东北抗联面对的是比自己强大几十倍、上百倍的日

本关东军和满洲层伪军警及日伪在东北日益强化的法西斯式殖民

统治。在敌人残酷的连续不断的大规模雷剿下， 1938 年至 1939 年

东北挽联部队遭受了重大损失。在苏联政肩的支持下，东北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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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联军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整训部队，为最后胜利作准备，从 1归0 年

后陆续进入苏联境内。 1942年成立抗联教导旅，放长周保中、政治

副族长张寿镜、参谋长崔石泉。教导放在进行整训的同时，派出几

十支小部队回东北开展抗日活动，直至1945年 9 月全雷拉自战争

胜利。

对于东北抗日联军 14 年1畏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党和人民给予

了高度的评价。正如1948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东花局决定中指出

的"前东北地下党组织之党员与抗联干部同志们，在党中央领导

与抗日救国的总的政策之下，曾在极艰难复杂环境中对自本帝国

主义和钩满祺匮进行了长期的残酷的英勇斗争，曾得到东北人民

的爱戴。 γ气一五'东北光复初期，又协同苏联红军及八路军、新四

军作战，最后击败5寇，解放了东北。是中国共产党光荣历史不可

分的一部分。"

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历史，记录着中朝两国共产主义者和离

自人民用鲜盘凝成的深厚友谊。这支挠日军队实质上是中朝两国

人民的联合部队。朝鲜人嚣的伟大领袖金日成领导的抗E部队就

是这支部弘的重要组成部分。崔庸健(崔石桌〉、金策、许亨植、李

红光、李学福等朝鲜同志，还在抗日联军其他部队中担任重要领导

工作。中朝两国闰志亲密地理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这是朝鲜

共产主义者、朝鲜人民给予中国人民的宝贵的国际主义援助。

这套丛书至今5三易其稿。东北三省地方党史研究部门早在

195牌就进仔了大量的资料搜集、整理、核实和研究工作，并于

1963年编写出东北扩i: S 联军第一至第七军历史资料(草稿)。因

"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使这项工作中断了 10余年。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东北三省的研究部门叉开始了东北抗日联军军史的

研究工作。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反复查证核实，于

1985年就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由时任《东北抗日联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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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总编室主任王景同志主持，副主任王承轧、温永录、金字钟和黑

龙江人民出版社编窜刘文新等同志负责组织，编辑出握了一套人

珩(第八至第十一军为一班)t∞余万字的丛书。

这次为纪念抗自战争胜利六十肃年，自黑龙江人民出报社文

化生活编辑室主任刘海滨同志倡议，并组织原作者〈经原作者同意

更换了部分作者〉重新修订再版了该丛书。这次修订再版，资料更

加翔实，内容更加丰富、具体，字数增如了一倍左右。整套丛书最

后由原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金字钟〈研究员〉窜商定稿。

这套丛书是东北三省党史研究部门多年研究的成果，它既有

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又是进行爱盟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部好教材。

在这套丛书的整个编写过程中，始终得到了东北三省党史研

究室、档案馆和东北烈士纪念馆等单位和抗联老同志的大力支持，

特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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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抗吕联军第五军筒介

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简介

东北拭目联军第五军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统日武装力

量。它是由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周保中亲自缸建并领导发展壮

大起来的。其发展变化大体上经过了反吕潜击队、绥宁反 E 同盟

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的发展壮大和东

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的理苦斗争几个阶段。这支队伍曾发展到 3 个

师 9个团 3ω余人。

东北抗B联军第五军发摞于吉林省东部〈以下称吉东地区)以

宁安为中心的绥宁地区，符后其游击活动范围扩展到整个吉东地

运和东满、北满地区的东宁、密山、穆棱、勃利、汪清、璋春、安图、敦

化、额穆、蚊河、五营、舒兰、珠河、苇湾、依兰、桦)11 、富锦、宝清、虎

林、饶湾、同江、绥滨、庆城、铁力等广大地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

军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给自本侵略者以很大的打击，拨

乱和破坏了敌人后方，牵制了敌人进关，配合了全国抗战。

由于党的组织领导、军队的战斗能力和领导人素员及军队发

展历史等原因，东北抗E联军第五军吉然成为战斗在吉东地区的

抗联各军的骨干;1938年10月以后，它又是抗联第二路军所属的抗

联第四、第七、第八、第十军及其他抗击武装的核心力量。其主要

领导人有勇保中、柴世荣、胡仁、张中华、季青等。

抗联第二路军是I;Á抗联第五军为核心力量组成的，第二路军

成立以后，也是以第五军为中心进行活动的。所以在挠吕联军第

五军军史中，也应包括抗联第二路军的主要活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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