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马璐 实习生楚欣
瑶）6月 14日是著名抗日民族英雄陈

翰章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为了铭记

历史、缅怀先烈，敦化市文化馆对该馆

自编自导自演的大型英雄舞台剧《陈

翰章》进行改进并复排，自 6月 13日

起，连续在敦化市大剧院上演5场，沉

浸互动式的演出感动了观众。

陈翰章是敦化大地上土生土长的

著名抗日民族英雄，东北抗日联军代

表人物之一，东北抗联中智勇双全的

高级将领，威震吉东大地，被誉为“镜

泊英雄”。1940年，他率部与日军作战

时壮烈牺牲，年仅27岁。

据了解，舞台剧《陈翰章》创作于

2015年，从创作至今已演出70余场，

共 7万余人观看过，深受群众好评。

“在陈翰章将军诞辰110周年之际，敦

化市文化馆再次演绎这部舞台剧，是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陈翰章将军的英

勇事迹，了解东北抗联的历史。”该剧

总导演赵楠表示，“让新时代的新青年

更为直观地了解曾经那段艰苦奋斗、

流血牺牲的历史，更加珍惜革命先辈

用生命用鲜血为我们留下的和平幸福

的生活。”

《陈翰章》全剧共分“宁安归来”

“激战寒葱岭”“密营父子”“密营除夕

夜”“镜泊湖畔”“巍巍长白”六幕，以叙

事的方式，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后，陈

翰章带领抗联战士转战黑龙江、吉林

两地，尤其是在寒葱岭战役、镜泊湖水

电站战役中英勇杀敌的事迹。剧中将

歌舞、话剧艺术形式融为一体，不仅体

现了陈翰章将军的铮铮铁骨，还表现

了其儿女柔情的一面，使陈翰章的英

雄形象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据赵楠介绍，这次公演在舞台、道

具、服装等方面都进行了完善。特别

是在公演之前，演员们对自己的角色

再一次进行了解读和剖析，使演绎出

来的人物更加生动细腻。舞台效果

上，升级了舞美道具，加入了沉浸式场

景，同时加入了与观众互动的因素，使

现场观众可以更加近距离地与角色接

触。“为了将这部经典红色舞台剧以最

好的效果呈现给观众，不论是台前还

是幕后的工作人员，都竭尽所能将自

己的精力奉献在演出之中。在排练过

程中，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演员们夜以

继日，往往顾及不到家庭。”这种对艺

术的热爱及所展现的敬业精神让赵楠

感动不已。

功夫不负有心人。升级后的舞台

剧《陈翰章》以震撼人心的表演、荡气

回肠的剧情和气势恢宏的舞台效果，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英勇无畏和勇于

担当的革命精神，引起了观众的强烈

共鸣，一次次触动大家的泪点，现场多

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大型舞台剧《陈翰章》在敦化上演
沉浸互动式演出触动观众泪点

《美丽的梦》是作家于德北的一部小小说作品

集，获得了第四届公木（吉林）文学奖。在中、短、长

篇小说作品林立，小小说创作还属小众的创作态势

下，每篇不到2000字的小小说能够脱颖而出，拔得

头筹，足以证明这部小小说集的优秀与不可多得。

“带泪微笑”的出色小小说创作

今年56岁的于德北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

文学创作，小小说也是他最早尝试的文体。《美丽

的梦》作品集中有一篇小小说作品《杭州路10号》

获得了第三届（2005—2006年度）“金麻雀奖”，这

是国内小小说的最高奖。这部作品成为国内小小

说界常提到的经典名篇，也是于德北的小小说“代

表作”。《杭州路10号》的主人公是一名待业青年，

苦闷中他有一天突发奇想，写了一封自己是残疾

人的信，倾诉自己的悲观和痛苦。信写完后就随

便编了个地址，收信人写上了“杭州路10号袁小

雪”，就塞进了邮筒。没想到的是，他居然真收到

了署名为“您的朋友雪雪”的回信。自此，每个月

这个年轻人都能收到一封来信（虽然他因为羞愧

而从来不回），甚至收到寄来的《生命的诗篇》《张

海迪》这样的书。这一切让主人公感动并自省，他

决定要去探望并当面感谢袁小雪。他果真找到了

杭州路10号。令人震惊的是，回信者是一位刚刚

去世两个月的老教授，他临死前为陌生的失意者

写了很多信，并叮嘱老伴儿每个月寄出一封。

这篇充满戏剧化，结尾出人意料的小小说让

人感到了久违的温暖和感动，当年一发表就收获

了无数好评。当代评论家、“金麻雀奖”创始人杨

晓敏说，《杭州路10号》在故事结构上化繁为简的

精心编排，叙述语言韵味十足的沉稳老练，揭示谜

底的水到渠成，塑造人物的草蛇灰线手法，把情感

类题材写得如此深切走心。人世间隐藏的大爱和

至善，超越了时空，超越了具象甚至超越了生死，

这样的主题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当年“金麻雀

奖”的评委认为于德北“最大限度地逼近了人的精

神层面，仿佛是‘含着泪水的微笑’，深情咏唱着来自底层的生命恋歌。”杨晓敏

说，于德北的小小说作品里，常常以“我”作为故事中的主角或配角：我是临时工、

我是诗人、我是失恋者、我是……经常是“我讲一个我的故事”。

近年，于德北又出版了一部小小说集《水下森林》。但里面的很多小小说却

不像《美丽的梦》里的作品那么多结尾反转，戏剧性十足，而更像生活的片段。对

此，于德北说，他早年写小小说刻意追求“欧·亨利”式有戏剧张力的写法，但近些

年他的小小说不太追求这个了，觉得能如实折射出生活，就是好小说。

赤子情怀童心永驻

一直以来，于德北也进行了大量的儿童文学创作，常与青少年交流，是小朋

友眼中的“德北叔叔”。今年他出版了儿童文学《寻泽记》，被称为是向经典儿童

文学《小王子》的致敬之作。于德北说，真诚、宽容、理解，这许多成年人丢失的东

西，《小王子》用它干净的语言、空灵的想象几近完美地呈现出来。创作《寻泽记》

源于他偶然遇见的一个小男孩，那是一个面色苍白、声音虚弱的孩子。他当时匆

匆离开时，真希望手边有一本精美的故事书送给他。这个小男孩总在于德北的

脑海里浮现，他想给他写一本书，书中有他想讲给他的故事。《寻泽记》与《小王

子》最大的共通元素就是“倾听”。相遇是恩义，倾听是美德。倾听孩子们，倾听

万事万物，绝不能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来创作儿童文学，必须蹲下身来，与孩子平

行、平视、平等——这是他对儿童文学的坚定理念。《寻泽记》正是这理念的忠实

践行，其中饱含着他对儿童和儿童文学深深的热爱。

从《乡村志》到《雪落天未寒》：中长篇的创作跋涉

2021年，于德北又获得了第六届公木文学奖。细读获奖的中篇小说《乡村

志》可以发现，它通篇是透过一个儿童的眼睛叙述二十世纪70年代的乡村，展现

的乡村生活和文化却是包罗万象，因此不是儿童文学，这种写法在众多作品中显

得特别。公木文学奖评委对此作品的评语是“以少年的视角回望乡村，就像梦醒

后回望梦境，断断续续中无数身影从历史的某个小角落走出来。回望乡村不是

怀旧，更不是凭吊，而是还原一段乡村文明的底片。这张底片被切成无数碎片，

用少年的针脚去把这些碎片缝合，每个身影，每声呼唤，都栩栩如生地存照。”

那么，把乡村写得如此真切，这是不是就是作者真实生活过和眼中的乡村

呢？于德北说，他5岁之前在德惠农村长大，上学后寒暑假都回去，所以童年对

乡村的记忆很深。这篇小说某种意义上就是写他童年的记忆，是对乡村的人和

事的一种回望，也是东北乡村民俗民情的一种呈现，当然也有诘问和反思。小说

里的人、事都有相对的原型和素材，这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宽广、厚重的基础。20

多岁时，他写了前七章，近几年写了后五章。这部小说在他的心里沉淀了很长时

间，《乡村志》所展示的还只是他童年生活的冰山一角。

今年，于德北出版了酝酿十几年、历经3年写成的长篇小说《雪落天未寒》。

他说，里面人物的原型基本上都是他的亲人、邻居、同事、朋友。这些活生生的人

带给他许许多多的温暖与力量，他一直想写下他们平凡而多彩的故事。并且他

有一个想法：生活看似普通，实则正是时代的洪流。他要将这种想法深入融进这

部作品中。他们的情感与善意，足够丰盈；他们的抉择与行动，足够伟大。他想

让读者读了这本书后能体会到，即或生活中遭遇挫折和磨难，也能够更加平和、

勇敢地去面对；假使人生比别人如意，也不要失去谦逊和悲悯的心灵。

于德北有一颗率真而热爱生活的心。他高兴起来手舞足蹈，聚会时常为大

家唱戏、说评书、表演解闷。他还爱画画，涂鸦似的几笔就能画出个生活场景、人

物小像，也有如笔下人物“大先生”般侠义的古道热肠。他同时拥有非常细腻的

情感，他记下与儿子童年相处的点滴，写下长篇随笔《我和端端》。对生活和周遭

一切的敏感让他文思泉涌，半生写下近千万字作品。于德北说，他是“以文为食”

的。写作对于他，像呼吸般自然而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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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陈翰章烈士诞辰110周年，

省档案馆在6月14日他诞辰这天，公布

了陈翰章烈士的相关战斗档案。

陈翰章1913年6月14日生于吉林

省敦化县城西半截河一个满族农民家

庭，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北

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二师参谋长、第一

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是杰出的共产主

义战士、东北抗联著名将领。

他的一生充满传奇。少年立志教

育，希望用知识改变民族命运；成年遭

遇日寇入侵，理想破灭而投笔从戎。在

对敌斗争中，他足智多谋，能征善战，战

斗足迹遍及吉、黑两省的广大山区，指

挥抗联战士歼灭大量日伪军。1940年

12月8日，陈翰章在对敌战斗中牺牲，

年仅27岁。

此次公布的档案共65件，全部为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本关东宪兵队司

令部全宗档案，时间跨度自1936年8月

20日至1940年12月8日，主要集中在

1939年10月“野副大讨伐”之后，记录

了陈翰章率部的81次战斗及活动概

况。

公布的部分档案填补了现存史料

的空白。省档案馆从馆藏的各地日伪

宪警机关上报的《思想对策月报》《治安

旬报概况》《“讨伐”旬报》《北地区“讨伐

队”方面匪情》《全满铁道沿线治安状

况》等材料中，梳理出了陈翰章相关战

斗档案，部分记载在前期史料中从未出

现过，为研究陈翰章乃至东北抗联提供

了全新的史实记载。

此前公开的中文史料及论著中并

无1940年4月陈翰章部队战斗情况的

详细记录，此次公布的档案披露了其指

挥的11次战斗情况。如1939年4月16

日，陈翰章部队与伪满军郑蕰部在二龙

山东部938高地西部约3公里处发生了

一次交战；4月19日，在头道梁子东北

方约2公里处与邓云部所属的杜魁部

发生交战，在三岛荒沟牛心顶山南部

1025高地山腰与高桥部发生交战；4月

20日的战斗记载更为详细：4月20日

11时半左右，在三道沟偏僻地带“扫

荡”的郑蕰部，于986高地西北方约7公

里处发现四五名陈翰章部队人员，遂对

其进行突袭，陈翰章部1人牺牲，其他

人员分散撤退，后郑蕰部分成3个纵

队，在附近一带“扫荡”了约3小时，未

发现陈翰章等踪迹。此次战斗，陈翰章

部损失步枪2支、步枪弹药108发、手枪

1支、手枪弹药6发、刺枪1支及若干杂

物，击伤日伪1人。

档案再现了“野副大讨伐”期间陈

翰章部队的战斗情况。此次公布的大

部分档案都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

战斗情况，也详细记载了陈翰章部队行

动轨迹，为研究陈翰章烈士抗日斗争情

况及东北抗联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情况

提供了更多参考信息。

野副“讨伐队”司令部在《北地区

“讨伐队”方面匪情》中详细记载了

1940年2月25日伪满军石殿部队、伪

石上警察队和飞机队联合与陈翰章部

队交战的情况：陈翰章部约30人于25

日晨从蛟河县新塔拉站（官地东北方约

23公里）部落旧址向西南行进，对其实

施追踪的伪满军部队于当日16时30分

追上其队尾，伪石殿部队与从北部向前

攻击的伪石上警察队以及几乎同一时

间实施轰炸的警察飞行队白地机联合，

于17时30分开始交战，约40分钟后陈

翰章部队撤退。

野副“讨伐队”司令部在《“讨伐”旬

报（第三十二号）》中详细记录了1940

年8月中旬陈翰章部队的活动及交战

情况：陈翰章部队约150人一边巧妙躲

避“讨伐队”的锐锋，一边在蛟河东北地

区潜伏，想方设法收集粮草。8月 10

日，陈翰章部队与伪石上警察队交战，

11日、12日陈翰章部队出现在北双庙

子（额穆索西方约14公里）附近威虎河

右岸，与敌激战约4小时后向南撤退；

12日凌晨2点半出现在南双庙子附近，

与伪警察队交战3小时后向西撤退；14

日12点出现在西新立屯南约7公里的

602高地，与敌交战40分钟后向南撤

退；14日23点从三岔口（额穆索南方约

10公里）桥梁西方对敌发动攻击，交战

1小时30分钟后，部分人员向东北方撤

退，主力向南撤退；8月16日凌晨1点，

陈翰章部部分人员横穿京图线黄泥河

东方铁路南下，遭伪满军野清部队追

击；17日凌晨0点30分，陈翰章部在秋

梨沟西南方约4公里沼泽地露营时遭

到伪满军偷袭，交战30分钟后向西南

撤退；18日9点30分在蛟河县大甸子

西方4公里506高地吃饭时遭到突袭，

交战1小时后分散向南部密林地带撤

退；19日10点30分在磐石顶子（板庙

子）西方2公里处休息时遭遇伪石上警

察队，交战30分钟后向西北撤退。

从上述频繁的交战情况可以看出

陈翰章部灵活的游击作战术。敌人在

档案中这样评价他“特别是吉林省敦化

县活动的抗联第一路军陈翰章等部队，

常常精心策划，运用巧妙的游击战法，

连续偷袭我方讨伐队，且每次都能扩充

其装备，其势力不可轻视。”

档案集中体现了陈翰章为中华民

族独立与尊严而战视死如归的英雄气

概。此次公布的档案显示，陈翰章部于

1940年 8月便“已陷入严重的粮食危

机，靠获取马铃薯及其他农作物勉强果

腹”，尤其是在其牺牲前一个月，面对天

寒地冻、缺衣少食的困境仍坚持战斗，

毫不退缩，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档案记载，1940年11月，陈翰章部

队约50人分散活动在蛟河县、镜泊湖

一带，9日在老松岭发生战斗，13日在

京图线与首泽“特搜班”、伪沙河掌森林

警察队交战，20日在苇河县旗杵顶子

地区与日军绪方“讨伐队”、吉森警察中

队交战，27日在宁安县金坑南方648高

地附近与姬野准尉率领的部队交战。

在此期间，部队的粮食物资不断遭到敌

方破坏。

此外，敌人为弄清陈翰章的下落，

又发布“野讨秋作命”第十三号命令，配

属一架侦察飞机搜寻陈翰章部队的行

踪。陈翰章部队完全陷入了“内无粮

草、外无救兵、敌人紧逼”的困境中，随

时都有被俘和牺牲的可能。但他没有

退缩，没有屈服，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

驰骋在林海雪原对敌战斗，直至牺牲。

伪铁道警务总队总监部警备科《铁道沿

线治安周报（第48号）》记载了陈翰章

牺牲的情况，“12月8日13时20分，在

图佳线鹿道站西南方25公里的小湾

沟，唐润东警察‘讨伐队’发现陈翰章部

十五六人，遂与之交战，射杀敌首陈翰

章及其他4人，逮捕5人，虏获轻机枪1

挺、步枪1支、手枪6支、弹药114发及

其他杂物若干。根据逮捕人员的供述

及日军‘讨伐队’的验证，可以确定被射

杀的尸体中包括敌首陈翰章。”

陈翰章烈士为中华民族独立与尊

严而战，为东北人民摆脱“亡国奴”的命

运而战，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战，

将自己宝贵的青春年华毫无保留地献

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中国人民抗

战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一股英雄气 感召后来人
本报记者 李梦溪

简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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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纪洋)近日，由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主办，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承办的“讲好中国

故事，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图

书”版权输出签约仪式，在第二十九届北京国际图书

博览会上举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系列，从不同角度和维度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上下五

千年，包括四大名著、四大发明、名画鉴赏、饮食服饰、

传统文化、传统节日、森林草原、山川河流、风景名胜

等各个方面，截至目前，已累计出版三百余个品种，是

为全世界孩子打造的优质中国传统文化绘本。

据了解，这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图书，是以

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

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

化，是献给世界孩子们的关于“最美中国”的礼物。此

次签约活动以“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为主题，聚焦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存保护、传

承弘扬以及推介普及具有积极意义。

献给世界孩子们的礼物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讯（黄丽丽 李继海）最近，国网通化供电公司党委采取“三突出”举措，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突出“深学细悟”。通过党委会“第一议题”、党委理论中心组、专题读书班、

支部“三会一课”等形式，多层次、全覆盖开展干部职工学习，撰写心得体会，准确

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科学内涵、实践要求。

突出“宣传宣讲”。各级领导班子成员深入党建联系点宣讲党的二十大精

神，讲清楚党的二十大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新战略。通过“国网高培云课堂”等

平台，组织干部职工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公开班”课程的学习。开展党的二十

大精神线上知识竞答活动，以考促学。

突出“知行合一”。坚持旗帜领航，依托“党建+”工程、党支部联创、党员责任

区、示范岗等载体，推动重点工程项目高效完成。持续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解决职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营造浓厚书香氛围
本报讯（赵泽宇）近日，抚松林区基层法院开展“书香法院，争做有为青年”

主题活动。

活动中，他们联合松江河镇红旗社区开展党建共建、重温入党誓词、“听听老党

员讲故事”活动，分享读书感悟，激发思想活力。还邀请到松江河镇书法协会的老师

们为法院青年们讲授书法知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艺术，营造浓厚的书香笔墨氛围。

舞台剧《陈翰章》演出现场。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陈翰章烈士

陈翰章战斗档案

今年是陈翰章烈士诞辰110周年，省档案馆在6月14日

他诞辰这天，公布了陈翰章烈士的相关战斗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