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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合军，创造出
联合军的第一路军。乒乓的冲锋杀敌
缴械声，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证……”
80多年前，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
司令杨靖宇创作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
路军军歌》振奋了军威士气，在抗联将
士中广泛传唱，成为鼓舞东北军民英勇
抗争的精神号角。

岁月如流，山河依旧。如今，行走
在白山黑水、松辽大地，莽莽青山巍然

屹立。在抗日根据地遗址、抗战纪念
地、抗日英烈墓碑前，一拨又一拨来到
这里重温红色历史、缅怀革命先烈的人
们，高声唱着这穿越时空的旋律，让东
北抗联精神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激荡回
响。

爬冰卧雪、浴血奋战，缺衣少食、挨
冻受饿……在孤悬敌后的14年里，抗
联将士面对挑战人类极限的恶劣生存
条件和残酷斗争环境，在深山野林、冰

天雪地里与数十万敌人殊死搏斗，涌现
出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一大批民
族英雄。

他们以铮铮铁骨御强敌，用血肉之
躯筑长城，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他们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谱写
了一曲曲壮丽的英雄赞歌，铸就了“忠
诚于党的坚定信念，勇赴国难的民族大
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的东北抗联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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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见到刘信君，他总是脚步匆忙。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80周年，作为吉林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信君的日程表里，各
项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

东北抗联精神是伟大抗战精神的重要体现，它植根于东北这片红色土地，
历久弥新、历久弥珍，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打造东北抗联历史与精神研究、
弘扬、传承新格局，传承弘扬好东北抗联精神，深入挖掘东北抗联精神蕴含的
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为东北全面振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这是刘信君的重要
课题。

“首先就是要打造东北抗联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系统开展东北抗联历史与
精神研究。”刘信君告诉记者，吉林大学已先后成立了吉林大学东北抗联研究中
心、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在我省聚集了一支学术
基础扎实、人才优势突出、研究方向明确的专家学者队伍，围绕东北抗战、东北
抗联历史与文化开展研究。“我们还陆续聘请了东北三省一区乃至全国从事相关
研究的专家 60 人，为打造东北抗联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奠定了高质量的研究队
伍基础。”

东北抗联文物数量众多、形态多样、分布广泛，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儿女
奋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光辉历史，是新时代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的重要载体，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做好东北抗联文物研究、保护与传承工作，意义
重大。“要在‘协同’上下功夫，打造东北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高端智库。”刘信君认为，
建立东北三省一区跨地区、跨部门、跨校馆的智库协同机制，有利于发挥吉林、辽宁、
黑龙江、内蒙古各自优势，实现强强联合。目前，吉林大学·吉林省博物院国家革命
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已经与东北烈士纪念馆、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呼伦贝尔东北抗
联纪念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伪满皇宫博物院、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
馆等签订了合作协议。“未来两年，我们计划启动实施《东北抗联遗址遗迹实地调查
与研究》项目，联合东北三省一区的博物馆、陈列馆及专家学者，以切实行动为相关
部门做好东北抗联文物保护与传承工作建言献策。”

红色文化资源是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动教材。刘信君表示，要利用好已经建立合
作的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打造具有示范性和引领性的“红色课堂”“大思政课”，
激励青年一代赓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我们将灵活采取‘红色展览展示’‘红
色故事宣讲’、重走抗联路等多元化的形式，推进革命文物与高校思政工作深度结
合。”

人才培养，国之大计。刘信君认为，要打造东北抗联红色资源开发利用人才培
养高地，强化人才支撑作用。“吉林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将设置‘革命文
物保护与利用’专业，培养在职文博、文旅方面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为革命文物保护
利用研究锻造理论功底扎实、实践能力突出的人才队伍。”

随着抗日战争研究向更深更广拓展，推动中国抗日战争史系统化、国际化研究，
已经非常紧迫和必要。刘信君表示，要搭建国内外学术交流平台，从国际视野下研
究阐释中国东北抗联研究的重要意义。

打造东北抗联历史与精神
研 究 弘 扬 传 承 新 格 局
——专访吉林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信君

本报记者 李娜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制造九一八事

变，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九一八事变，既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

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中国人

民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世界

和平正义而战。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二级巡

视员潘敬国说，面对民族危亡、山河破碎，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大

旗。“东北抗联的斗争史，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国家独立、

民族解放而进行的艰苦卓绝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了党的领导，暗夜里便有了灯塔。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纷

纷组织义勇军等各种形式的抗日队伍。中国共产党在抗日义勇军中积

极开展工作，并组织起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

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魏拯民……每一个响亮名字的背后，都有

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两次西征、奇袭老岭隧道、诱歼伪军索旅、巧

夺辉南城、破袭通辑路、攻打大蒲柴河、大战寒葱岭……每一场血战背

后，都激扬着一曲荡气回肠的战斗之歌。

为信仰而生，为使命而战。十四载顽强抗争，东北抗联以血肉之躯

挫敌锋芒，用铮铮铁骨撑起民族脊梁，淬炼出永耀人间的东北抗联精神。

山河淬火：
危难之中擎起抗战旗帜

东北抗联是我们党领导下最早与

日寇作战、坚持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

牺牲最惨烈的抗日武装。

几个“最”字概括出了东北抗联将

士们在极端艰险、几乎看不到胜利希望

的条件下，依然坚守信念、浴血奋战的

真实写照。

一方面，日伪当局大规模建立“集

团部落”，制造“无人区”，妄图切断东北

抗联与民众之间的密切联系，使东北抗

联陷入孤立无援、艰难困苦的境地。另

一方面，自然条件极其恶劣，使得东北

抗联将士夏季备受“湿衣溃足气喘难，

蚊叮虫咬痕斑斑”之苦，冬季又饱尝“火

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之楚。

“即便如此，广大东北抗联指战员

仍然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坚忍不拔战胜

恶劣环境，视死如归血战到底，以鲜血

践行初心使命，以生命铸就信仰丰碑，

为中国人民抗战注入了强大动力。”吉

林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信

君说。

“红枪白马”女英雄赵一曼，在狱

中遭受几十种酷刑，仍然坚贞不屈；陈

翰章即使被敌人剜掉双眼，仍宁死不

降，直到壮烈牺牲；以冷云为首的八名

女战士，在背水作战至弹尽的情况下，

面对日伪军逼降誓死不屈，挽臂投江、

壮烈殉国……白山黑水间，东北抗联

将士用行动展现了血战到底的英雄气

概，用最炽热的鲜血书写了最壮丽的

爱国史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

次亲临吉林，每一次都讲到东北抗联。

“抗日战争时期，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

杨靖宇将军领导抗日武装冒着零下

40℃的严寒，同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

战，牺牲时胃里全是枯草、树皮、棉絮，

没有一粒粮食，其事迹震撼人心。”

“大力弘扬东北抗联精神。”总书记

的嘱托，言犹在耳。

“东北抗联精神是伟大抗战精神的

重要体现，它植根于东北这片红色土

地，历久弥新、历久弥珍，是我们最宝贵

的精神财富。我们要继续传承弘扬东

北抗联精神，深入挖掘蕴含其中的丰富

内涵和时代价值，为东北全面振兴提供

强大精神动力。”在7月15日举办的“深

化东北抗联历史研究 讲好东北抗联历

史故事”座谈会上，吉林省委书记黄强

的话语，句句铿锵，字字有力。

精神锻砺：
艰苦卓绝孕育红色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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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磐石市区出发，一路向西约20

公里，记者一行来到红石砬子抗日根据

地遗址，踏着当年东北抗联将士的足

迹，穿行在深山密林间，重温那段用鲜

血与信仰铸就的峥嵘岁月。

这里是东北抗日联军诞生与成长

的摇篮，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创

建的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

红石砬子山二趟沟里，一只斑驳的

石臼横卧林间，些许青苔爬上一侧石

面，诉说着它所经历的漫长岁月。旁边

不时有游人停下脚步，久久驻足。

“这是当年抗联将士们加工粮食的

重要工具，战士们就靠这石臼一点点磨

碎玉米，有时连玉米都少得可怜，只能

磨些野菜根，拌着雪水吃下去。”据红石

砬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队执行领队

李宁宁介绍，红石砬子遗址内的遗迹主

要有火炕房址、地窨子、平台、台地四

类。除各式武器外，遗址内还出土有生

活用的陶瓷器，蹄铁、犁铧、锄头等生产

用具，是一处集战斗与生产生活一体化

的根据地。

吉林省建筑历史与建筑遗产保护

学会秘书长杨宇表示，东北抗联遗迹是

中国抗战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历史文化

遗产。“对其进行保护和利用，不仅是为

了教育公众和为大众提供红色旅游路

线，更是为了弘扬传承我们坚不可摧的

民族精神，是保护和利用弥足珍贵的文

化遗产永续性工程，值得全世界重视和

关注。”

硝烟已逝，精神永存。在这片浸染

着先烈热血的土地上，人民以最深的敬

意缅怀英雄，以最坚定的信念传承薪火。

“通化市杨靖宇烈士陵园将多元化

创新宣传形式，开展弘扬东北抗联精神

活动常态化。”

“磐石市计划继续发挥纪念馆和红

石砬子遗址的教育功能，打造红石砬子

遗址公园，打造抗联文化产业园区，加

强与其他革命圣地的交流合作，持续增

强东北抗联文化品牌影响力。”

“吉林省档案馆将通过加强东北抗

联档案的持续挖掘、加强对抗联人物档

案的挖掘研究等方式，守护红色根脉、

解码精神密码、赓续革命薪火。”

……

站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历史新起

点上，吉林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要把抗联的历史发掘好、研究好、宣

传好”重要指示，永远铭记伟大东北抗

联精神，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

压倒的决心和勇气，迎难而上、攻坚克

难，奋力推动东北重振雄风、再创佳绩，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代代相传：
以东北抗联精神赋能民族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