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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魂英雄史诗———记杨靖宇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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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烈士牺牲70周年。北国的隆冬，滴水成冰，寒气逼人。笔者怀着崇敬

的心情，踏着晶莹剔透的皑皑白雪，拜谒坐落在吉林省通化市浑江东岸靖宇山上的杨靖宇烈士陵园暨东北抗日

联军纪念馆。 

        杨靖宇烈士陵园始建于1954年，占地面积2万平方米，1958年正式对外开放。陵园由5座民族式建筑组

成，正面为灵堂和墓室，陵墓内的白丁香民族式棺柩中安葬着杨靖宇烈士的遗首遗骨。两侧的4个偏殿是杨靖

宇烈士生平业绩展厅。展厅里是杨靖宇烈士青少年时期的遗物和他在抗日战争艰苦岁月的一些用品及战利品等

有关文物、文献、照片共280余件。陵园中央矗立着杨靖宇烈士的戎装铜像，花岗岩基座正面镌刻着彭真同志

苍劲有力的手书：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整个陵园掩映在苍松翠柏丛中，显得格外庄严肃穆。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字骥生，1905年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他

便投身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春被党中央派往东北，任中共抚顺特支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

南满游击队政委。“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了整个东北，扶持满清最后一位退位皇帝溥仪建立了伪“满洲

国”。杨靖宇奋身投入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历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师长兼政委、东北人民革命

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1934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执行委

员；1937年被中共中央政治局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委员。 

        杨靖宇将军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杰出代表，是东北抗日联军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斗争中，

在白山松水数千里的抗日战场上，在日本侵略者的大后方，他所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转战于深山密

林，爬冰卧雪，风餐露宿，不屈不挠，英勇作战，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牵制了数十万日伪正规

军不能入关，极大地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有力地配合与支援了全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1938年9月，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全会专门给杨靖宇和东北抗日联军发来了致敬电。 

        在极其艰苦、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杨靖宇率领抗联部队经常运用半路伏击、远途奔袭、调虎离山、声东

击西、化装袭击等战术，打得敌人闻风丧胆、心惊肉跳，哀叹地称杨靖宇是“满州国治安之癌”。于是采取军

事上重兵围剿，经济上严密封锁，政治上大肆推行兼并村屯、建立集团部落的政策。据日伪资料统计，自

1933年至1938年，全东北强行建立集团部落12565个，基本上割断了抗联与群众的联系，使抗联处于缺粮、

少衣、断药的艰难困境。但是，杨靖宇仍然带领抗联勇士们英勇顽强地和敌人周旋、拼杀到底。 

1940年2月23日，战斗到只身一人的杨靖宇在蒙江县（今白山市靖宇县）保安村三道崴日伪军包围。敌人想活

捉杨靖宇，于是停止射击，向他喊话，劝其投降并许以高官厚禄。但是，回答敌人的只有杨靖宇用所的仇恨和

最后的力气射向敌人的子弹，并趁敌人喊话的空当儿烧毁了身上的所有文件。日寇指挥官大板只得命令所有的

轻重武器一起射向杨靖宇隐身的一颗大树下，杨靖宇视死如归，沉着应战，激战20分钟，杨靖宇左腕中弹，手

枪掉在地上，他仍顽强地用右手向敌人还击。突然，一颗罪恶的子弹射中他的胸部，他身子一晃，紧接着身上

又连中数弹，他高大魁伟的身躯轰然一声倒下了，壮烈殉国，时年35岁。 

        杨靖宇牺牲后，惨无人道的日寇割下他的头颅，并剖腹检验想看一看是什么支撑着杨靖宇在深山老林里

顽强坚持了那么久。可是，敌人在杨靖宇的胃里只发现了未消化的草根、树皮和棉絮。在场的敌人无不为杨靖

宇的坚强意志和威武不屈的民族浩气而震慑。为永远纪念杨靖宇将军，1946年2月14日，蒙江县改名为靖宇



 

 

县。1954年，杨靖宇烈士陵园破土动工，1957年9月竣工。1958年2月23日，在杨靖宇将军殉国18周年纪念

日，党和国家在通化举行了隆重的杨靖宇将军公祭安葬大会。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

周恩来、金日成等敬献了花圈。朱德题了词：“人民英雄杨靖宇同志永垂不朽！”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杨

尚昆、彭真、洪学智、钱伟长、彭冲等先后拜谒了烈士陵园。郭沫若曾为杨靖宇将军题诗：“头颅可断腹可

剖，烈忾难消志不磨，碧血青蒿两千古，于今赤旗满山河。” 

        杨靖宇将军烈士陵园是国务院批准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烈士建筑保护单位、全国首批中小学生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4年，经中共中央批准，投资4000万元对烈士陵园进行了大规模的

维修改造和扩建，占地18万平方米，在保护陵园原有风貌不变的基础上，新建了“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建

筑面积3800平方米，为半地下护坡式建筑，与陵园浑然一体。馆内展出了屈辱篇·民族苦难；义勇篇·还我

河山；众志篇·烽火东北等六个部分，形象地展示了东北抗联的英雄业绩。2006年又新安装了一 

套国内最先进的三层影像系统，主要展现了杨靖宇将军英勇战斗的最后8天，情景交融，令人震撼，增强了对

参谒群众的教育意义。纪念馆内以2000余件实物、图片、图表、资料、模型、幻影成像、景观形式的陈列艺

术和设计特点，运用声、光、电等现代化手段，充分展示了东北抗联为争取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战斗历程和英勇

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在东北艰苦卓绝的抗日战场上，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里有女

中豪杰赵一曼、宁死不屈的“八女投江”，还有抗日名将魏拯民、陈翰章、赵尚志、王德泰、王凤阁等等，一

件件实物、一幅幅照片……生动地展现了抗日英烈们英勇顽强、誓死不当亡国奴的英雄气概和奋勇杀敌的不朽

图卷，留给后人的是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东北抗日联军在长达14年的抗日斗争中，不仅遭到日寇的讨伐围剿、伪政权政治经济的残酷虐杀，还要面对极

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命耐力极限的挑战。他们艰苦悲壮的战斗历程，为中外战争史所罕见。有34名军级

干部、50名师级干部、43名团级干部和成千上万的抗联勇士为国捐躯。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一段血与火的历

史，永远记住杨靖宇将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的英烈们！记住他们就会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记住他

们就会从心底里迸发出振兴中华的巨大力量。 

        走出杨靖宇烈士陵园暨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笔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们中华民族是苦难的民族，是

不屈的民族，是正在崛起、走向伟大复兴的民族，我们决不能辜负先烈们的期望，一定要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

设得更加繁荣富强。今天，杨靖宇烈士陵园和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已成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国家

4A级旅游景区。改革开 

放以来共接待了各界参谒群众500余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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