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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 12 月，冯仲云奉
命参加在苏联伯力召开的东
北党组织和抗联各路军干部
会议。会后，冯仲云被吸收
参加在苏联整训的东北抗日
联军北野营的领导工作，冯

仲云任政治部情报科长，实际是搞宣传教育。参
训人员来自苏联、中国、朝鲜，着重培养抗日游击
队的军政领导干部，故而又称国际旅或 88 旅。
朝鲜的金日成也参加了这次整训。在这里冯仲
云和金日成经常在一起聊天交谈，结下了深厚的
友谊。金日成喜欢听他讲政治课，欣赏他知识渊
博，富有才华。冯仲云去世后，金日成及其朝鲜
的战友都十分怀念他。

1992 年 4 月，冯仲云的夫人薛雯参加金日
成主席 80 寿辰庆典。金日成主席接见并宴请
薛雯一家。金日成主席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说：

“虽然我第一次见到你，你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一
样，在艰苦的抗日斗争中，仲云同志经常提到
你。”在宴请时金主席用很多时间谈论了他与仲
云的战斗友谊。特别谈到冯仲云对薛雯和儿女
的思念，他开玩笑地说：“当时队伍里有好多女
孩子，都想给他介绍一个，但他都拒绝了。他总
说：‘我有个美丽的妻子，可爱的女儿，等到抗日
胜利后，我们一定会团聚的。’后来听说你们离
散12年后团聚了，我特别高兴。”金日成主席伸
出了大拇指说：“仲云同志是好样的，是具有高
尚情操的好同志。”

金日成喜欢听他讲政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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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冯仲云自国立清华大学毕业照

从书生到武将
一位清华园走出的抗日将军

冯仲云，江苏武进人，1908年生，东北抗日联军著
名将领。1926年考入清华学校大学部数学系，1927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选为清华大学支部书记。
1930年5月被捕入狱，10月逃出后，到哈尔滨开展革命
活动。先后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中共北满临时
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政委等职。冯仲云长
期领导东北军民的抗日斗争，从1931年到1945年的长
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牵制了侵华日军的大量有生力
量，留下了许多英勇的抗日故事。

▋据《北京日报》

1930 年 10 月冯仲云出狱以后，
由 于 身 份 暴 露 ，无 法 再 在 北 京 呆 下
去。经清华大学的教授介绍，他到哈
尔滨商船学校任教，从此他开始了哈
尔滨的地下党生活。1931 年“九一八

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在沈阳的满洲省委机关遭到严
重破坏，许多领导人被捕。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
委员、中央驻东北代表兼省委书记的罗登贤，被迫转移
到哈尔滨领导抗日救亡斗争。他在冯仲云家中紧急召
集北满党的领导人开会，研究新形势下如何开展工
作。冯仲云受命担任满洲省委少数民族委员会书记、
全满“反日会”党团书记、省委秘书长，妻子薛雯任省委
交通员，侄子冯铉任省委联络员。

当时，省委面临严重困难：一是“九一八事变”后，中
央苏区正遭受敌人残酷“围剿”，东北党组织与党中央已
失去正常联系；二是党的活动经费业已断绝，省委需要自
筹资金。幸好冯仲云是教授，又兼任附近中学数学课教
师，月收入260多块银元。他们夫妇拿出180元交党费，
同时利用各种关系筹措活动资金。

冯仲云的家在市区南岗一栋僻静的俄罗斯别墅
里。当时，满洲省委下辖哈尔滨市委、磐石、珠河、汤
原、宁安等中心县委，双方都是通过秘密交通员传递文
件、沟通情况。省委文件和宣传品，均由他组织秘书处
印刷、分发，妻子薛雯负责机密文件保管和秘密交通接
头。她不断在省委宣传部、组织部、印刷机关之间往来
联络。省委秘书长冯仲云以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为掩
护在这里安家。省委的全部重要文件都保存在客厅的
大沙发靠背里。冯仲云的家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
东北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总指挥部”和省委的“文件
库”。在这里冯仲云夫妇曾多次躲过敌人的检查。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
阶段后，东北抗日游击战
争进入极端困难时期，由
于日军实行大规模疯狂
的军事“讨伐”和严密的
经济封锁，使抗日联军的

活动地区日益缩小，部队大部被迫转移到深
山密林，利用青纱帐和深山老林开展游击战，
发动群众对抗日本关东军的“三光”政策。

有一次，在鹤岗煤矿附近集镇活动，日
本关东军正张贴布告通缉他，调动部队四处
搜捕，悬赏一万元要他的人头。地下党向他
通报情况，他镇静表示：“不用怕，敌人有千
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他有千军万马，我
有地下长城。”第二天凌晨，他和战友们趁着
朦胧雾气钻出铁丝网，胜利脱离包围圈。当
时，敌强我弱，反讨伐战斗十分残酷，东北抗
联原有三万多人，现在只剩下一千人左右。
一些团、师、军长相继牺牲，血染疆场。敌人
曾经押着战俘辨认哪个遗体是冯仲云。战
士为了迷惑敌人，随意指一人说是冯仲云。
敌人信以为真，将人头割下悬挂牌楼上炫耀
战绩。

其实，当时冯仲云正在森林里参加省委
会议。会议选举他和金策、李兆麟三人组成
新的常委会，确定金策任省委书记，他任宣传
部长，李兆麟任组织部长。那是东北抗联部
队最为艰苦卓绝、充满悲壮的岁月。敌人重
兵讨伐，强迫群众并屯居住，切断抗日部队的
联系。我军伤亡惨重，粮草弹药断绝，到处冰
天雪地，大家以树叶作铺，围着篝火睡眠，常
常挖树皮草根、猎杀野兽充饥。部队化整为
零，分散作战，在漫漫森林里辗转穿行。冯仲
云与李兆麟等战友偶尔相遇，第一句话往往
是“你还活着呢！”

1939 年，“九一八事变”纪念日那天深夜，

为了打通与党中央的联系，他和战友高禹民
等越过边境进入苏联境内，寻求与共产国际
中共代表团沟通情况。在异国他乡，他四天
内奋笔疾书，挥泪写了三万多字悲情报告：

“ 亲 爱 的 中 共 中 央 负 责 同 志 ：从 1935 年 5
月～1939 年 5 月，整整四个年头了……北满
党完全处在四外隔绝的状态，得不到任何直
接的援助，没有得到上级组织的领导……但
是值得中国人民嘉许和中国共产党足以自豪
的，是我们在敌寇空前严重压迫之下，在巨艰
万难的环境中，本着共产党员的真正革命精
神，前仆后继，不怕牺牲，不怕流血地前进！
一息尚存，誓死抗战，使我大中华民族史上呈
现灿烂的光辉！”

他直言不讳提出：“中央三四年来与东北
党，尤其是北满党没有联系，使党内各种问题
不能及时在政治上、组织上得到解决，使工作
受到无限损失。这是错误的，我们认为中央
某些同志应该负有责任。”他希望见到中央同
志当面汇报，批准由苏联远东党部发起召集
吉东、北满党领导人开联席会议，研究建立统
一指挥和调整党的领导机关等问题。

一个月后，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海来看望
他们，冯仲云再次提出上述要求，对方说正在
请示中，他又要求给延安党中央发电报联系，
马海将电文带走，以后杳无音信，始终未见到
中央领导人。冯仲云焦急万分，直到 1940 年
1 月，他才和先后来苏联的周保中、赵尚志见
面，共同商定在苏联伯力召开中共北满、吉东
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会上冯仲云被选为三路
军政委。

不久，他们返回中国境内，向抗联部队传
达伯力会议精神，继续在林海雪原深处浴血
奋战。为了保存实力，积蓄干部，东北党组织
决定将抗联一部分部队转移到苏联境内继续
整训，冯仲云由此开始进入新的人生历程。

东北抗联的卓越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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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支我党创建最早、坚持抗日时间最长、条
件最为艰苦的抗日军队。在中华民族的危急时刻，在
极端艰难困苦的岁月里，这支武装力量独立坚持游击
战争 14 年，牵制了数十万日伪军。杨靖宇、赵一曼、
赵尚志等英雄人物的事迹至今为人传颂。这支队伍
就是东北抗日联军，又被称为东北抗联。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军陆续侵占东北三省，
为抵抗外侮，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东北反日游击队
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成东北

抗日联军。抗联从产生之初便孤悬敌后，在 5000 多
个殊死搏斗的日日夜夜，在敌强我弱、环境极端恶劣
的条件下，浴血奋战、周旋苦斗。在冬季零下三四十
摄氏度的极度严寒中作战，抗联官兵竟仅穿着有窟窿
的单衣；在雪地里宿营、行军，有的官兵脚趾竟被冻
掉；没有粮食，树皮、草根竟成为官兵的果腹之物。

惨烈的作战，使抗联部队从最多时3万多人锐减
到最少时不足 2000 人。各级指挥员身先士卒，冲锋
在前，军以上领导干部牺牲 40 多位，师级干部牺牲

100多位。但官兵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高
举抗日旗帜，团结东北各族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大无
畏革命精神，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着殊死斗争。据统
计，东北抗联14年共出击20多万次。

中共中央对东北抗联的艰苦斗争给予了很高的
评价。1938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
会给东北同胞的电文中称赞东北抗日军队是“在冰天
雪地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苦奋斗之模范”。

▋据《光明日报》

东北抗联：“不怕困苦艰苦奋斗之模范”

A
教授之家成了省委活动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