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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918后的东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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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918事变以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大陆的传统做法是以国府表面上的暂时的不抵抗，来完全否定国府所做的一

些抗日努力。但现在以中国和日本朝鲜的档案来看，当时中央不仅曾以自身的实际力量逐步细致的进行抗日活动，还直

接以资金和武器资助过东北的抵抗力量。 

第一，国民政府表面上的主要态度是不抵抗，这是当时情况之下军事上外交上的一种策略，这是能够看得到

的一面。国民政府认为以当时中国的力量是无法对抗日本的，并且蒋早年曾去东北考察过，认为东北的各种关系复杂，

不能草率处理。得出了“东北是国民革命的终点”的结论。这种观点对蒋影响很深，直到后来的《敌乎？友乎？》和其

在军队内部一些的讲话仍可看到这种思想。于是蒋和中央认为一边安内一边依靠国际联盟处理东北是当时情况之下最有

效的办法。不过这不是国府所做得一切，暗地里中央却正准备抗日得具体方针。以下要具体说明国府如何准备具体的抗

日方针，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央抗日政策与东北义勇军的某种联系。 

918事变后一周（9月25日），蒋介石发了一份行政院密令字第4852号《各级党部指导反日救国行动工作纲要》

（1），该文上具体命令友救国行动方面的指导，调查，宣传，通讯四个部分。 

该文的指导方针谓：“各级党部应指导当地原有之民众团体组织反日救国会”，“应斟酌当地情形拟订实际行运计

划商承当地高级党部之准许后努力实行”。虽然各级党部委员及全体工作人员应一致参加反日行动工作，然而在“各地

反日救国会活动时对日本商店及日人不能捣毁殴击”。这是因为对于日本人的商店及跟日本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问题

上，尽量避免冲突而不要引起新的问题或在这些问题上不要给予日本人把事情扩大的口实。在如上的指导方针下，“各

级党部及各地反日救国会与各民众团体应组织宣传队轮流分发演讲及散发宣传品，其宣传大纲或要点由当地高级党部密

令颁发之”。加上“各地宣传队应编制剧本，组织新剧团及化装演讲队，描写日本在华暴行，以换取人民之注意”。这

是非常具体的命令，它指导人们如何组织抗日队伍，而且如何运作其组织，又用何种方式去宣传抗日而引起人民的注

意。 

虽然以作者手中掌握的资料不能完全保证这份密令通知到全国所有党部，也不能断定所有党部工作人员都确实执行

了此命令。不过从这份密令可以推测，918事变以后的蒋中正和国府不是完全采取不抵抗态度，而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自

己的军事力量，在逐步推行其抗日意志。我们看到行政院命令中不仅有抗日活动以及抗日团体指导的问题，而且还具体

谈到如何调查“日本人的行动”以及“特务工作”方面的事情。命令中说，不但“各级党部及各地反日会应严密组织日

本在华工厂洋行公司各地领馆及其他机关服务之中国员工侦察”，而且“日人一切行动及其诡谋随时密报”。担任调查

工作者还要“于各种集会时负纠察责任并严缉奸细”。如上所述，调查工作不仅仅限于日本人与日本的特务工作上，而

且在日本人的机构里工作的中国人也成了被调查对象。这意味着他们的调查工作做的更严密更彻底。 

为了更圆满地处理与扩大抗日救国活动的影响，“各地党部及反日救国会应特设一通讯组负责通讯之责”。“各地

通讯组应负责将该地工作情形随时报告上级党部”，“将各地反日消息汇报新闻发表，唤起民众之注意”。因此各地国

民党党务工作委员会，扮演了国民政府与一般民众地抗日活动的中介者或联络点的角色。 

综上所述，从这份行政院的密令可以看出，918事变以后的国民政府不能说是完全不抵抗的，在内部工作中还是作了

抗日的准备的。国民政府虽然表面上没有积极带动东北义勇军抗日，但在内部的抗日政策和工作上等方面，对东北义勇

军活动以及鼓吹民众的爱国思想上还是起一定作用的。 



第二，要了解国民政府与义勇军抗日活动的关系，首先要弄清楚国民党在东北的党务工作如何。918事变时国

民党党务办事处在东北的事实说明，在国民政府与义勇军关系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国民党在东

北已有了相当的发展”（2）1925年中国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后以朱霁青为中心积极推动东北党务工作，1927年钱

公来以教会为活动场所鼓吹革命，这时的党务工作因东北当局的高度统治，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东北易帜后，东北的

党务更是蓬勃积极的在发展。但东北党务公开活动时间不到两年，9。18事变后又随军事撤退，1932年东北各省市党务执

行委员会办事处（简称东北党务办事处）成立于北平。 

虽然国民党党务在东北公开工作的时间短暂，不过党务执行委员会1932年到北平之前还在执行工作。因此东北党务办事

处在东北存在的事实于1931年9月2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命令组织抗日活动的事实，肯定又一定的关系。 

东北党务办事处到北平后，奉命集合东北各省特区党部指导委员会为委员，并且指定张学良，梅公任（佛光），周

天放，彭济群等为常务委员，书记及干事，均从事抗日救国活动，并指导东北地下党务工作及义勇军抗日作战。1935年

受日军胁迫停止东北，华北的党务活动，东北党务办事处迁至南京，但并没有停止东北的党务工作，另由中央指派专员

到东北现地从事党务工作。当时的党务机关甚多，“有辽，吉，黑，热各省党部，铁路党部，蒙旗党部，东北协会，三

民主义青年团，救国会，调查室和交通站”（3）等单位。 

1937年国民党中央改组东北党务办事处，划分辽，吉，黑，哈为七区，每区指派委员一人，干事二人，联络员若干

员，各委员到现地指导工作。1939年为了加强东北的党务工作，运用双线领导制。于正式的省党部干部外，配上特别党

部“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如某一系统遭受破坏或打击，另一系统仍可继续展开活动。1940年在东北共设立“县党部

150处，吸收忠贞党员2253人”（4），1944年仅在“辽宁省有62支部”（5）。东北各省县市党部，特别党部都是地方正

式党部，均受中央东北党务办事处之指导和节制。在东北的党务工作以反满抗日为目标，活动项目主要是结合当地的爱

国青年，发展组织就地抗日，伸张民族大义，以保民族生机。工作阶段划分为秘密，半公开，公开三各阶段。工作纲目

除一般的组，训，宣，调，民运之外，再加上因应现地需要的文教，军事，爆破，交通，经济建设等五项，共为十个纲

目。将伪满洲国分为12部，作为工作对象的划分（6）。 

如上所述，东北党务办事处的反满抗日活动不断展开，多次发生了可歌可泣的事件。其中有“1936年的安东事件；

1941年12月30日事件；1944年的三省党部事件（重庆派国民党之对日满攻势（7））；1945年的五二三事件为最大”

（8）。在每次事件中都有党人流亡，蒙难以至于殉难，约计有数千人以上。总而言之，从东北易帜到1945年间东北的党

务工作及抗日活动没有间断过，这是由中央政府的命令与中央政府的整个抗日政策配合之下的部分措施。 

第三，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918事变前后，国民政府军总司令蒋中正保持尽量不与日军发生冲突的态度。

这在当时及其后，成为海内外批评蒋不抵抗的主要依据，甚至是西安事变的远因。但是根据日本陆军省调查班的资料，

却有如下不同的文字记载：“1932年汉口会议后，蒋介石与张学良采取积极抗日之对策，整顿原有的义勇军组织。该年

底在南京召开三中全会时，蒋介石给予张学良收复失地的大权，积极予以援助。张学良则考路 在义勇军之指挥统治体系

中，把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组织扩大，将义勇军组织分为10个军团。至于是否支援义勇军的军

费，则由后援会调查后决定。给养方面，则由蒋介石（南京政府），华侨及其他与国民政府有关者掌管。蒋，张两人在

汉口会见后，彼此达成东北失地收复计划，大体如下：一，基于新组织的情况，作战兵力以第一至第十军团及苏炳文军

为主力。二，开始作战时间是在我军完成补给准备之后，日军彻底实行增兵作战之前。三，以齐齐哈尔，哈市，长春，

吉林为主要作战区，其目的在夺回主要都市及街道；为了夺回奉天，奉天以南铁道地带则为次要作战区。四，预备热河

军队，以确保热河省为补给上的根据地。五，以北平及天津为补给上的主要根据地”（9）。除了以上的文字记录外，还

附了一张义勇军组织表。 

在汉口会议中决定的东北失地收复计划是非常具体的，不但讨论了经济援助的来源，而且还谈到了主要和次要的作

战地区以及军团的将领。国民政府讨论抗日的事实不仅在日文资料上，还有中文资料上也能发现。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中

提出的一些内容均围绕着抗日问题来讨论的：“一为政府速集重兵于热河冀北，出兵收复失地。二为以政府力量援助义

勇军。三为以本党与政府的力量指导国民排斥日货。四为断定国联美国无力解决此问题。”（10）。虽然国民政府具体

讨论了这些抗日问题，但怕引起一些新的问题而未公开发表。国民政府与抗日活动政策有关系的事实稍微传出后，就马

上发表“政府负责发言人表示绝对否认16日大会中有此种决议“（11）。这应当理解为中央当时的一种策略而已。 

跟以上内容较类似的另一个资料为，根据从新京来的可靠消息而在满洲日报上登载的内容：”汤玉麟的反满态度与



张学良完全结合，决定在朱庆澜的总指挥下编成义勇军九团“（12），还组织抗日自卫团，其活动费用均由张学良与南

京政府处理。1933年1月开始中央政府每月援助30万，对于其他义勇军每月援助12万左右。”（13）从这些资料可以判断

当时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而且能窥视国民政府通过各种计划收复东北失地的期望。当然若仅仅是抗日计划而不作出积

极的抗日行动，从整个抗日政策来说意义是不一样的，不过有没有这个抗日意志又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了积极的抗日政

策与抗日意志，才能做出积极的行动来。 

第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下还有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北平军事委员会均受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北平军

事委员会的活动有很多种，其中较明显的是“满洲情报组”的活动。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于1934年派遣了“满洲情报

组”（14），这是为了加强搜集满洲情报。派林世昌（吴世昌）为驻满情报员，以新京为根据地活动。4月以后为使对满

谍报网进一步扩大，由军委分会情报组组长陈楚雄又编制政治，国际，军事，地方政情4个组。情报组的人员编制如下

（15）： 

政治组 

组长：张之杰（前冯庸大学校长）  

副组长：刘震华（南京军事学校第八期毕业，保定行营谍报科副主任；东北军旅长刘震东弟弟） 

组员：于子臣（宪兵第三团上士） 

韩桂林（宪兵第三团上士） 

徐景春（军分会政训处调查员） 

祁山风（军分会政训处调查员） 

马少祥（宪兵第三团上士） 

周焕鸣（军分会政训处宣传员） 

柳生春（第25师少尉副官） 

雷厚生（第51军特务连上士） 

魏家旗（军分会政训处情报员） 

栳鸣宝（平津卫戍部高等密探） 

梁道保（军分会政训处计练员） 

赵 镇（宪兵司令部高等密探） 

张鸿礼（军分会政训处情报员） 

贾有发（军分会政训处政治训练员） 

傅兴查（军分会政训处政治训练员） 

国际组 

组长：王玉彬（中俄交涉代表团“莫德会”随员） 

副组长：何秀生（美国留学，分外会事组组员） 



组员：郭能直（华北日报外勤记者） 

汪伯平（冯庸大学学生） 

伊吉天（冯庸大学学生） 

董兰祺（女）（冯庸大学学生） 

丁兆珍（前吉林省立第一中学教员） 

杨乃春（北平实报记者） 

徐秀达（军分会情报员） 

苏桂林（军分会政训处政治训练员） 

李枋枷（中央通讯社记者） 

黄金涛（军分会情报员） 

魏海文（北平老实话记者） 

陈孝雄（军分会情报员） 

王兆悻（军分会政训处政治训练员） 

黄宪文（冯庸大学学生） 

顾毓秀（北平卫戍部外事交际员） 

军事组 

组长：郑天泉（军分会高级参谋团少校参谋） 

副组长：赵烂私（军分会第三组组员） 

组员：越长文（宪兵第三团高等密侦） 

郑春华（军分会情报员，以前赴满工作） 

许泉水（北平公安局侦缉大队） 

刘大成（军分会情报员） 

李少清（军分会政训处谍报员） 

王云（军分会政训处谍报员） 

庞能训（军分会情报员） 

张李和（军分会情报员） 

汤士彬（军分会情报员） 

窦玉山（第百十五密探） 



程兴华（天津卫戍部） 

宋 文（军分会情报员） 

谢原贵（军分会情报员） 

章沽河（第二十五便衣密探） 

苏兴业（天津卫戍部密探） 

地方政情组 

组长：金元会（旧东北讲武学堂第二期学生；东北边防司令部少校参谋） 

副组长：载鸣霞（军分会高级参谋团少校参谋） 

组员：骆春和（平津卫戍部办事员） 

庸盛华（平津卫戍部办事员） 

尹贵增（平津卫戍部办事员） 

李清田（前奉天省党部联络部员） 

徐 骥 

鲁维方（现在东北四省党务办事处科员） 

王治玉（平津卫戍部谍报员） 

曹土城（前吉林省党部训练员） 

叶宝霜（东北党务办事处职员） 

王义德（军分会情报员） 

沈领运（军分会情报员） 

杨浩然（宪兵第三团特别党部科员） 

王廷栋（军分会情报组组员） 

猪义江（军分会训练处） 

房土桂（前奉天省党部组织部员） 

交通：于得水（天津人，30余岁） 

王约翰（北平人，20岁余） 

传员：徐立生（山东人，30岁余） 

赵文元（山东人，30岁余） 

他们的主要活动地区：政治调查组，于新京，奉天，大连各置组员5名，以新京为活动中心；国际调查组，驻哈尔



滨，以该地为工作中心地；军事调查组中心地，于新京，奉天，锦县各置组员5名，以新京为活动中心；地方政情组，配

置于奉天，新京；交通专员，置于大连市西岗子，各组员并不永久驻于指定地点，随时转移，以便隐匿行迹。 

他们为了谨慎活动，到东北的时间都不一样（16），全以伪名工作，且随时变换，两星期变姓一次，每星期变名一

次，其名字由组长预先安排按表变换。情报传送时，一为大连西岗子交通处负责东北至北平间交通联络，在大连市西岗

子机房内设交通处置专任交通员4人，在东北的情报员一切报告先送交通处再转呈北平。二为组置交通员1名，于大连交

通员施行交通通信。报告书之制作法，使用 药液写于纸上，干后，药水文字完全消失如白纸一样，更于行间书写商业通

信字样，故如何检查亦不易发现。该“情报组经费每月8万5千元”（17）。根据《满洲日报》，“在辽西，热河北部活

动的义勇军5万人中分50班，其中16班属于北平绥靖公署。其主力部队在锦州，朝阳方面活动，每月活动费70万，其他部

队分为甲乙丙丁四级，每月4万到7万不等的活动费。”（18）北平军事委员会的具体活动，可以说明国民政府当时的抗

日政策时多种的，全方位的。 

第五，国民政府协助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及东北地区活动的一些抗日组织。国民政府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之间

合作成立的抗日组织为“中韩互助联合会”，这是南京着呢辜负侨务委员会会长陈树人及韩人金九等策谋，以反满抗日

之工作及暗杀日满要人为目的，1933年8月29日于南京组成的（19）。该团体组织在国民政府暗中援助于指导下，“孙科

已经给与了活动费7万元”，全部的“活动资金为120万元”（20）。其活动的基金是，以中国内外侨民之捐款及伤害义

勇军后援会之资金来充当。外交部长宋子文已具长期抗日之决意，但不现于表面。 

中韩互助联合会的活动目的，一为收复东三省及热河之失地并援助朝鲜独立，同时组成暗杀团暗杀日满要人，制造

伪满洲国的治安混乱。二为确立华北及伪满洲国之通讯设备，同时由苏俄购买武器子弹供应北满韩国独立军与中国义勇

军。为了活动的方便以及图谋准确性，在伪满洲国内26各通信处搜集情报。当时“受该会的命令二潜入伪满洲国活动者

已有230名左右，其中朝鲜人82名”（21）。 

其活动组织结构，有管理组，财政组，事务组，宣传组，计划组。各组设组长一，副组长一，谋长三，主任二。成

员表如下（22）： 

会长：陈树人（以前与孙文一起参加中国革命，曾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长及广东生长，现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

委员长） 

副会长：金九（朝鲜人） 

会员：梁寒操（孙科代表，现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及立法院秘书长） 

曾仲鸣（汪精卫代表，现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 

李梦庚（于右任代表，现任监察院监察委员） 

黄仁霖（蒋介石代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现任南京励志社总干事） 

武母忱（杨杰代表，现任陆军学校总编辑） 

黄慕松（何应钦代表，现任参谋本部次长） 

杨德照（陈济棠代表，现任广东省驻京办事处处长） 

张保龄（新加坡华侨代表，现任新加坡中民商会主任） 

伯 仁（朱庆澜代表） 

吴焕章（马占山代表） 

陈赞辉（上海市省会内民众自卫会训练会主任） 



安泰根（朝鲜人，安重根之弟） 

王海公（朝鲜人，现任南京驻华鲜人民会会章及审计部长） 

周志韩（朝鲜人，鲜人第67军司令部王以哲部上校） 

第六，国民政府海指派一些人到东北地区工作，主要目的是捣乱东北地区的治安。国民政府实际上派人去东北

工作的例子非常多，如：1932年6月14日国民党中央党部派了“驱日敢死队”（23）的干部指挥，他们在东北各地从事宣

传；于1934年12月派蓝衣社社员左兆奎（二十五六岁），申炳南（二十八九岁）2人赴满工作。“于北满铁路东部横道河

子一带，利诱该处的‘无赖徒’及小帮‘胡匪’破坏铁路2次”，“于4月23日该2人....赴南京报告工作状况.....后复

将入满工作”（24）。“接受蒋介石意思的蓝衣社员30名，在队长梁佐华指挥下入满，主要企图从事捣乱满洲国治安方

面”（25）。象以上的工作者一样，受国民政府的命令到东北的活动者，不仅试图搅乱东北治安，而且尽量组织东北的

党务工作者从事抗日活动。 

除以上的各种抗日活动外，国民政府蒋介石还批准抗日活动的将领之任命于援助抗日活动将领之活动费用。9。18事

变后国民政府虽没有明令抵抗，但实际上对参加抗日活动的东北义勇军是给予援助的。国民政府蒋介石不仅任命与承认

东北的抗日政府（26），而且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活动，尤其是马占山的抗日活动给予很大的鼓励，甚至发电报奖

勉（27）。电报谓“我方采取自卫手段，甚属正当，各将士奋勇效命，得以摧败顽敌，保全疆土，....，为民族争存”

（28）。“我军连日奋战，为国争光，威名远播，中外钦仰，甚堪嘉慰”（29）。蒋介石还知道马占山部需要军事上的

援助，谓：已急催张副司令派队援助“（30）。蒋介石对东北义勇军之活动是关心的，是细心安排援助的。 

蒋介石与张学良是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张学良在关于抗日援助以及围绕抗日的重要问题上，是需要蒋介石的同意与

支持的，若没有蒋介石的支持与默认，张学良的很多抗日工作就做不到。但不一定所有的情况都向蒋介石报告请示，有

些情况当然石张学良自理的。 

从有些研究与资料中明显看出，张学良对东北义勇军组织有支持与援助（31）。尤其是经费，“大部分的义勇军活

动基金从张学良来的”（32）。但实际上张对东北义勇军的支持与蒋介石的关系是分不开的，应该把这个问题与当时蒋

介石河张学良在政治上的不同利益与实际势力的强弱不同来对待。不能忽略的问题是，蒋介石有明显的双重政策，即一

面在暗地里支持与默认东北义勇军的抗日，另一方面又公开压制要求抗日的群众示威游行。这是蒋认为从当时中国的实

际情况出发的较好办法，希望透过双重政策达到圆满的结果。当然，这也成了部分人攻击蒋卖国与不抵抗的证据。 

蒋介石在东北义勇军之抗日问题上支持过的例子非常多，在此举几个例子来分析。：马占山南下后在河南与张学良

取得联系，张学良向中央政府呈请以马占山任命第十师长....一方取得蒋介石的同意”（33）。一般的情况认为，任命

东北军职务的事完全可由张学良自理，但张在任命自己部下谓抗日重要将领时，还要请求蒋介石的同意，显然这个问题

牵扯到国家安全与整个政策配合的问题，张学良不能自己任意地处理。因此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在东北抗日问题上由非

常紧密的关系，不过蒋介石不愿出面公开讨论抗日的问题，一些事情就由张来处理。 

蒋对东北义勇军在经济上，武器上的援助也非常多：“马占山曾受蒋介石5万元之援助”（34）；“南京政府从抗日

工作费中支付20万元，现已支付了5万发将兵之薪水，士气旺盛”（35）；南京政府令朱庆澜组织义勇军司令部，蒋介石

想透过朱庆澜把东北地义勇军势力统一起来，军费由军政府支付；又“由上海兵工厂援助朱庆澜步兵子弹200万发，手榴

弹3万枚，机关枪48挺，迫击炮20门与炮弹1万枚”（36）。 

一些东北义勇军将领有机会或有目的的到关内时，尽量与国民政府机关东北四省政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

以及在北平的张学良联系，接受他们的指点以及援助。东边道义勇军总司令唐聚五军事受挫后临时住在北平期间，同时

与汉口和南京保持密切联系。1934年唐奉南京政府的命令组织东北的党务指导委员会。唐在北平期间不但召集旧部，而

且还组织了别动队（每月活动费20万元），唐聚五的部下是孙秀岩，王育文，张宗周，李春润等（37）除了唐部以外，

受南京政府支持和援助的还有：东满地区吴义成领导的东北义勇军；东边道地区王凤阁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通化地

区邓铁梅领导的义勇军；北满有双龙，张禹亭领导的东北光复联合军，中国革命军和东北军；吉林地区三江好领导的救

国军；东边道赵同，白君实所率领的东北少年铁血军；在奉天，吉林地区游击的由崔荣山领导的铁血救国军等等

（38）。下面是由当时伪满洲国军政部顾问部编写的材料，由此可见当时义勇军大规模的抗日行动： 



日伪军（以日军为主）征战义勇军主要战役（39） 

作战时间 主要战役名 日伪兵力 抗敌部队及兵力 摘要 

1932年3-6月 反吉林军讨伐战 7000 反吉林军（李杜，丁超）；2万 压迫吉林省北部的反吉林军，确保松花江水

路，回复依兰； 

1932年5-6月 第一次东边道肃清 4000 唐聚五，王凤阁；2万 通化唐聚五与大刀会王凤阁合作； 

1932年4-7月 马占山讨伐战 5000 马占山系；1.6万 马占山进攻海伦； 

1932年5月 李清海讨伐战 6000 马占山第二路军李清海；1万 回复肇东，扶余县； 

1932年6月 冯占海讨伐战 1600 冯占海；1500 于榆树县交战； 

1932年7月 李清海残部讨伐 1500 李清海残部；1500 将兰西县一带只李清海部队击退； 

1932年6-7月 第二次冯占海讨伐战 7000 冯占海，宫长海；.5万 肃清双城，阿成，榆树，五常，舒兰等地； 

1932年8月 蒙部讨伐 2500 胡宝来，黑炮头等；2000 夺回瞻榆县； 

1932年8月 殿臣部来袭战 700 殿臣部；3500 包围双阳县城之殿臣； 

1932年9月 第三次冯占海讨伐战 7000 冯占海，宫长海；1万 包围，攻击吉长地区； 

1932年9-12月 苏炳文讨伐战 4500 苏炳文军；2万 败苏炳文于满洲里，迫其退至苏俄； 

1932年10月 第二次东边道讨伐 8000 东北民众救国军，唐聚五；2万 肃清东边道一带； 

1932年10月 李清海部讨伐 3500 李清海；3000 肃清安达，肇东，肇州； 

1932年11月 吉奉龙地区讨伐 5000 三江好，殿臣等；5000 肃清吉，奉龙，间四角地带； 

1932年12月 第三次东边道讨伐 5000 2万 讨伐东边道一带之小群集团； 

1933年2-3月 热河作战 42000 汤玉麟，旧东北军，民国正规军，救国军；13万 肃清热河县。 

南京政府不但援助东北义勇军，还支持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其实，国民政府援助东北义勇军或援助辽吉黑民众后援

会的意思与意义是一样的。因为民众后援会的主要工作就是援助与支持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活动，只不过形式上通过民众

后援会而已。“于1932年10月30日，南京政府援助了辽吉黑民众后援会步兵子弹200万发，机关枪40挺，黄色炸药2万

斤。”（40） 

南京政府在援助抗日义勇军时也是经过仔细思考的，它要辨清这个团体时真的抗日，还是假的。有一次朝鲜革命军

的金学奎道南京政府交涉要求给予军费，只因为“未得到南京政府的信任就没有获得结果。”（41）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从各个层面去对待国民政府在抗日问题上作出的一些贡献。当时的国民政府虽然没有公开积极

的带动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活动，不过它在不同层面上指导与援助了东北的抗日活动，不仅武器弹药，还有经济方面

也援助了不少。虽然国民政府当时有非公开化的抗日政策，而且受到很多限制，无法把所有的东北义勇军归纳为统一领

导和指挥，但在内面的政策中给予支持和援助的层面史不能否认的史实。东北义勇军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关

系，是值得进一步具体探讨的课题。 

最后再谈谈义勇军的“失败”问题。以前很多研究说“义勇军的活动是失败“的，如果说东北义勇军的活动真的失

败了，那么如何解释东北义勇军后来又出现的抗日活动？一般学者认为东北义勇军活动失败后，即由共产党领导的游击

队为中心，有组织的展开抗日活动。如此说明的最大原因，就是为了强调1933年的”一二六指示信“传达到满洲省委



后，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活动的缘故。但是这样说并不能解决问题，它不能说明东北义勇军与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活

动的相关性。若把东北义勇军与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活动分开解释，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无法解释清楚，也无法将14

年东北抗日活动的整个过程交代清楚。实际上东北义勇军的活动并没有失败，而且与后来的抗日游击队有一定的连续

性。 

在这个问题上孔令波（42）曾经探讨过，他不同意“东北义勇军失败”的说法，为此他提出四点理由： 

一，从人数上看，以东北义勇军55万人计算，在活动中损失24万，占43%，在东北坚持抗日17万占31%，在热

河参加抗日斗争10万人占18%，两项合计占49%。 

二，从领导上看，特别是主力部队的领导人仍在坚持抗日，据不完全统计，义勇军中旅，路军河支队以上领

导坚持抗日者至少百人以上。 

三，从组织系统上看，日军大讨伐后义勇军并没有彻底瓦解，而是话介为多支较小的队伍，甚至仍保持原来

旅，团规模。 

四，从战斗行动上看，根据日本的统计，1933年抗日活动出动13072次，总人次266万8633人；1934年出动

13395次，总人次90万204人；1935年出动39159次，总人次178万3855人。 

这些活动主要是义勇军的抗日活动，因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到1935年底才有3000多人。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东

北义勇军并没有瓦解和失败，而是在继续斗争。 

1931年-1933年东北义勇军人数去向及战果综合表（43） 

地区 总人数 坚持在东北 退入热河 退入苏联 死伤俘散 投降 共损失 战斗次数 日军损失 伪军损失 日伪共损失 

（辽宁省） 

三角地区 3万 2万 1万 1万 40 947 1940 2887  

辽西 7万 2万 2万 2.7万 0.3万 3万 360 6795 9428 16223 

辽南 3万 1万 0.3万 1.1万 0.6万 1.7万 160 2334 1305 3639 

辽东 7万 3万 0.3万 3.2万 0.5万 3，7万 210 2169 8552 10711 

辽北蒙边 6万 1.3万 2.5万 1.2万 1万 2.2万 28 746 87 833 

小计 26万 9.3万 5.1万 9.2万 2.4万 11.6万 798 12981 21312 34293 

（吉林省） 

李杜部  

冯占海部 10万 2万 2万 2万 3万 1万 4万 400 6793 27712 34505 

王德林部 6万 3万 1万 1.5万 0.5万 2万 100 2754 6732 9486 

小计 16万 5万 2万 3万 4.5万 1.5万 6万 500 18884 34444 43991 

（黑龙江省） 

马占山部 10万 3万 2万 0.3万 4万 0.7万 4.7万 179 2152 23217 42101 



苏炳文部 3万 0.3万 0.3万 0.7万 1.7万 1.7万 22 21036 2152 

小计 13万 3.3万 2.3万 1万 5.7万 0.7万 6.4万 201 23217 44253 

合计 55万 17.6万 9.4万 4万 19.4万 4.6万 24万 1499 43564 78973 122537 

从上表里德数字可以明显地看出，东北义勇军的早期活动并不失败，虽然有些东北军与一般民众或溃散，分散在当

地，或到关内，苏联，不过在东北留下来活动地17万左右的东北义勇军还顽强地继续活动着，后来与东北抗日人民革命

军相结合，更积极地展开抗日活动。所以，这个时期地东北义勇军活动与下一时期的的活动不能分开说明，应将它置于

整个历史的连续线上来分析，这样才能明确的理解东北义勇军活动在历史上占有的地位和作用。 

（1）日本外务省外交资料馆，A-1-1-0-21-5，《满洲事变排日排货关系》（一般）第24卷，《行政院密令字第4852号》 

1931年9月25日，院长蒋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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