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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膽白山驅日寇放膽白山驅日寇，，忍悲黑水滅夷蠻忍悲黑水滅夷蠻」」
——東北抗聯第二路軍副總指揮趙尚志東北抗聯第二路軍副總指揮趙尚志

當日本裕仁天皇1945年8月15日接受《波茨

坦公告》，宣佈「日本無條件投降」之時，位

於中國東北邊陲黑龍江省虎林市的「虎頭要

塞」卻仍在發生激戰，此戰的結束比日本宣佈

投降遲了整整11天。8月26日，在蘇聯紅軍的

猛攻下，這座用10餘萬中國勞工「纍纍骸骨」

堆砌成的號稱「東方馬其諾防線」、6個月不怕

圍困的工事被一舉攻克。至此，第二次世界大

戰終畫下休止符。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欣欣、王心者黑龍江報道

逾逾1010萬中國勞工白骨萬中國勞工白骨
築築起起「「東方馬其諾東方馬其諾」」

■■要塞遺址現在修建了第要塞遺址現在修建了第
二次世界大戰終結地紀念二次世界大戰終結地紀念
園園。。 本報黑龍江傳真本報黑龍江傳真

「虎頭要塞」深藏於虎頭山之下，這座山在烏蘇
里江畔，與前蘇聯遠東的最大軍事要衝——

俄羅斯達里涅列欽斯克市（伊曼市）隔江相望。其靠近
烏蘇里江地帶山勢平緩，是中國東北部邊境最易登陸的
地帶之一，也是遠東鐵路的咽喉位置。日軍佔領虎頭山
重地，就是要把它作為向日本運送資源和隨時對蘇聯發
起進攻的橋頭堡。
虎林市文物管理所所長喻勝林告訴記者：「虎頭要塞

是日軍『虎頭國境守備隊司令部』所在地，建於1935
年，1945年全部完工。方圓十幾公里的範圍內，共有大
小10餘處要塞，由猛虎山、虎北山、虎東山、虎西山、
虎嘯山等5個陣地組成。」

生活戰鬥設施完備
在工作人員的帶領下，記者來到了一個看似再平常不過
的小山丘，如不是特意前往，很難發現四周被綠草包圍着
的洞口。從洞口躬身進入，頓感涼意陣陣。伴着昏黃的燈
光，記者看到隧道兩側分佈着大大小小的幾十個房間。
虎頭要塞地下工事主幹道長達10餘公里，縱深達6公

里。其中猛虎山陣地最大，是整個要塞的核心。地下軍
事設施有指揮所、通訊室、士兵休息室、伙房、浴池、
糧庫、彈藥庫、發電所等，並有豎井直通山頂觀測所和
通風口、排氣孔、反擊口等通道。在虎頭要塞的主陣地
猛虎谷一側，日軍自行設計施工建造了一座半地下的永
久性工事——巨炮陣地，他們從東京灣秘密運來當時亞
洲最大的火炮——41厘米榴彈炮來到虎頭，巨炮重達
300多噸，最大射程20公里。巨炮直指蘇聯伊曼鐵路大
橋和拉佐水塔，目的是為摧毀蘇軍鐵路運輸和給水設
施，切斷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和哈巴羅夫斯克蘇
軍的聯繫。
為防止飛機的轟炸和重炮的攻擊，虎頭要塞的所有地
下設施的頂部，完全用鋼筋混凝土澆灌，最厚的地方可
達3 米。在要塞的牆壁上，當年蘇軍與日軍激戰的子彈
彈孔還清晰可辨，許多牆壁上甚至彈孔如織。頓時，一
幕幕槍林彈雨、拚死殺敵的畫面在腦海中閃現……

裡應外合營救勞工
日軍為偷襲蘇聯，在修築要塞的同時開始挖掘穿過烏
蘇里江底直達蘇聯遠東第一方面軍司令部的地下隧洞。
不過，當隧道修過前蘇聯境內的伊曼河時卻突發大水，
將隧道沖毀淹沒。當時日軍並不知道這是中蘇情報人員
裡應外合默契配合的結果。
早在1932年日軍開始修建哈爾濱至虎頭的軍事鐵路
時，東北抗日聯軍就對其做法產生了懷疑。於是便與蘇
軍聯手，不斷地派遣情報人員進入虎頭要塞一探究竟。
家住虎頭鎮的老地下黨李連生曾與蘇軍一起冒死進入要
塞，營救被迫害的勞工。據他回憶，1938年8月的一個
夜晚，上級挑選30名精幹戰士潛入日軍工地，第二天外
圍派兩個連兵力接應，解救出了200多名勞工，其中70
多人志願參加了抗日隊伍。
1940年秋，身在蘇聯遠東的抗聯東北第二路軍總指揮周
保中命虎林境內的抗聯部隊分批突圍，轉移到蘇聯境內整
訓，為攻打虎頭作準備。1945年8月，抗聯部隊與蘇軍一
同出兵虎頭，為世界反法西斯勝利進行最後決戰。

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
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虎林文物管
理部門對侵華日軍虎頭要塞遺址進行了
再次挖掘，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後文物部
門對該要塞遺址進行的第四次挖掘，發
現了一處新的要塞入口，並找到不少侵
華日軍遺留的武器裝備。
「最近的一次挖掘工作，我們發現了

很多有力的新物證，有子彈已經上槍膛
的九九式步槍，有穿甲彈，可以用於攻
擊坦克和裝甲車。還有防毒面具、日式
手榴彈、皮製刀褲。」虎林市文物管理
所所長喻勝林對記者說，猛虎山地下要
塞由三個部分組成，西猛虎、中猛虎和
東猛虎。我們以前探查的是中猛虎和東
猛虎，這次挖掘地是在西猛虎。

要塞群地下全部探明
沿着濕滑、狹窄的要塞通道，弓着身

子小心地向前行進。要塞主通道寬1.5
米，高1.8米，主通道水泥混凝土穹頂
部分已經全部被炸塌。挖掘清理過程中
發現了很多遺物，一些槍托，還有一些
婦女兒童的鞋，還有士兵穿的皮鞋，還
包括很多生活用品和武器。
根據日方提供的資料，當年日軍修

建虎頭要塞地下工事總長約20公里，
而目前文物部門探查發現了不到10公
里。此次西猛虎山要塞的發掘，意味

着整個猛虎山要塞群地下工事位置及
走向全部被探明，對日後的挖掘清理
起到重要作用。
日軍要塞研究專家徐占江認為，決定

戰爭勝敗的主要因素是人而不是要塞。
日軍修築的「東方馬其諾防線」看似龐
大，但要塞防線是死的，人是活的，蘇
軍通過穿插迂迴，將這些要塞群逐一分
割攻克，使這些要塞最終成為埋葬侵華
日軍的「墳墓」。
為紀念在戰爭中殉難的人民和犧牲的

反法西斯將士，虎林市政府如今在虎頭
要塞遺址修建了「二戰終結地紀念
園」，不少當年經歷過那場戰爭的蘇聯
老兵或他們的後代，經常來到這裡祭奠
長眠於此的英雄們。

為了將虎頭要塞建成可以獨立作戰半年而不被攻破
的要塞，日軍投入了巨額的資金，整個工程持續了大
約6年。日軍從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及山東、安
徽等地，以強徵偽滿報國隊、誘騙等手段，騙招勞
工，抓捕「浮浪」（日本人對無業遊民和農民的稱
呼），還有一部分勞工是戰俘，押上幾天不停的鐵製
悶罐車運抵施工地點。為防洩密，每完成一處工程，
日軍就將勞工秘密處決，注射毒藥、暗下槍殺、誘騙
活埋、細菌實驗致死……屠殺手段極其殘忍。
「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各種傳染病蔓延，卻沒有
醫治。吃的是玉米麵及橡子麵，即使是這樣還不讓他
們吃飽，還經常遭受打罵。超強度的體力勞動，加上
營養不良，使勞工大批死亡。有的勞工死亡之後直接
被扔到荒野山林，屍體被野狼啃食，慘不忍睹。」虎
頭要塞博物館講解員說。
從始建的那天起，整個要塞工程的施工始終都是在

戒備森嚴的狀態下進行的。勞工倖存者孫同修老人17
歲時從遼寧瀋陽被招到虎頭，他曾回憶，勞工200人
一個工棚，每天凌晨3時就被「把頭」打起來出工。
晚9點收工，來往少一個人也不行。洞下幾個人用一
盞燈，出了洞口就把眼睛蒙住。可惜的是，已知的倖
存者陸續離世，已很難再找到其他倖存者的下落。

「慶功宴」變血腥屠殺
倖存者余盛懷說，幹活的地方每天都能死三四個

人。隔三差五還有幹不動活或生病的人被拉走，說是
送回家，後來才知道，他們不是被殺掉就是被送到
731細菌部隊做活體實驗了。
為防滲透出密情，施工進入尾聲時，日軍將這些勞

工一批批殺掉。虎頭至今仍有幾座萬人坑，開荒的老
百姓犁地時會挖出白骨。虎頭要塞生還的日本士兵岡
崎哲夫在《日蘇虎頭決戰秘錄》中敘述：「昭和18

年（1943年）某日，要塞施工完工，日軍舉行慶祝竣
工的宴會，將俘虜勞工人員集中在猛虎谷的窪地裡，
稱要用酒餚犒勞他們。進行到高潮時，一些人似乎察
覺到不妙，驚恐地跳了起來想逃離窪地，重機槍隨即
噴出火舌，宴會場頓時化作血腥的屠場，日軍守備隊
隨後將窪地填平。」

蘇聯紅軍進攻十餘日蘇聯紅軍進攻十餘日 虎頭要塞成二戰終結地虎頭要塞成二戰終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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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塞內日軍留要塞內日軍留
下的彈藥庫下的彈藥庫。。

記者王欣欣記者王欣欣攝攝

■■掩藏在山上掩藏在山上
的要塞入口的要塞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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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役勞工修工事奴役勞工修工事 殘忍殺害防洩密殘忍殺害防洩密

■要塞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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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王欣欣攝

遺址西側啟挖掘遺址西側啟挖掘
發現武器添物證

1945年8月9日零時30分，蘇軍遠東第一方面軍
第35集團軍打響了進攻虎頭要塞的戰役。霎時間，
蘇軍重炮一齊向日軍陣地發起猛烈轟擊，打得日軍
措手不及。進攻遇到日軍強烈的反抗，直到8月27
日，虎頭要塞的日軍守備隊計1,387人，除53人逃
離陣地外，全部被殲滅。戰爭雖取得了全面的勝
利，但是我方將士卻大部分犧牲殉國。沿着台階攀
爬到虎頭上的山頂，遠遠地便能看到其上矗立着一
座銀白色紀念碑，碑上鐫刻着「遠東第一方面軍摧
毀要塞，驅除日寇解放虎頭紀念」的俄文碑文。
在親歷者的回憶裡，當時轟炸激烈的程度，數公

里之外的村子都感到地動山搖，虎頭山正面的山頂
的岩石被生生削去一米多。
喻勝林說：「紀念碑碑高9.7米，當地老百姓

都喚它為『小白塔』。 1945年10月，戰火的硝
煙剛剛散去，為了紀念長眠於此地的英
雄，永遠銘記他們為中國乃至世界人
民所作出的偉大犧牲，蘇軍在虎頭山
的焦土之上，修建了這座紀念碑。」

戰鬥激烈殲千敵
山頂立碑悼英雄

■虎頭要塞博物館陳列着挖掘出來的日
軍遺留彈藥。 記者王欣欣攝

■■入蘇訓練的東北抗日聯軍教入蘇訓練的東北抗日聯軍教
導旅部分指導員導旅部分指導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