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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李敏：「：「我從我從20022002年開始為抗戰年開始為抗戰88年改為年改為1414年呼籲提案年呼籲提案」」

抗聯老戰士終如願抗聯老戰士終如願

「把抗聯的歷史傳給後人，這是我
後半生最大的心願。」2002年，李敏
倡議成立了抗聯精神宣傳隊，四處傳誦
抗聯的不朽傳奇。「我們的隊員是流動
的，只要想宣傳抗聯精神，都可以自費
做一套抗聯服裝加入進來。」一次在一
個邊防哨所，李敏和20多個隊員單獨
為兩名哨兵進行了表演，兩個哨兵感動
得熱淚盈眶。在一次尋訪中，隊員們來
到牡丹江的一處密林，當年42位被日
軍毒氣彈害死的戰友就埋葬在那裡，大
家含着眼淚唱了老歌。最初的宣傳小分
隊，只是由李敏和幾個抗聯將士後代組
成。現在已經發展到30多人，這其中
有退休工人、農民，也有在校大學生。
如今老人已經今老人已經9494歲高齡歲高齡，，可她還是可她還是

每年安排大量的時間前往當年抗聯戰士每年安排大量的時間前往當年抗聯戰士
戰鬥過的地方戰鬥過的地方，，尋訪當年的故事尋訪當年的故事，，記錄記錄
當年的事跡當年的事跡。「。「十四年抗戰十四年抗戰」」寫入教寫入教
材材，，可老人又給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標可老人又給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標：：
要把抗聯烈士們的名字要把抗聯烈士們的名字、、事跡刻成石事跡刻成石
碑碑，，因為在她心裡因為在她心裡，，只有石碑能夠歷經只有石碑能夠歷經
風雨風雨、、不怕侵蝕不怕侵蝕，，她希望先烈們的精神她希望先烈們的精神

也像石碑一樣能夠風雨不侵也像石碑一樣能夠風雨不侵、、經久流經久流
傳。
李敏還發起成立了抗聯歷史研究

所，希望專家、學者和有志於此的後來
人重新梳理、豐富這段歷史，不但在課
堂上宣講這段歷史，更要挖掘、保存這
段歷史中的鮮活故事，讓更多人知曉那
段流血犧牲的歷史。她說，應該在戰爭
遺址為犧牲的烈士們立石碑，標明時
間、地點、人物、戰績，以這樣的方式
提醒後人，抗聯戰士是怎樣浴血奮戰，
為全民族的解放戰爭流血犧牲的。

成立抗聯宣傳隊
立碑銘刻弘精神

李敏的家是一座小型的東北抗日聯軍
博物館，幽靜而樸素的小院裡，擺滿了抗
日紀念碑刻。十多年來老人用心搜集的陳
年舊物，每一件都可作為東北抗日聯軍的
歷史見證：1943年從日軍那裡繳獲的手
榴彈；抗聯戰士曾經用過的手槍、子彈和
鍋碗瓢盆；用柞樹和黃柏樹皮將白布染成
黃綠色後縫成的軍服；為紀念1939年樺
南和雙鴨山交界處七星峰一役而賦詩其上
的樺樹皮，在梧桐河老等山挖出的槍彈，
前朝鮮國家主席金日成贈送給同為東北抗
聯戰士的先夫陳雷的一套銀質餐具……
這些都是李敏憑毅力走訪多地找到的。
為了留住這段珍貴的歷史，搜尋更多

的物證去再現歷史，教育更多的後來人，
李敏走遍了松花江兩岸60個市縣。雖然
辛苦，但李敏樂此不疲。她說，退休後，
別的老人都選擇去南方療養、度假，安享
晚年，我卻一次也沒有因為旅遊休閒而出
過黑龍江省。我身體還好，選擇上山入
林，重走抗聯路，收集抗聯紀念物。睹物
思人，看到這些東西，感覺就是跟戰友們
在一起。就在老人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
訪時，黑龍江省某縣的領導還打來電話，
請老人前往，為建抗聯紀念館做指導顧

問，李敏細心記錄，回覆定會安排時間前
往。

將領英魂歸故土
李敏家的收藏館中有一樣非常珍貴的李敏家的收藏館中有一樣非常珍貴的

物件物件，，就是趙尚志用過的碗和受傷時染血就是趙尚志用過的碗和受傷時染血
的一塊床單的一塊床單。。李敏非常崇敬抗聯將領趙尚李敏非常崇敬抗聯將領趙尚
志志，，而尋找趙尚志將軍當年被日寇砍下的而尋找趙尚志將軍當年被日寇砍下的
頭顱頭顱，，也成了她的一樁心事也成了她的一樁心事。。19871987年年，，
日本女學者山崎枝子到哈爾濱採訪李敏日本女學者山崎枝子到哈爾濱採訪李敏，，
李敏便請她幫助尋找趙尚志的頭顱李敏便請她幫助尋找趙尚志的頭顱。。山崎山崎
回國後找到當年策劃殺害趙尚志的東城政回國後找到當年策劃殺害趙尚志的東城政
雄雄，，獲得重要線索獲得重要線索。。20042004年年66月月22日日，，李李
敏和趙尚志的親人敏和趙尚志的親人，，一起將趙尚志將軍頭一起將趙尚志將軍頭
骨在長春市淨月潭起靈骨在長春市淨月潭起靈。。一路上一路上，，老人不老人不
跟任何人交談跟任何人交談，，眼望窗外眼望窗外，，一首接一首唱一首接一首唱
着趙尚志作詞的歌着趙尚志作詞的歌。。自此自此，，英雄忠魂得以英雄忠魂得以
安息安息。。

今年1月，教育部基礎教育二司向全國
省、市、區教育廳發函，要求將中小學

所有教材中「八年抗戰」改為「十四年抗
戰」。關於中國「十四年抗戰」概念，除史
學界，最早為該概念奔走宣傳者，就是東北
抗聯老戰士李敏。老人笑着說：「當時很多
人都給我打電話告訴我這個消息，我激動得
一夜都沒合眼，終於對得起那些一個個倒在
我身邊的戰友了。」

承認歷史 方能不愧對先烈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在東北地區出
現了一股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武裝抗日力量
─東北抗日聯軍，他們也是中國的第一支武
裝抗日隊伍。從1931年到1945年的十四年
裡，東北抗日聯軍在白山黑水間，在嚴酷的
自然條件下，與敵人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
爭，從最多時的30多萬人戰鬥到最後只剩不
到5,000人。李敏當時是抗聯隊伍裡年紀最小
的女兵，眼看着戰友們一個個倒下，把這段
歷史記錄下來傳揚出去，就成了她心裡最重
要的使命。
李敏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國民政府當時
沒給一顆子彈、一支槍。在這場殘酷的鬥爭
中，抗聯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人大多戰死，
這是有史以來，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支軍隊所
少有的。無論是總司令、軍長還是士兵，在

殘酷的鬥爭中，每時每刻都面臨着餓死、凍
死和戰死的威脅。僅軍以上的幹部就犧牲了
30多名，其中包括著名的抗日將領楊靖宇、
趙尚志、李兆麟等。師以上幹部犧牲了120
餘名，團以上幹部犧牲了110餘名。
1938年冬天，日偽軍趁着大雪，進山對抗

聯部隊進行圍剿，包圍了李敏工作的被服廠
和醫院，指導員裴成春在迎擊時身負重傷，
她對李敏等人說：「你們快走，我在後面掩
護！」沒等李敏和戰友們衝出包圍圈，身後
便傳來了裴大姐高呼「救國萬歲」的聲音。
「當時，我趟着高至膝蓋的雪往前跑，卻沒
看見後面戰友跟上來。我剛要回頭去找，發
現他們都被包圍了。一個騎馬的日本軍官用
馬刀向我的方向一指，『噠噠噠』一梭子彈
打來，我滾進一個雪窩子裡隱蔽起來，保住
了性命。」這次戰鬥，整個女兵排只有李敏
成功突圍。「那一天，烈士們的鮮血在茫茫
雪地上染出了一條殷紅的路。」
除此之外，抗戰期間，還要面對特務、叛
徒的暗箭。李敏說，就是在這樣艱苦的環境
下，抗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孤懸於
敵後，消滅了18萬日偽軍，牽制了近百萬
日偽軍，有力地配合了全國抗戰。把「十
四年抗戰」的歷史寫進教科書，他們不屈
的精神和頑強作戰的勇氣，將被這個國家
和這個民族永遠地繼承下去。「我本身有
一個很深的感受，為什麼那麼多青年，成隊
成隊的去上山參加抗日鬥爭，而且這些戰士
到了前線沒有一個投降？就是因為他們愛
國。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國家應
該把『十四年抗戰』的歷史納入教科書，才
能真正地堅持把抗戰時期的歷史，傳給我們
的後代。」

遞交提案 委託他人年年提
李敏說，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

北抗日聯軍第一時間發出了抗日宣言，開
始了鬥爭。過去是把抗戰分為局部抗戰和

全面抗戰，1931年至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
前是局部抗戰，1937年至1945年作為全面
抗戰。李敏認為，一個國家戰爭的開始和結
束不應該分為局部和全面，因為這個不是階
級、政黨之間的戰爭，這是整個中華民族
的事情，中國人從奮起反擊就應該作為抗
戰的開始。
「起初，我主要是向專家，中央黨史研究
室等寫信。當然，效果不明顯。怎麼辦呢，
我就繼續寫信向有關部門反映。再後來，便
開始以提案形式，向全國政協呼籲。」為了
這個神聖使命，2002年開始李敏就向全國政
協會議提案，但李敏當時已經離休了，不具
備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只能每年通過黑龍
江省具有全國政協委員資格的領導向全國政
協提出抗戰應該是14年。「2002年，時任國
家主席胡錦濤來到我家裡，問我有什麼要
求，我就把關於東北抗聯『十四年抗戰』的
歷史資料和《東北抗聯歌曲選》交給了胡主
席，給他介紹了這段歷史情況。我告訴主
席，有生之年，我就這麼一個願望了。」老
人靦腆地笑了笑。2005年，胡錦濤在紀念中
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首次公開正式提出：
「1931年『九一八』事變是中國抗日戰爭的
起點。」這也讓李敏非常振奮。
此後，李敏老人和黑龍江省多位政協委員

都先後提交過關於「十四年抗戰」有關內容
的聯名提案，教育部也做了大量的調研工
作。2015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
黑龍江省政協副主席洪袁舒再次代表李敏提
出了「關於盡快將我國十四年抗戰歷史寫入
中小學教材的建議」，去年6月，教育部向
洪袁舒作了回覆，表示將會對教材修改工作
進行全面部署。直到今年1月，教育部宣佈
將全面落實「十四年抗戰」概念，即由1931
年「九一八」事變算起，「八年抗戰」一律
改為「十四年抗戰」，李敏多年的心願終於
達成了。

正值「七七事變」紀念日前夕，已經94歲高齡的東北抗日

聯軍（東北抗聯）老戰士、黑龍江省政協原副主席李敏正在為

過幾天再次上山入林、重走抗聯路作準備，聽到香港文匯報記

者說明此次採訪是為了報道「十四年抗戰」寫入教材，老人發

出了爽朗的笑聲。「我從2002年開始為抗戰八年改為十四年

呼籲提案，今年，歷史終於被正視，這要感謝黨、感謝習近平

主席，為艱苦卓絕的『十四年抗戰』正名，我真是太高興了，

終於在有生之年解決了這個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欣欣、于海江 哈爾濱報道

退而不休尋文物
家居改建博物館

■李敏多年來不斷宣傳「十
四年抗戰」概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欣欣 攝

■李敏（左）與丈夫陳雷的合照。 受訪者供圖

■李敏經常出席有關抗戰的紀念活動。
受訪者供圖

■■李敏組織宣傳隊以傳承抗聯的不屈精李敏組織宣傳隊以傳承抗聯的不屈精
神神。。 香港文匯報哈爾濱傳真香港文匯報哈爾濱傳真

■李敏家的院落牆上佈滿抗聯碑刻。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欣欣 攝

■李敏的家中儼然一個小型東北抗聯歷史博物館。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欣欣 攝

年抗戰寫入教材年抗戰寫入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