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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烈士纪念馆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的第一座革命纪

念馆， 它的诞生早于新中国一
年———1948 年 10 月 10 日 。

温野是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工作

的第一批大学生。 据他回忆，

那时纪念馆里关于 “八女投

江” 只有一幅油画作品， 附有
“八女” 之一冷云的极其简单

的简历。 除此以外， “八女投

江” 发生在何时、 何地， 她们

各自姓甚名谁， 都不清楚。

1962 年， 在温野的申请

下， “八女投江” 史实调研被
列入了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主要

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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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联“八女投江”的史实真相
抗联的真人真事

最早的 “八女投江 ” 文?记

载， 出自周保中日记。 周保中毕业

于云南陆军讲武堂， 参加过北伐战

争， 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后

留学苏联。 “九一八” 事变后， 周

保中受党组织委派， 赴东北组织武

装抗日斗争， 是东北抗联的创建人

和领导人之一。

周保中有写日记的习惯， 即便

是在抗联最危急的战斗时期也不曾

间断。 这些留存下来的日记， 成为

了解抗联历史重要的一份资料。

周保中日记中对 “八女投江”

的记载， 写于 1938 年 11 月 4 日，

是 “八女” 牺牲后的大约半个月。

他的记载也是最为可靠的文?记

录。 不过， 这份日记最初只有 130

?的记载。

随着调查的深入， 温野的资料

丰富起来。 温野发现周保中曾完成

一篇回忆文章， 这篇题为 《东北抗

日游击队战争中的英雄妇女》 的文

章， 简要地讲述了 “八女投江” 的

情况， 并且第一次写出了八位女战

士的姓名———冷云、 安大姐、 胡秀

芝、 杨贵珍、 黄桂清、 王惠民、 郭

桂琴、 小于。 她们都属于一个长期

被忽视的群体———东北抗联妇女

团。 冷云是妇女团的一个大队的指

导员。

巧的是， 温野开始调查 “八女

投江” 史实的同时， 回忆东北抗联

女战士的 《英雄的姐妹》 出版了，

书的作者正是原抗联第五军妇女团

的一位小队长徐云卿， 和冷云非常

熟悉要好。 温野很快按图索骥， 找

到了时任长春市制鞋厂副厂长的徐

云卿。

据徐云卿回忆， 从 1937 年冬

季开始， 日本侵略者陆续增兵于北

满和吉东地区 ， 对东北抗联进行

“大讨伐”。 抗联的斗争进入最困难

的时期。 为了冲出日伪军的军事包

围圈， 抗联第二路军所辖四军、 五

军等部队组成远征军， 从所在的根

据地出发， 分三路向西南的五常县

等地区远征， 这也就是东北抗联的

“西征”。

当时， 西征部队到达现在的尚

志市楼山镇附近时， 随身携带的粮

食和弹药几乎消耗殆尽。 为了得到

补给， 西征部队决定攻打楼山镇。

虽然战斗取得了胜利， 但是也暴露

了行踪， 日军从哈尔滨等地调集重

兵对抗联进行 “围剿”， 迫使西征

部队再次调整计划， 兵分两路。 徐

云卿就是在那里与冷云等人分别

的， 直到一年后， 她才从战友的口

中听说了 “八女投江” 的壮举。

虽然徐云卿没有看到 “八女投

江” 的整个过程， 但正是通过她，

温野找到了在吉林市郊区大屯公社

柳树屯大队的金尚杰。 而他就是周

保中日记中记载的与 “八女” 一起

投江牺牲的金世峰 （注： 周保中不

知道金世峰在那场战斗中幸存）。

汹涌的河流

金世峰原是抗联第五军一师参

谋。 温野找到他的时候， 老人已经

70 多岁了。

金世峰回忆， “八女投江” 的

具体牺牲地， 确切地说不是江， 而

是乌斯浑河 。 乌斯浑河 ， 源自满

语， 意为 “汹涌的河流”。 在 “八

女投江” 殉难地的下游两公里， 它

汇入牡丹江。

1938 年阴历八月末或九月初

的一天夜里。 部队走到乌斯浑河西

岸徐家屯下边河口处休息， 准备过

河东岸去找军部。

连日征战， 部队减员严重， 到

达这个宿营地时 ， 这支队伍只有

100 多人。 跟随部队行动的妇女团

成员原本有 20 多人， 这时仅剩 8

人。

这支部队的遭遇， 也是当时东

北抗联的一个缩影。 即便是鼎盛时

期的抗联， 面对的也几乎时时处处

都是绝境。 在东北， 有日本密集的

76 万大军和大量伪满军队及汉奸，

有严酷的自然环境， 抗联要生存，

只能在深山老林中不停转战 。 代

价， 则是不断地牺牲———牺牲于敌

人的枪口下， 牺牲于寒冷、 饥饿、

疾病、 劳累……

部队选择的宿营地乌斯浑河西

岸， 这里平时是一处渡河道口， 水

浅， 火车马匹都能涉水过去， 是抗

联秘密交通线的隘口。 如果乌斯浑

河一直是这样清浅着， 就不会有以

后的故事发生了 。 可是 ， 1938 年

的秋天气候很反常 ， 秋雨绵绵不

绝。 乌斯浑河河水暴涨， 河面宽达

百米， 水流汹涌， 深不可测。

夜间渡河已无可能， 部队决定

就地宿营， 生火取暖。 可是， 夜间

生火， 对这支正在隐蔽疾行的队伍

来说， 无疑犯了大忌。 然而， 火却

不得不生。 当时已是秋末， 东北天

已大寒， 夜间更是寒气逼人。 由于

长期攀山越岭和频繁战斗， 且给养

不足 ， 战士们的衣服早已破烂不

堪， 再加上连日的阴雨， 他们的衣

服就没有干过。

不过， 火光其实并不是日军发

现的， 而是一个叫葛海禄的抗联叛

徒、汉奸。葛海禄原是抗联八军某师

副官，后来叛变投敌，成为日本的密

探。 这一天， 他在侦察守望哨查看

时，发现远处有火光闪动。葛海禄当

即猜到是抗联战士在此处宿营。 于

是， 葛海禄立即下山， 向驻扎在样

子沟村的日军小队长桥木报告， 桥

木又立马报告了上司熊谷大佐。

因在这一带活动的抗联部队较

多， 熊谷也不敢大意， 亲自率领十

来名骑兵， 调集包括熊谷兵团、 伪

军 、 森林警察共千余人的 “讨伐

队”， 携带迫击炮、 机枪等重型武

器， 趁夜幕悄悄地对露营的抗联部

队形成一个半包围圈。

由于搞不清抗联队伍的底细， 日伪

军一时未敢轻举妄动， 只等天亮看

情况发起攻击。

投河

拂晓时刻， 浑然不知已经被包

围的抗联战士们整装待发， 准备渡

河。 由于金世峰水性很好， 师部决

定让他先下河探路。 抗联战士们并

不是都会游泳， 特别是还有八位女

战士。 师部仍寄望于金世峰找到能

够涉水过河的通道。

下水后， 金世峰没走多远就在

越来越深、 越来越急的水流中站立

不住了， 不得不改成游泳强渡， 行

进中不断试探着水深。 他的双脚却

一直够不到河底。 大概游过了一半

的河面， 枪炮声忽然在金世峰背后

的河岸上响起来。

乌斯浑河两岸到处都是柳树

丛， 当地叫 “柳条通”。 这种柳树，

通常为手指到擀面杖粗细， 三四米

高， 一簇簇密密匝匝的， 沿河两岸

铺排开去 ， 下面是膝盖高低的茅

草。 冷云等 8 位女战士就隐藏在柳

条通里。

起先， 日军并没有发现冷云等

8 名女战士， 因为前一晚宿营时，

抗联的男战士宿营在乌斯浑河下

游， 冷云等 8 名女战士宿营在河的

上游， 相隔着一段距离。 而日伪军

在抗联宿营地的东南方向埋伏了半

夜， 注意力始终集中在 100 多名抗

联战士身上。

攻击一开始， 日伪军的所有火

力都向着抗联宿营地覆盖过来。 幸

而， 这些抗联战士部最久经沙场的

老兵， 很快他们便组织起反击， 边

打边撤。

受当地的地形所限， 日伪军并

没有形成完整的包围圈。 抗联撤退

的方向有两个 ， 一个是向东北渡

河 ， 一个是向西进入柞木岗子密

林。

但渡河本就希望渺茫， 在日伪

军的疯狂攻击下渡河， 更是会使部

队陷入背水一战的绝地。 于是， 抗

联的战士们交替掩护， 向柞木岗子

边打边撤。 但这一次， 日伪军依仗

着人数、 火力的绝对优势， 撵着抗

联的阻击线， 越逼越近。

万分危急的关头， 日伪军的侧

后方忽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 8 位

女战士开火了。

当时， 敌人并没有发现河边的

女战士们 ， 如果她们继续隐蔽不

动， 就有机会脱离险境。 可是， 她

们见大部队被敌军死死抱住， 难以

突围 。 毅然从背后向敌人发起猛

攻， 转移敌人的注意力。 结果显而

易见， 开火就意味着暴露， 暴露就

意味着 “牺牲” ———她们所处的位

置已经没有退路， 完全在日军的包

围之下。

已突围的大部队发现 8 名女战

友的险境， 立即返回接应， 但敌人

已抢占了制高点， 负伤的战士越来

越多。 8 名女战士目睹这一切， 向

青山密林齐声呼喊： “同志们， 冲

出去！ 保住手中抢， 抗日到底！”

此时， 日伪军所有火力都向冷云

等人集中过来， 周围的柳条和枯草被

密集的炮火点燃了， 弥漫的烟雾包围

了冷云等 8 位女战士。

经过一番战斗， 女战士们有人负

伤， 有人打光了子弹 ， 火力越来越

弱。 日伪军越围越近， 摸到近前才发

现， 让他们胆战心惊以为袭击自己背

后的抗联主力， 竟然只是几个女兵。

气急败坏的敌人发起冲锋， 高喊

着要 “抓活的”。 忽然， 一颗手榴弹

从树丛扔了出来， 敌人慌乱地趴倒在

地。 那是 8 位女战士最后的武器。 趁

着手榴弹爆炸的间隙， 她们背负起受

伤的战友， 挽臂踏入了冰冷的乌斯浑

河。

踏入乌斯浑河是为了渡河求生

吗？ 答案恰恰相反， 8 位女战士都不

会游泳， 踏入乌斯浑河的目的不是求

生， 而是求死。 她们不愿被俘受辱，

更不会投降， 她们选择了有尊严的死

亡———投河……

两天以后， 突围的抗联战士在距

离八女殉难地两里外的牡丹江河口找

到了五具遗体， 每个遗体身上都布满

了弹孔。 战友们将她们的遗体就地掩

埋。

此后的几十年中， 乌斯浑河曾经

改道， 牡丹江几次大水， 烈士遗体的

掩埋地再也无从查找。

她们都是谁

在温野考证结果的基础上， 现在

史学界认可通用的， 最确证的这八位

女战士分别是： 抗联第二路军第五军

妇女团指导员冷云、 班长胡秀芝、 杨

贵珍 ， 战士郭桂琴 、 黄桂清 、 王惠

民、 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

其中， 冷云是 “八女” 中生平资

料最翔实的一个 。 她原名郑香芝 ，

1915 年出生于黑龙江省桦川县悦来

镇一个普通市民家庭， 毕业于桦川县

立女子师范学校。 上学时， 她给自己

改名郑致民———表示致力于造福人民

的决心。 1934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开展地下活动。

1937 年夏， 和进步青年教师吉

乃臣一起加入抗联。 此后， 郑致民改

名冷云， 任文化教员， 吉乃臣则改名

为周维仁， 在五军秘书处工作。 志同

道合的两人在抗日战场结为夫妻， 并

肩作战。

1938 年初夏， 冷云生了一个女

儿， 丈夫却在战斗中牺牲 。 两个月

后， 抗联第五军开始西征， 刚刚经历

丧夫之痛的冷云 ， 又不得不忍痛别

女。 “八女投江 ” 就发生在西征路

上， 冷云牺牲后， 她的女儿也再没有

音信。

八女投江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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