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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烈士纪念馆

程鹏汉　程　艳

哈尔滨有一条用著名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名字命名的大街——

一曼街, 在这条街的西端北侧, 有一座洁白的带有欧洲古典主义建

筑风格的大楼, 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东北烈士纪念馆。

这座大楼原是东省特别区图书馆馆址, 始建于 1928 年 6 月,

竣工于 1931 年 6 月。正当筹备开馆期间, 发生了九一八事变。1932

年 2 月日军占领哈尔滨。同年 5 月, 该楼被伪哈尔滨市政筹备所占

用; 1937 年 7 月后, 又被伪哈尔滨警察厅占用。从此, 这里就成为

日军残酷镇压中国人民的罪恶场所, 一座阴森恐怖的杀人魔窟。14

年间, 许多为反抗日本侵略者而进行英勇斗争的共产党员和爱国

志士, 在这里受尽酷刑折磨, 坚贞不屈, 慷慨就义。抗日女英雄赵一

曼就是在这里遭受审讯和酷刑, 后被送回珠河县 (今黑龙江省尚志

县)就义的。

1946 年哈尔滨解放后, 为了纪念抗日先烈, 教育后人, 东北军

区副政委罗荣恒曾建议修建东北地区烈士纪念馆。东北政委会于

6 月 6 日召开常委会, 由高崇民副主席报告筹备情况, 决定成立

“东北抗日暨爱国自卫战争殉难烈士纪念事业筹备委员会”。同时

决定首先在哈尔滨市建立烈士纪念馆和纪念塔。

纪念馆馆舍由周桓负责选定, 他走遍了哈尔滨市, 最后确定利

用在南岗区一曼街的原伪哈尔滨警察厅旧址建馆。

馆址选定后, 筹委会一边着手维修大楼和展厅, 一边筹备陈列

内容。1948 年 6 月 24 日, 原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松江省政府主

席冯仲云, 在《东北日报》上刊登了《征求东北抗日烈士遗物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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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凡烈士之遗物、遗作、遗影、遗留之武器、烈士曾活动地点、墓地

及抗联活动遗迹、战地之摄影、埋藏之旧物武器文件、日寇伪满有

关抗联及东北抗日活动之各种照片、书籍、材料及其他一切可资纪

念品”, 均在征集之列。启事得到东北解放区党政军各部门和烈士

家属及亲友的积极响应。他们踊跃捐献了大量的各种有关文物、资

料。东北军区政治部还把各部队在东北战场上牺牲的烈士档案和

烈士遗物转交烈士馆保存。这时馆名确定为东北烈士纪念馆。

1948 年 10 月 10 日东北烈士纪念馆正式落成开馆。上午 9

时, 由“东烈纪念馆筹委会”主持, 东北烈士纪念馆与“东北抗日暨

爱国自卫战争烈士纪念塔”(塔址在八区) 同时举行了隆重庄严的

开幕典礼和烈士追悼大会。哈尔滨各界 200 余人到会, 东北行政委

员会副主席高崇民、哈尔滨市市长朱其文揭幕, 各界代表庄严沉痛

地向死难烈士敬献花圈, 高崇民致悼词。党政军主要领导人林枫、

罗荣恒、高崇民、周保中、冯仲云、李延录、谭政等人为东北烈士纪

念馆开馆题词。林枫题词:“为革命而死虽死犹生”, 罗荣恒的题词:

“烈士遗迹永垂示范”, 高崇民题词:“反帝反封建, 义勇壮山河, 烈

士一滴血, 万世在讴歌。”

纪念馆总建筑面积 4283 平方米, 陈列面积为 2100 平方米。馆

舍陈列分两个历史时期, 一个是东北抗日战争馆, 一个是解放战争

馆。馆舍迎门序厅宽敞, 矗立着东北人民解放军战士的高大石膏塑

像, 塑像的黑色大黑石台上, 镌刻着“为解放东北而光荣牺牲的英

雄们永垂不朽”18 个金字。后面楼梯顶端的白色墙壁正中, 是一块

立幅猩红色正匾, 上面镶着中共“七大”时毛泽东为追悼革命先烈

题写的挽词手迹:“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死

难烈士万岁!”左边是周恩来的题词:“革命先烈永垂不朽!”右边是

朱德的题词:“浩气长存!”

抗日战争馆陈列着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赵一曼、汪亚

臣、赵尚志、李兆麟、陈翰章、投江八女等一大批先烈英勇抗击日寇

的英雄事迹; 解放战争馆, 陈列着朱瑞、董存瑞、杨子荣等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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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英雄事迹和珍贵遗物。

纪念馆的陈列形式庄亚肃穆、是一种灵堂式的陈列。陈列板面

上, 陈列着规格统一的烈士照片和简历。展厅中间的陈列柜中摆放

着烈士遗物, 后来又把被日寇残暴割下的杨靖宇、陈翰章、汪亚臣

三位烈士的头颅也陈列在展厅里, 给观众留下了极其难忘的深刻

印象, 有着很浓烈的感染力。

半个世纪过去了, 东北烈士纪念馆经过几代工作人员的不懈

努力, 收集保管各种历史资料、照片近 3 万余件, 征集文物 1 万多

件, 其中抗日文物 5000 余件, 国家一级文物 82 件。在抗日一级文

物中有杨靖宇将军穿用过的大衫和褥子, 赵一曼的皮箱和她给儿

子的遗书, 李兆麟将军被害时穿的血衣, 赵尚志将军的手枪等 48

件。纪念馆进行过 5 次大规模的烈士事迹更新陈列。随着内容的

充实, 文物的丰富和陈列展示手段的进步, 陈列水平不断提高。东

北烈士纪念馆在搞好基本陈列的同时, 还适时地举办过 50 多个专

题陈列和临时性展览。除此之外, 于 1977 年 1 月组建了烈士事迹

流动展览小分队。经常背着折叠式小展板深入到工厂、农村、学校、

部队、林区和边防哨卡巡回展览。20 年来, 小分队的行程 25 万华

里, 足迹遍及黑龙江全省的地、市、县及全国 18 个省市。东北烈士

纪念馆成立 50 年来, 使受教育人数达 2100 万人次。观众中有来自

世界 5 大洲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华侨及港澳同胞, 从建馆

到现在, 陈“文革”10 年期间闭馆外, 平均每年来馆参观的观众在

30 万余人。周恩来、刘少奇、彭真、罗荣桓、李济深、郭沫若等百余

位老一辈革命家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曾来馆参谒并留下了珍贵的

题诗题词。自建国以来, 纪念馆曾多次受到中央和地方等部门表

彰, 先后被授予“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德育基地”等荣誉称号。
(作者程鹏汉, 1942 年生, 东北烈士纪念馆研究部馆员;

程艳, 1970 年生, 东北烈士纪念馆助理馆员)

(责任编辑: 李仲明)

3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