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述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

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

石建国

内容提要 朝鲜义勇队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在华朝鲜反日独立运动人士

组成的国际抗日武装力量。1941 年初, 其主力由国统区转移到华北敌后抗

日根据地,并改称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 与八路军并肩作战,为中华民族的解

放事业做出杰出贡献。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的战斗业绩值得人们重新评价

和认识。

关键词 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 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中国人民的抗日烽火中,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华北敌后抗日

根据地活跃着一支由朝鲜人民的优秀儿女组成的抗日队伍 朝

鲜义勇队华北支队。他们战日寇, 抓敌特,散传单,阵前喊话,出生

入死,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其中有的还为中韩两民族的共同利益,

英勇牺牲,长眠于中国的大地上。历史是不能忘却他们的。

一 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朝鲜义勇队是韩国在华独立复国人士组织的一支抗日武装力

量,它诞生于中国的抗日烽火中。1937 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几十年来孤军奋战的韩国独立复国人士立即行动起来,其中一直

在中国坚持反日复国斗争的朝鲜左翼各党派, 在以金若山为领袖

的朝鲜民族革命党的积极推动下,于 1937 年 11月组成了统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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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质的抗日组织 朝鲜民族战线联盟。同时, 具有中国! 军

方∀背景的朝鲜民族革命党,又积极努力,多方奔走,获得中国国民

政府同意,于 1938年 10月 10日, 在炮火纷飞的武汉, 成立了韩国

独立复国人士梦寐以求的中国关内地区第一支抗日武装力量

朝鲜义勇队。

朝鲜义勇队成立后, 立即投身于中国抗日战场。在 1938

1940年的两年间,朝鲜义勇队!曾转战 6个战区, 13个省份##协

助中国军队的政治部,创办许多简易日语训练班, 训练了 6万余名

对敌工作干部。在前线及敌人后方曾印发中韩文小册 5 万份, 传

单 51万张,标语 40余万份##曾经参加了湖北会战、鄂北三次会

战、昆仑关争夺战、中条山反扫荡战,并曾参加了抚州、通城、通山、

大沙坪、崇阳、铁丝岗、锡山、羊楼司、滑水塘、奉新、新建等地的战

斗∀。∃ 然而,尽管朝鲜义勇队战绩卓著, 但在国统区的活动却不

尽人意,受到了中国国民党政府的限制和干扰,特别是自中国抗战

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权出于自身的阶级意识和党派意识, 对

共产党等左翼力量采取了限制、打击的政策, 这种变化当然影响到

了它对朝鲜民族战线联盟和朝鲜义勇队的态度。国民党!党方∀系

统出于偏见和意识形态分歧, 开始积极支持韩国独立运动右翼政

党韩国独立党及其领导的韩国临时政府筹建韩国光复军, 藉以排

斥和压抑朝鲜民族革命党和朝鲜义勇队。% 在此种情况下, 1940

年 11月, 朝鲜义勇队在重庆召开富有深远影响和意义的第一次扩

大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将以前在前敌开展工作为中心的工作方针,

改为以敌后工作为中心的方针。朝鲜义勇队总队长金若山是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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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的积极倡导者和决定者。据金若山夫人朴次贞女士写的&渝

城散记∋记载, 金若山在他写的&三年来朝鲜义勇队与今后工作方

针∋一文中指出: !义勇队本身是干部团,而不是群众团体, 是一种

半军事政治集团。为着它本身的发展, 必须争取敌后同胞, 同时要

把他们武装起来,成为直接参加战斗的武装队伍##我们知道, 只

在华北一带已有朝鲜同胞 20余万。我们只要不怕困难,不怕牺

牲,深入到他们里面去,把他们教育起来,组织起来,就有可能使他

们自动地参加到我们这方面来,为朝鲜革命和中国抗战服务,或者

使他们在当地发动反日反战运动。他们是我们建军运动中士兵的

基本来源。∀ ∃ 除了上述因素外, 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还有, 1939

年朝鲜义勇队第二支队内正式秘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 直属

新四军党委领导。% 中国共产党对部分朝鲜义勇队队员实施组织

上领导,具有重要意义,它直接影响了朝鲜义勇队大部分队员向华

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大转移。

为贯彻扩大干部会议决议, 实施将义勇队集中开赴华北敌后

地区从事反日游击战的方针, 朝鲜义勇队总队部于 1941年春将各

支队调至河南省洛阳进行了为期 3个月的整训。随后, 朝鲜义勇

队各支队先后分 4批北渡黄河, 进入华北敌后地区。朝鲜义勇队

第一批北上部队为第三支队和第一支队队员混编而成的混编支

队。该支队支队长为朴孝三, 政治指导员为石正, 队员共 30 余

人。( 最后一批北上部队由文正一率领,于 1941年秋离开洛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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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抵达辽县(今左权县)桐峪,与早已抵达该地的朝鲜义勇队队员

会合。至此,朝鲜义勇队绝大部分成员都来到中国华北地区,开始

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联合, 并肩对日本侵略者作战。

关于此次朝鲜义勇队的战略大转移, 在国民党的官方档案中

都有明确记载。1941 年 10 月 29日, 国民党中统局在&朝鲜各党

派活动近况报告∋中就指出: !朝鲜民族革命党内部分子,素称复

杂。自第二次欧战以来, 日苏签署协议之后, 该党不稳份子认为中

日战局将改观, 于是纷至陕北活动##据闻朝鲜义勇队分队长朴

孝三及号称朝鲜民族革命党灵魂之石正,均已前往。∀ ∃

1940年朝鲜义勇队决定深入华北敌后, 石正是这一方针的积

极拥护者和执行者。他在临行前与李贞浩拜访韩国临时政府主

席、韩国独立党领袖金九时说: !我们这次召开的干部扩大会议很

重要, 根据朝鲜义勇队建立两年的实践, 我们深深认识到, 应该到

敌后和正在那里浴血奋战的中国八路军一起投入战斗。∀ % 不久,

他便和朴孝三率领的第二支队去了洛阳,并具体负责和指导汇集

洛阳的各支队的整训工作。此后, 他又与朴孝三亲率混编支队第

一个进入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其他各支队相继成功进入敌

后抗日根据地起了先导和表率的作用。

二 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的战斗业绩

1941年夏,陆续转移到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朝鲜义勇队各

支队,经八路军总部安排,集中汇集到了八路军总部所在地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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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辽县的桐峪镇。同年 7月, 朝鲜义勇队宣布改称为!朝鲜义勇队

华北支队∀,支队长朴孝三,队本部设在桐峪镇上武村, 下辖一、二、

三支队及留守队, 并接受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的领导。∃ 朝鲜义

勇队华北支队名义上仍沿用朝鲜义勇队的名称, 并且名义上仍辖

属于在重庆的朝鲜义勇队总队部; 同样,重庆的朝鲜民族革命党和

朝鲜义勇队总队部也承认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为其所辖属, 并为

保持这种辖属关系进行过各种努力。例如, 1941年 9月, 金若山

曾派朝鲜民族革命党的创始人之一金白渊(金抖奉) ,以去韩国光

复军活动区为名,前往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与朝鲜义勇队华北支

队一起战斗。% 但是, 实际上自在华北敌后地区的朝鲜义勇队改

编为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后, 它就不再接受和保持与重庆朝鲜义

勇队总队部的领导和辖属关系了。因此,从 1941年 7月至 1942

年 7月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宣布改编为!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

这是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独立活动和存在的历史时期。

当朝鲜义勇队各支队陆续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转移时, 正

是抗日根据地受到日军疯狂!扫荡∀,日渐陷入严重困难的时期。

日军在侵华战争初期, 把主要兵力用于正面战场作战。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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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区,尽量集中兵力,确保对铁路和主要交通线上的城镇等地的

占领,即所谓的点、线占领。从 1939年开始, 侵华日军便开始将进

攻的重点转向华北,特别是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实现!稳定占领

区,确保华北治安∀的目标, 1939年 9月新到任的日本华北方面军

司令官多田骏, 提出了所谓的!囚笼政策∀,并从 1941年春开始推

行!治安强化运动∀。从 1941年春至 1942年 10月,日军在华北先

后进行了 5 次大规模的!治安强化运动∀, 总计在千人以上的! 扫
荡∀共达 174次之多。

面对严重的困难,抗日根据地军民并没有被吓倒, 而是积极行

动起来,与日军展开了反封锁、反!蚕食∀、反! 扫荡∀的激烈斗争。

于是, 刚刚成立的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 便立即投身于打击日寇、

保卫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行列中。从 1941年 7月 1942年 8月,

在同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的斗争过程中,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

的主要工作业绩为:

第一, 组建武装宣传队, 配合根据地人民的反!扫荡∀斗争, 对

日伪积极开展政治宣传攻势。

在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的领导下,擅长对敌宣传的朝鲜义勇

队华北支队,曾组建了若干支武装宣传队,积极配合八路军展开对

敌宣传工作。例如, 于 1941年 5月创刊于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

&解放日报∋就曾报道说: !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为配合我军对敌作

战,乃在所属之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内编成武装宣传一队, 全体队

员均佩新式武器##已首途开赴最前线,进行瓦解敌军及唤醒沦

陷区朝鲜人民之工作。∀ ∃ 在抗日根据地向日伪发动的 9 次政治

攻势中,包括向敌占区、游击区张贴标语,散发传单,送抗日报刊和

画册、书籍,发放专为敌占区办的宣传品,用喇叭对据点内的日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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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上课等,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总

计从 1941年 7月至 1942年 8月, 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共散发中、

日、韩文传单 3万多张, 漫画 4万多张。% 他们的努力, 构成了抗

日根据地军民打破日军!治安强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积极配合八路军,与日寇英勇作战。

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成立后, 在担负紧张而又充满危险的宣

传工作的同时, 还积极配合八路军, 对日寇英勇作战。从 1941 年

7月至 1942年 8 月, 共计参加大小战斗 40 余次。( 比较重要的

有: 1941年 10月 6日的河南省安阳观台战斗, 1941年 12月 12日

的河北省元氏县胡家村战斗和山西麻田战斗等。

1942年 5 月, 日军执行针对太行根据地的 C号作出计划, 出

动 2 5万余人, 从四面向太行山根据地腹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合

击,妄图聚歼八路军主力。由于日军事先严密封锁消息, 加之, 后

方机关人员庞大,行动迟缓,结果 5月 24日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

北方局等机关以及随同八路军总部一起活动的朝鲜义勇队华北支

队等 1万多人, 被日军包围在偏城和辽县交界的南艾铺、十字岭一

线。5月 25日拂晓, 1万多日伪军在飞机掩护下, 从四面!铁壁合

围∀, 情况十分紧急。八路军总部警卫部队和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

30多名队员奉命据险抗击, 掩护总部机关突围。战斗异常激烈。

战斗至黄昏,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等机关大部突围。) 29日,担任

掩护任务的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部分队员不幸被日军包围。朴孝

 135 

简述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

∃

%

(

)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 ( 1939 1949) ,第 135 136页。

&新华日报∋1943年 1月 10日。

杨昭全:&朝鲜义勇军抗日战史∋ ,黑龙江出版社 1995年版,第 174页。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 ( 1937 1949) ,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129 130

页。



三支队长率部英勇作战, 于夜间袭击日军, 激战 5 小时, 冲出重

围。∃ 由于在此次反!扫荡∀中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队员英勇作

战,同八路军总部警卫部队掩护总部首长突围,战功突出, 战斗结

束后, 八路军总部首长奖给他们一挺轻机关枪, 并在枪柄上刻了

!为了共同理想我们永远站在一起∀的赠言。% 在此次战斗中, 朝

鲜义勇队华北支队重要成员、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负责人之一石

正(尹世胄) ,中共党员、太行区党委党校副校长、华北朝鲜青年联

合会负责人之一陈光华(金昌华) , 朝鲜义勇队干部胡维伯(南基

东)等光荣牺牲。(

第三,创办朝鲜义勇队干部训练班,培养从事武装反日斗争的

军事干部。

学校是人才的摇篮。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从现实斗争的需要

出发,十分重视对干部和队员的教育和训练, 以培养对敌斗争的军

事干部和人才。在支队成立不久, 就于 8月份在山西桐峪八路军

总部所在地创办了朝鲜义勇队干部训练班(随后改名为!朝鲜青年

革命学校∀) ,由武宁担任校长, 以石正、崔昌益、朴茂、王志延等为

委员。) 这是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有计划、有系统地训练和培养

干部的开始。它直接为韩国独立复国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

三 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奋斗的伟大意义

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奋斗的历史, 过去由

 136 

&抗日战争研究∋ 2003 年第 3 期

∃

%

(

) 石源华:&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事∋ ,第 274 275页。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 ( 1939 1949) ,第 247页。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 ( 1939 1949) ,第 247页。

杨昭全:&朝鲜民族革命党与朝鲜义勇队∋ ,第 231页。



于各种原因,没有得到应有的正视和客观的评价。今天,随着中韩

两国人民交流的加深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日渐

深入,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的奋斗, 具有不平

凡的意义。

首先,对中国人民来说,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的广大将士是伟

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是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国际友

人。

活跃在太行山上的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 是最早在华北敌后

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的外国友人组成的武装部队。∃ 他们的

英勇奋斗, 是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抗日斗争的最有

力的支持。他们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即以消灭阶级剥削和民族

压迫为奋斗目标)的最彻底的实践者和奋斗者,用生命和鲜血谱写

了一曲国际主义的赞歌,也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当石

正等英勇牺牲后, 7月份,中共中央北方局及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就

联合制定了&纪念朝鲜义勇军烈士办法∋,规定: !一、国际革命战友

朝鲜义勇队,为了中韩民族的解放,不辞劳瘁,不避艰难,在敌人后

方和我们并肩携手, 共同对敌人作顽强的搏斗,不幸在这艰苦斗争

中,该队石正等同志先后光荣牺牲,这是对中韩两大民族的巨大损

失。为了追悼先烈, 并永远纪念这伟大珍贵的国际革命友情,决定

9月 18日在太行区某地举行会葬典礼, 并定由区党委、一二九师

政治部同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与边区政府筹备举行。其它各地区

应在∗九一八+ 纪念会中, 报告诸烈士英勇牺牲的事迹, 并为默哀 3

分钟。二、60年来,朝鲜人民度着悲惨的亡国的日子, 受尽了日本

强盗的摧残和欺凌。但他们的革命志士参加了我们的抗日战争。

他们始终活跃在我们的各个战场上,这种坚定不拔的意志, 不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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挠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全体军民向他们学习的。三、为了使朝鲜诸

烈士英勇斗争的事迹,使之久远,并使我军民了解中韩两大民族解

放运动中的密切关系,决定将诸烈士生前从事革命运动的经历, 编

成学校的教材与战士课本,各级军队与宣传教育部门, 应负责进行

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务期广大军民从实际行动中以国际主义的

友爱, 进一步爱护和帮助朝鲜战友,大家并肩携手共同战斗, 在反

对日本法西斯的战斗中, 求得中韩两大民族的彻底解放。∀ ∃ 用崇
高的礼节来纪念石正等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这本身就是中国人

民对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广大将士的崇高评价和肯定,也是他们

高扬国际主义精神的结果。

其次,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本身又是民族解放事业的英勇承

担者和战斗队伍,是最彻底的民族主义战士和爱国者。毫无疑问,

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最终的奋斗目标是谋求本国、本民族的独立

和解放,是为着推翻日本殖民统治而奋斗的战斗队伍。因为压迫

和剥削韩国人民的日本帝国主义是中韩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只

有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朝鲜民族才能得到解放。

第三,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 凝

结了一段中韩两国人民之间的特殊友谊。它是两国人民之间友

好、合作的象征,团结、进步的标志。

(作者石建国, 1964 年生,青岛科技大学政法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 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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