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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的
1931

年
9

月
18

日，

日本发动了武装侵略中国的战争。

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
14

年抗战随
即开始。

9

月
19

日，由日本关东军
司令官本庄繁署名的颠倒黑白、掩
盖事实真相的布告， 在沈阳等地大
街小巷四处张贴。 就在市民惊恐万
分，不知所措之际，无数份署名中共
满洲省委的《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
占领满洲宣言》（以下简称《宣言》）

亦在四处粘贴， 并在民众中秘密散
发、传阅着。这份宣言是我党第一个
抗日宣言，震惊国内外。起草这个抗
日《宣言》的，就是

1904

年
1

月出生
于河南省滑县， 后在河南大学求学
的赵毅敏（

1904-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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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一个抗日《宣言》诞生经过

（上）

蓄谋已久的事变

1931

年
9

月
18

日晚
10

时半左右， 日本
关东军在沈阳市郊柳条湖附近自行炸毁南
满铁路一段路轨， 反污中国军队所为，并
以此为借口，开始军事行动。一夜之间，日
本侵略者迅速占领了沈阳北大营、 兵工
厂、飞机场等军事要地及东北边防军司令
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等重要机关和东三
省官银钱号、 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等金融机
构。

当时， 国民党政府正集中力量进行反共
反人民的内战，对日本侵略者采取卖国政策，

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撤至山海关内。日
本侵略军乘虚而入， 于

9

月
19

日占领沈阳，

接着分兵侵占吉林、黑龙江。至
1932

年
1

月，

东北三省全部沦陷。

1932

年
3

月，在日本帝国
主义的扶持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
长春建立。从此，日本帝国主义把东北变成它
独占的殖民地， 全面加强政治压迫、 经济掠
夺、文化奴役，使东北

3000

多万同胞惨遭涂
炭，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 赵毅敏住在沈阳市南三经路
81

号。

9

月
18

日当夜，沈阳市兵荒马乱，炮声隆
隆。 对时局有清醒认识的赵毅敏听到枪声四
起，炮声轰鸣，立刻意识到这是日本人发动了
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

一个时期以来，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要发

动侵略中国战争的动向， 赵毅敏等中共满洲
省委和团满洲省委的同志一直在密切地关注
着，并将其阴谋行动向党中央作过报告。 同
年

4

月
24

日， 中共满洲省委在给党中央
的报告中指出，据军委调查，日本帝国主
义“在军事方面，驻军旅顺三个师团，辽阳
一个师团，长春三个师团，其他如四平街、

开原、铁岭、延吉等地人数不详。在延吉直
接开来许多自动车和飞机”。还明确地说，

“军事上增加军队， 建立兵营， 在长春野
操，以及在沈阳实地演习作战。 他要直接占
领满洲”。

7

月
7

日，中共满洲省委又就日本人
在长春附近挑起的万宝山事件指出，“万宝山

事件就是日本帝国主义预先准备作为借口出
兵满洲的一个阴谋”。

7

月
10

日，团满洲省委
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
侵略的准备， 在最近许多的事实上看来是更
加明显积极了。 ”报告中列举了大量事实，如
日军在朝鲜北部增加驻军，进行军事布置；在
大连、长春、安东进行军事演习；向张学良提
出中日铁路交涉问题；制造事端，屠杀中国民
众；破坏党团组织；利用万宝山事件煽动反华
风潮等。这些事实说明，日本帝国主义迟早要
发动这场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因此，日本发
动这一事变，对于满洲省委的同志说来，并不
感到突然。

明察秋毫的选择

赵毅敏原名刘，滑县牛市屯人，

1904

年
1

月
5

日生于一个书香人家。 之后，赵毅敏考
上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河南大学前身）

后，他的眼前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1924

年
继周恩来、 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之后他赴
法勤工俭学，

1925

年因参与声援国内五卅运
动被捕入狱，后他被驱逐出境，经德国辗转到
苏联东方大学读书。

1926

年， 他成为共产党
员。

1928

年年底，他要求回国，先在满洲绥芬

河共产国际地下交通站工作， 专门负责接送
来往苏联的中共干部，

1930

年赴沈阳出任中
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
生后，他代表省委连夜起草了《为日本帝国主
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号召中
国民众进行抗日斗争的第一篇宣言。

此时， 深更半夜的沈阳街面上到处都是
耀武扬威的日本兵。老百姓十分惊恐，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被炮声震醒的广大市民彻

夜未眠，纷纷询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赵毅敏敏锐地感到，在这种时候，中国共
产党一定要首先发表一个宣言， 要尽快告诉
群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省委的同志
分住在各地，时值半夜，日军挥舞战刀，横冲
直撞，到处抓人，不可能马上把大家召集起来
开会。

怎么办？ 他考虑到，自己是省委常委、宣
传部长，原省委书记刚刚在哈尔滨被捕，新的

省委书记又不了解情况， 无论是从领导的责
任，还是出于民族义愤，这个宣言必须由他来
写，而且事不宜迟，必须马上着手。于是，赵毅
敏就拿起纸笔，着手书写。 对于写什么内容，

告诉老百姓什么，可以说他早已成竹在胸。他
根据党中央历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
派的总方针，在日本侵略者的隆隆炮火声中，

在昏暗的灯光下，连夜赶写出《为日本帝国主
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

吹响抗日号角

宣言要告诉老百姓些什么？ 赵毅敏当时
主要写了三个方面内容：第一，日本武装占领
沈阳，是其“大陆政策”和“满蒙政策”的必然
行动， 是日本军国主义阴谋已久的侵略；第
二，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主义；第三，号
召工农兵劳苦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进行武装斗争， 这样才能将日本帝国主义驱
逐出中国。

9

月
19

日晨，日军刚刚占领沈阳城，在硝
烟弥漫和敌人大肆捕人、杀人的情况下，中共
满洲省委在沈阳小西边门附近省委秘书长詹

大权家召开了紧急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省委书记、组织部长、军
委书记、省委秘书长，还有宣传部长赵毅
敏。 会上，大家讨论了日本帝国主义武装
占领沈阳后的紧急形势和当前各种紧迫
工作任务。

鉴于形势紧急， 国民党政府又奉行不抵
抗政策，东北人民处于绝望之中，为号召和组
织东北人民行动起来， 进行抗击日本侵略军
的斗争， 决定就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强占满洲
事变一事，以省委的名义发表一个《宣言》，并

由宣传部长赵毅敏负责。

这一决定与赵毅敏的想法完全吻合。 于
是，他拿出自己连夜起草的《宣言》草稿，经大
家研究讨论， 补充了刚得到的南满铁路沿线
各城镇亦被占领的内容，修改完后，通过了这
个《宣言》。 随之，《宣言》交由省委秘书处同
志立即刻字，进行油印。当天，印好的大批
《宣言》被秘密发送到党员手中，接着又由
党员散发到工厂、学校、商场和老百姓的
院子里，张贴在墙上和电线杆上……这份
《宣言》 文字并不长， 简明易懂， 铿锵有

力，主旨鲜明。 它是中国共产党针对九一
八事变发表的第一个反对日本侵略的宣
言。它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急的关键
时刻代表中华民族最高利益的立场， 充分揭
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罪行，驳
斥了事变的因由是“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
路”的无耻谣言，批判了国民党政府的不
抵抗政策， 号召广大工农兵劳苦群众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罢工、罢课、罢市，发动游击战
争，将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据《河南法制报》）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人民流离失所（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