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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朝鮮義勇軍先遣縱隊入朝及其受挫

⊙ 金東吉

 

一、朝鮮義勇軍先遣縱隊成立

二戰後不久的1945年10月到11月初期間，在中國建立的一批朝鮮義勇軍即朝鮮義勇軍先遣縱隊，進

入朝鮮並遭到蘇聯當局和朝鮮當地領導人的反對，而回到中國東北。目前，蘇聯、朝鮮和中國等國

都尚未公佈有關資料。因此，從前的研究未能明確朝鮮義勇軍先遣縱隊進入朝鮮的動機、進入過

程、在朝鮮與蘇聯、朝鮮當局會談的內容以及回到東北的原因等。1本文以朝鮮義勇軍先遣縱隊隊

長韓青回憶錄為主，探索朝鮮義勇軍進入朝鮮有關問題。

1945年10月，韓青親自率領朝鮮義勇軍先遣縱隊從丹東經新義州進入朝鮮。韓青回憶錄是在20世紀

80年代寫成的，但尚未出版。韓青回憶錄詳細記述了朝鮮義勇軍先遣縱隊進入朝鮮的經過，以及進

入朝鮮後韓青在新義州和平壤兩地與駐新義州蘇軍司令、駐平壤蘇軍參謀長的會談，在平壤與金日

成的會談，韓青與平安北道人民委員會領導人的會談與談話內容等情況。到目前為止，在蘇聯與朝

鮮方面的資料從未公開過有關這些會談記錄的情況下，作為當事人之一的韓青對當時的回憶，就成

為能正確說明當時情況的唯一史料。

韓青很早就投身於獨立運動。1945年5月，韓青受冀熱遼司令李雲昌之命，在東北地區從事地下工

作。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瀋陽的朝鮮居留民會在瀋陽西塔朝鮮族中學（現瀋陽6中）召開抗

日戰爭勝利慶祝大會。韓青在大會上號召說：「我們要立即組織朝鮮義勇軍武裝隊伍，保護朝鮮人

民的生命財產，與日本殘餘勢力做最後鬥爭，爭取朝鮮民族的獨立與解放。我希望，朝鮮人積極參

加朝鮮義勇軍。」2

在瀋陽朝鮮人的積極參與下，1945年8月18日，韓青組建了朝鮮義勇軍獨立支隊，韓青本人任支隊

長，洪柱興任副支隊長，該支隊的總部最初設在瀋陽市皇姑區朝鮮族小學。之後，兵力不斷增加，

總部搬到了當時遼寧省政府瀋陽所在地對面的金星賓館。當時，朝鮮族青年蜂擁而至，隊伍不斷壯

大，朝鮮義勇軍獨立支隊很快擴大到9個連，人數達到1100人。3

9月中旬，冀遼熱軍區一批100餘名成員組成的朝鮮義勇軍先遣隊由朝鮮人周然率領向瀋陽進發，

朝鮮義勇軍先遣隊在旅途中吸收了350名朝鮮人，到達瀋陽時已經達到450多人。4韓青與周然是延

安朝鮮革命幹部學校的同學，互相很熟。韓青的兵力有1000多人，但由於日本投降後才組建而缺少

軍事經驗，幹部極少。相反，周然的部隊中有經驗的士兵較多。因此，韓青與周然商討決定，朝鮮

義勇軍獨立支隊與朝鮮義勇軍先遣隊合併，成立朝鮮義勇軍先遣縱隊，縱隊長由韓青擔任，洪柱興

任副縱隊長，周然任政治部主任，下轄12個連，共1500餘人。5

此時，在日本投降後的中國東北農村地區，朝鮮人和中國人之間的民族矛盾十分尖銳。6尤其是鄉



下土匪盛行，危害朝鮮人的生命與財產。因此，東北各鄉下的朝鮮人紛紛逃到了瀋陽、哈爾濱等大

城市或成群結隊回朝鮮。在此情況下，朝鮮義勇軍先遣隊的主要任務，是維持秩序、保護朝鮮人的

生命與財產安全以及不受地方土匪、不法分子的侵害。7

二、朝鮮義勇軍先遣縱隊進入朝鮮的原因及其過程

韓青回憶錄明確了朝鮮義勇軍先遣縱隊進入朝鮮的原因。朝鮮義勇軍先遣縱隊原來並不是為了進入

朝鮮而離開瀋陽的。這與從前的研究不同。8蘇聯向日本宣戰後第三天的1945年8月11日，八路軍總

司令朱德發佈第6號命令，命令：「朝鮮義勇軍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統帥所部，

隨同八路軍及原東北軍各部向東北進兵，消滅敵偽，並組織在東北之朝鮮人民，以便達成解放朝鮮

之任務。」9因此，中國延安的朝鮮義勇總部決定，關內各地的所有朝鮮義勇軍首先在瀋陽集結並

準備進入朝鮮。按朝鮮義勇軍總部的命令，各地區組建的部隊和先期抵達的朝鮮義勇軍部隊齊聚瀋

陽，都在等待延安來的朝鮮義勇軍司令部及其領導。10

1945年10月初，就在朝鮮義勇軍先遣縱隊在瀋陽等待朝鮮義勇軍司令部時，蘇聯向國民黨政府提議

商討蘇軍撤回事宜。11同時，瀋陽蘇軍司令部要求朝鮮義勇軍離開瀋陽，轉移到農村地區。12迫於

蘇軍的要求，朝鮮義勇軍先遣縱隊領導商討而決定率領部隊轉移到南滿的丹東、桓仁和通化等朝鮮

族集聚的地區，並有計劃地擴編部隊。該縱隊離開瀋陽於10月11日上午抵達丹東，準備去南滿地

區。抵達丹東後，朝鮮義勇軍就駐紮在丹東朝鮮人學校內。

就是朝鮮義勇軍抵達丹東的當天下午，丹東對岸朝鮮新義州的蘇軍司令就派來聯絡員，要求於12日

早上7時在鴨綠江口會面。10月12日早上7時，韓青與蘇軍司令進行了會談。在會談中，蘇軍駐新

義州司令正式要求韓青率部進入朝鮮，韓青遂於當天下午率朝鮮義勇軍進入新義州。13

朝鮮義勇軍先遣縱隊到達丹東之時，蘇軍駐新義州司令即派特使要求與韓青面談，由此可見，駐紮

於中國和朝鮮的蘇軍對於朝鮮義勇軍先遣縱隊的動向是十分關注的，也應該有過情報的交流與共

用。14此外，在當時的東北地區，中共與88旅所屬部隊等朝鮮人部隊也迅速在朝鮮人聚集地得以組

建。15東北的朝鮮人是當時中共在東北地區可利用的重要革命資源之一。16因此其他地區由朝鮮人

組建的武裝部隊都沒有進入朝鮮。

從韓青回憶錄看出，朝鮮義勇軍先遣縱隊不僅沒有進入朝鮮的計劃，而且與中共、朝鮮義勇軍總部

都沒有商量進入朝鮮一事，進入朝鮮的決定最終是由朝鮮義勇軍先遣縱隊領導在丹東當地自主決定

的。1945年10月12日早上的會談中，韓青與蘇軍司令的會談內容如下：

駐新義州司令：為甚麼您的部隊不渡江進入朝鮮呢？

韓青：我們的部隊能進入朝鮮嗎？

駐新義州司令：您不是朝鮮人部隊嗎？為甚麼不能？

韓青：如果您（指蘇軍）允許，我們將進入朝鮮。

駐新義州司令：現在，我們為了歡迎你們，特地動員了蘇軍的保衛人員和人民群眾。你們的部

隊就在12時渡江（指鴨綠江）吧。

韓青：如果蘇軍同意，我們將在12時渡江，進入朝鮮。17

三、朝鮮義勇軍先遣縱隊與蘇聯交涉及武裝解除



朝鮮義勇軍先遣縱隊進入朝鮮新義州後，蘇軍以波茲坦公告為據要求朝鮮義勇軍先遣縱隊解除武

裝。在這一過程中，雖然朝鮮義勇軍先遣縱隊領導人對蘇軍的要求表示了堅決的抵制，但在蘇軍強

大軍力的現實面前，也不得不同意將武裝解除並進行徒手訓練。181945年下半年期間，駐朝鮮蘇軍

不承認國外朝鮮人的獨立運動組織或武裝力量。因此，於1945年12月初朝鮮義勇隊司令員武亭、朝

鮮獨立聯盟主席金枓奉、獨立同盟副主席崔昌益、韓斌等70多名朝鮮義勇隊幹部以個人身份回朝

鮮。19

在朝鮮半島南部，也在發生同樣的事情。韓國臨時政府的武裝組織韓國光復軍人員回南韓時，美國

要求不僅解除光復軍武裝，而且臨時政府人員一律以個人身份回國。20由此推斷，蘇聯和美國間有

協議，即美國和蘇聯在朝鮮半島不承認任何國外朝鮮人武裝力量或獨立運動組織。10月12日朝鮮義

勇軍先遣縱隊到達新義州後，蘇軍駐新義州司令與政委要求縱隊長韓青、政治部主任周然說明朝鮮

義勇軍的性質，並命令其立即解除武裝。當時蘇軍司令、政委與韓青的談話內容如下：

韓青：我們的部隊是依據共產國際一國一黨的指導原則規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創建的朝

鮮義勇軍。朝鮮義勇軍在中國積極參加了抗日戰爭，是一個以鬥爭來爭取朝鮮民族最終獨立和

解放的武裝集團。我們不僅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我們的部隊內部，也都建有中國共產黨

的組織。我本人就是中國共產黨員，於1933年參加革命，延安抗大畢業後一直在中國共產黨的

領導下工作。

蘇軍司令：根據波茨坦五國會議規定，朝鮮半島南部由美軍佔領，北部由蘇軍佔領。因此，在

朝鮮半島除美軍和蘇軍以外，其他一切武裝部隊均要解除武裝。

韓青：那是針對日本帝國主義殘餘勢力的，是要解除他們的武裝的。我們是革命隊伍，絕不能

解除武裝。您是蘇聯共產黨和蘇聯紅軍，也絕不應該讓我們這樣做。

蘇軍政委：韓青同志，你是中國共產黨員，我是蘇聯共產黨員。蘇聯共產黨不是大哥嗎？我們

絕不是要弱化你們的革命力量，這是國際上的規定。這有甚麼辦法呢？

韓青：我認為，蘇聯紅軍這樣對待我們，是對我們部隊的性質有誤解。我們不能將槍口對準蘇

聯軍隊！因為這會為我們部隊和蘇聯的關係帶來負面的政治影響。因此，只能通過和平的方法

來解決。所以，我們現在將武器保存起來，進行不攜帶武器的徒手訓練。等您對我們部隊有更

深入的瞭解後才處理。這樣好吧？

蘇軍政委：我表示同意！21

四、韓青與金日成等朝鮮領導會談以及重返中國東北

朝鮮義勇隊先遣縱隊入朝鮮後，從蘇聯回到朝鮮不久的金日成，以及朝鮮本土的民族領導人，對朝

鮮義勇軍的性質與思想十分關注。22韓青的回憶錄顯示，蘇軍對從蘇聯回來的88旅的朝鮮人和原中

國朝鮮義勇軍的朝鮮人，持了完全不同的看法。23金日成一派為掌握朝鮮義勇軍的情況，派金日成

的親信金一列席了蘇軍司令與韓青12日的會談。24以後金日成還特地派88旅出身的安吉聽取了該部

隊成員對蘇聯共產黨，以及解放後在朝鮮的一系變化的意見。對此，朝鮮義勇軍先遣縱隊領導人毫

無猶豫地表露了對中國共產黨堅定的忠誠，以及對當前朝鮮的變化持批評的態度。正是他們的這種



認識，使金日成及駐朝蘇軍對該部隊產生了負面印象。關於解放後朝鮮的情況，韓青代表他的部隊

提出的四點意見：

（一）蘇聯對朝鮮人民的統治方式太嚴酷。我們朝鮮至今還像一個（蘇聯的）殖民地，因此我們應

當爭取廣泛的統一戰線政策。

（二）道黨委會是領導各道人民的核心，所以應當純潔，只有如此才能樹立黨的威信。但道黨委會

的成員中有一個人是舊時代（日本殖民地時期）員警。這必然會損害黨的威信。因此，建黨工作應

重新進行。

（三）保安隊是人民的子弟兵。因此，也應當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但是，人民對保安隊有

很多不滿，其原因是為甚麼？應加強政治思想工作。

（四）黨的各級基層組織不僅要有招牌，更重要的是要深入到群眾中去，組織人民群眾建立起強大

的群眾基礎。25

駐平壤的蘇軍第25軍司令部受命對韓青率領的朝鮮義勇軍部隊進行了調查活動。同時，金日成派他

的個人秘書安吉趕赴新義州，邀請韓青來平壤。此時，金日成與北朝鮮的本土實力代表性人物，著

名民族領袖趙晚植一起見到了韓青，針對入朝朝鮮義勇軍的處理問題，諮詢了韓青的意見。韓青向

金日成提出了處理朝鮮義勇軍的四種方法：

（一）未來朝鮮必定要創建自己的軍隊；因此，是否以我們部隊（指朝鮮義勇軍先遣縱隊）為主設

立軍官學校，培養軍事幹部？

（二）我們部隊也可以擔任國境警備任務；

（三）也可以擔任保安隊；

（四）如果以上條件都不能實行，將重返東北組建部隊。26

對於韓青留在朝鮮，擔負軍事任務的強烈要求，金日成勸告韓青說，"重返東北，按您原來的計劃

組建軍隊吧。"韓青與金日成達成了率朝鮮義勇軍重返東北的協定。有趣的是，趙晚植也與金日成

一道在平壤會見韓青。在金日成要求韓青返回東北時，他未發表任何反對意見，而持默認態度，因

此可以被認為，趙晚植也贊成金日成的意見。金日成剛剛從蘇聯歸來而在朝鮮國內他的基礎還沒有

鞏固，因此，1500餘人的朝鮮義勇軍武裝進入朝鮮對金日成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負擔。戰後初

期，朝鮮國內民族勢力也並不希望從中國來的一股勢力威脅到他們在朝鮮的地位。總之，1945年下

半年，從中國進入朝鮮的朝鮮義勇軍遭到了蘇軍、金日成及本土民族勢力等各方的一致反對和排

斥。

在與金日成達成重返東北協定的第二天，蘇軍第25軍參謀長會見了韓青，詢問入朝義勇軍的處理問

題。對此，韓青說明了與金日成面談的情況，並提出了要回武器重返東北的意見。蘇軍參謀長通報

稱，蘇聯政府不僅無法接受韓青向金日成提出的四條意見，而且朝鮮義勇軍還要繼續解除武裝而留

在朝鮮，不能回到中國東北。27蘇軍做出如此決定，是因為當時國民黨已經在東北展開接收工作，

朝鮮義勇隊如果從蘇軍管轄下的朝鮮返回中國東北，將會給蘇聯與美國、中國國民黨政府帶來不必

要的外交摩擦。

對於蘇軍參謀長的要求，韓青十分憤慨，怒氣衝衝地拍案而起，強硬地抗議稱：「你們要解除武裝

就解除吧。革命的蘇聯紅軍解除另一個國家的革命武裝力量也是蘇共中央無法容忍的事情，我將通



過中國共產黨向蘇聯共產黨提出正式抗議。如果這一問題激化成為兩國共產黨之間的問題，這完全

是您的責任！」並不斷反覆要求朝鮮義勇軍返回東北。在韓青強烈的抗議下，蘇軍參謀長最終同意

恢復朝鮮義勇軍的武裝，並返回東北。28韓青的朝鮮義勇軍先遣隊在新義州不僅得到了返還的武

器，還向蘇軍索要了日軍步槍500余支，輕機槍20挺，於11月5日回到瀋陽，與武亭的朝鮮義勇軍

總司令部得以會合。29

韓青領導的朝鮮義勇軍先遣隊返回瀋陽之前，武亭等朝鮮義勇軍領導已經到達瀋陽。根據中共中央

東北局的批示，30瀋陽的朝鮮義勇軍總部於1945年11月7日，召開朝鮮義勇軍軍人大會，決定將朝

鮮義勇軍編為1支隊（南滿）、3支隊（北滿）、5支隊（東滿）以及7支隊（吉林），分別開赴東

北的朝鮮人聚居區開展工作，並積極參加中國解放戰爭。31從朝鮮返回的朝鮮義勇軍先遣隊大部分

收編為朝鮮義勇軍一支隊，積極參加南滿解放戰爭。32

到目前為止，俄國以及朝鮮尚未公開朝鮮義勇軍先遣縱隊進入朝鮮的相關檔案。本文系根據當時的

當事人之一，即先遣縱隊縱隊長韓青未公開的回憶錄整理而成。這些新發現的韓青回憶錄有著的缺

點，即是以韓青本人一方的史料而做成。但從能還原當時不為人知的史實的可能性來看，其史料意

義無疑是十分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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