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奥掀起滑雪热：80 多年前，曾有一支抗日救国、奋勇

杀敌的东北抗联“滑雪队”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 ”。昨天，2022 北京冬奥会圆满落幕啦！

从绝美的开、闭幕式到紧张刺激的比赛过程，相信关注赛事的小伙伴

们已充分感受到冰雪运动的独特魅力。  

 

 
    在这场 “速度与激情 ”的盛宴中，尤其受到关注的，是谷爱凌、苏翊

鸣等几位冬奥健儿的精彩表现。他们脚踩冰刀雪板，驰骋冰雪赛场，向



全世界展现出兼具实力和乐观、洋溢青春与自信的中国青年风采。其中，

又以苏翊鸣 “横跨 CCTV6 和 CCTV5”的神奇经历，尤为人们津津乐道。 

 
    原来，在成为一名专业滑雪运动员之前，苏翊鸣还是一位小有名气

的 “演艺人士 ”。在电影《智取威虎山》中，他 “本色出演 ”了一名滑雪本  
领高强的小战士——“小栓子 ”。  

影片里，我军剿匪侦察敌情要靠滑雪赶路。出发前，大人们特意叮  
嘱小栓子别掉队，结果出发后才发现，小栓子才是隐藏的 “滑雪大佬 ”。  
对此，很多看完比赛又重温电影的影迷笑称： “难怪苏翊鸣能拿冠军，  
人家解放前就会滑雪了！ ” 

 

 

 

雪上行军易隐蔽，东北抗联出奇兵  

 

《智取威虎山》的这段电影情节，展现了我军在东北作战的一个重要 “技  



能 ”——滑雪。在我国近代历史中，确实有支部队将滑雪引入军事作战， 
以此成功打击敌人。他们，就是大名鼎鼎的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联利用滑雪作战，最早是从东北抗联第七陆军（第七军）开

始的。众所周知，我国东北地区冰期长。一到冬天，抗联对日作战就面

临极大困难。不仅粮食短缺，环境恶劣，且草木枯萎、大雪覆地，部队

的隐蔽性也大大降低，战士们一旦被敌人发现就难以脱身。于是，受猎  
人脚踏滑雪板追赶野兽启发，第七军决定建立一支滑雪小分队。  

 
抗联队员使用的滑雪板  

 
滑雪行军无声无息，机动快捷，一夜急滑可行 200 多里山路，这使

得部队军事行动有了更大的隐蔽性。熟练掌握滑雪技术后，战士们经常

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撒传单、贴标语，让敌人昼夜不安。17 岁加入

抗联，有 “军中女杰 ”之称的庄凤曾这样回忆：“自从我们组织了滑雪队后，

形势有了改变。雪地行军，千里皆白，几十里外，就可发现敌人。滑雪

队穿山越岭，便捷无阻，迂回包抄，十分神速。 ” 
    1935 年 1 月，第七军军长李学福曾指挥一支滑雪部队，把从佳木

斯赶到饶河的日本侵略军引进雪深没膝的大旺砬子山峦里。正当敌人艰

难爬行之际，我抗联战士好似天兵突降，迅速向敌人发起猛攻，排枪齐

射，随后转移。经过连续三天的反复冲杀，歼灭日军 100 多人。  
慢慢地，抗联第七军中流行起这样一首歌： “雪板好，雪板好，不喂料

来不喂草，战士穿上满山跑，比敌人汽车快，比敌人马队好，追得鬼子

跑不了。 ” 

 

林海雪原忆英雄，雪上尖兵卫家国  



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军部队在东北地区仍然保留了滑雪这一 “传统

优势项目 ”。曾经亲历东北剿匪的曲波，就在长篇小说《林海雪原》里，

讲述了剿匪小分队的滑雪训练。  
    当时，面对上级交代的剿匪任务，杨子荣提出小分队首先要做的是

练习滑雪，因为骑马太不方便：“雪深绊马腿，树密碰马头，别扭极了！”
于是，到达夹皮沟后，小分队为顺利进山消灭座山雕，学会了滑雪。最

终，他们成功潜入深山密林，剿获了土匪座山雕及其属下。  

 

杨子荣烈士陵园中的 “小分队滑雪进山剿匪 ”浮雕  

 

时至今日，由于滑雪特别适合特种部队在雪原中高速机动、渗透突  
袭，其仍是我军在严寒地区冬季训练的重要项目。  

 



 

 

不过，与滑雪赛事较为光滑的场地不同，真实的户外环境更加复杂。

例如，东北大兴安岭地区，林木茂密，上坡下坡路段起伏大。战士们滑

雪执行任务，不仅需要高超的技巧，还需要强健的体魄。除此之外，滑

雪运动射击、雪地伪装、雪域巷战等也成了他们的 “必修课 ”。  

 



 

 

苦练多时后，很多官兵都成了身手矫健的 “雪山飞狐 ”。他们继承起

前辈的衣钵，继续在林海雪原中守护家国平安，成为新时代的 “雪上尖

兵 ”。  

 

主要参考文献：[1]黄金生 .“冬季最摩登之运动 ”现代冰雪运动在我国的开

展 [J]国家人文历史 ,2022(01):23~29.[2]徐艳 ,郝朝霞 .秘密参加远东战役

的东北抗联指导旅 [J]炎黄春秋 ,2021(09):2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