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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韩军政署是延边地区武器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朝鲜人反日团体。１９１９年“三·一三”反日

独立示威运动以后，受延边地区如火如荼地进行的反日武装斗争的影响，大韩军政署创建了西大坡反日基地，

积极开展建立反日武装部队、成立士官练成所、募集军费、购买新式武器装备等一系列反日基地建设活动，为开

展反日武装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延边地区抗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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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韩军政署是延边地区武器装备最好、战斗

力最强的朝鲜人反日团体。“三·一三”反日示威

运动被镇压以后，大韩军政署创建了西大坡反日

基地，组建了反日武装部队，成立士官练成所，培

养军事人才，募集军费，购买武器，积极开展反日

基地的建设活动。在此基础上，与洪范图指挥的

朝鲜人联合部队协同作战，取得了青山里战斗的

伟大胜利。
史学界对大韩军政署的研究成果丰 硕，特 别

是韩国的慎镛厦、朴烜等教授对大韩军政署的成

立及其反日活动、在延边地区反日民族运动中的

作用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透彻的研究。本文在前人

研究的基础上，着重论述大韩军政署的反日基地

建设活动，以期进一步阐述大韩军政署在延边地

区抗日斗争中发挥的作用。
一、大韩军政署的成立及其组织机构

（一）大韩军政署的成立
大韩军政署成立 于１９１９年１０月，其 前 身 是

１９１１年３月成立的 重 光 团。１９０９年１月１５日，
罗哲、吴赫等在汉城济洞创建了大倧教。［１］大倧教

作为开展爱国救国运动的宣传组织，崇拜檀君，倡
导民族意识。

朝鲜被日帝吞并以后，作为民族宗教的大倧教

受到限制。于是，大倧教教主罗哲为了便于开展传

教活动，决定把总部转移到中国东北地区。经过实

地考察，于１９１１年在和龙县三道沟的青波湖设置

了总部，并建立教堂，宣传大倧教，很多逃亡到此的

反日志士加入了大倧教。１９１１年３月大倧教东道

本司负责人徐一等人创建了反日团体———重光团。

１９１９年４月，以大倧教教徒和孔教会教徒为中心，
联合其他宗教信徒成立了“大韩正义团”。其总部

设在汪清县德源里，由徐一任团长。

１９１９年８月，大韩正义团为了开展武装斗争

组建了“大韩军政会”，还决定聘请新民会的武官

金佐镇等人组建独立军并训练敢死队。这一决定

立即引起了孔教会的不满。因为新民会是主张共

和主义，而孔教会则是支持君主制的复辟主义，两
者之间理念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大韩军政会与

新民会的合作必然引起孔教会会员的强烈不满。
因此，李珪、金星极、姜受禧等脱离大韩正义团后，

·１８·



先后建 立 了“大 韩 光 复 团”［２］和“大 韩 正 义 军 政

司”［３］等反日团体。

１９１９年１０月，大 韩 正 义 团 吸 收 新 民 会 成 员

以后，合并“大韩正义团”和“大韩军政会”成立了

“大韩军政府”，并设立了总裁府和司令部。总裁

府主要以大倧教系统为主，主管民政、民事（原大

韩正义团的业务）等；司令部主要以新民会系统为

主，专管军事（原大韩军政会业务）。大韩军政府

的总裁由徐一担任，副总裁由玄天默担任，司令官

由金佐镇担任。
大韩军政府成立之后，上海临时政府于１９１９

年１２月发出《国务院第２０５号令》，把“大韩军政

府”改称为“大韩军政署”，并承认其团体为上海临

时政府属下的独立军军事机关。当时，在西间岛

地区有“西路军政署”，因此，上海临时政府把成立

于北间岛（延边）的“大韩军政府”称之为“北路军

政署”。然而，原大韩军政府虽然接受上海临时政

府的领导，但很少使用“北路军政署”的名称，在一

般情况下大都使用“大韩军政署”称号。
（二）大韩军政署的机构设置
大韩军政署为了有效地开展反日武装斗争把

组织机构分为中央本部和地方分局。中央本部主

要负责招兵、募集军费、武器购入、教育、训练等军

事方面的事务。其下设财务部、经理局、稽查局、度
支局、招募局等，并对军费的分配及使用进行严格

管理。大韩军政署又在吉林设立分署，主要负责吉

林地区反日运动者的联络和与中国政府的交涉。
大韩军政署的中央本部由总裁、副总裁、司令

官、参谋长、局长、课长、队长、大队长、中队长、小

队长等１２５名要员组成。值得关注的是，在 这 些

要员名单中有金嘉镇、崔在亨、林昌世等名誉顾问

和西路军政署司令官池大永（池大亨、李青天）及

参谋长金东三的名字。由此可见，大韩军政署与

其他地区的朝鲜人反日团体有着密切的联系，特

别是与南满地区西路军政署的关系尤为密切。
大韩军政署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管理，设 立 了

地方 分 局，即 警 信 分 局。１９２０年３月２日，大 韩

军政署根据《大 韩 军 政 署 章 程》第２４条，制 定 了

《警信分局规则》，并在各地设置了警信分局。据

不完全统计，截至１９２０年７月，大韩军政署先后

在春明乡中庆里、春华乡大坎子中村等３９个地方

建立了警信分局。
警信分局作为大韩军政署的地方组 织，其 职

能非常广泛：
（１）作为通信组织，起到了在中央本部与地方

组织之间上传下达的作用；
（２）执行军费的募集和招兵的任务；
（３）根据需要，必要时还执行武器运输的任务；
（４）作为情报机关，通过设置在各地的分课搜

集日 军、中 国 军 队 和 其 他 团 体 的 情 报，并 及 时 汇

报，以便中央本部决策；
（５）通过在各地方安排警护员，执行护卫大韩

军政署干部的任务；
（６）执行保护朝鲜人居民的任务，如朝鲜人居

民被劫持时，负责解救工作。
正因为警信分局起到如上重要作用，日 本 情

报部门把警信分局看成是眼中钉，经常搜查、拘捕

警查员和通信员。
二、西大坡反日基地的建立及其建设

（一）西大坡反日基地的建立
大韩军政署成立之初，以汪清县德源 里 作 为

反日基地进 行 了 一 系 列 活 动。但 到 了１９２０年２
月，为了更好地开展反日武装斗争，所以把反日基

地转移到汪清县西大坡十里坪。大韩军政署首先

在西大坡修建了兵营和训练场。
大韩军政署在选择基地时，为了避开 敌 人 的

“讨伐”，着重考虑了易守难攻、便于转移的战略要

地。西大坡作为武装斗争基地具有如下特点：
（１）从西大坡基地往东约走１００里可到达珲

春县的荒沟，往东北约走１００里可到达汪清县的

罗子沟，往 北 可 通 往 苏 联 烟 秋 地 区，往 南 约 走

１４０—１５０里可到达通往凉水泉子方面的交叉点。
西大坡四通八达，是进行运动战的理想之处。

（２）西 大 坡 基 地 离 小 汪 清 约 有９０多 里。当

时，西大坡周围全是树木茂密的深山，从小汪清到

西大坡基地只有山间小路。大韩军政署在西大坡

创建反日基地以后，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修建了只

够牛车 通 行 的 小 道。但 西 大 坡 到 兵 营 的 其 余 约

３０里路程是 只 能 用 人 力 才 能 运 送 物 资 的 深 山 密

林，具备难攻易守的自然地理条件。
（３）西大坡基地离大汪清约有７０多里。从大

汪清沿着弯曲的小溪约走４０里就到达一个叫作

一次岛（约有３０户的朝鲜人村落）的岛型村落，从
一次岛再向前约１０里是二次岛（约有２０户的朝

鲜人村落），从二次岛约走１０里可到达三次岛（约
有１０户的朝鲜人村落），从此地约走５里是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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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约有１０户的朝鲜人村落），再向前走约５里可

到达十里坪。十里坪东北方向约２５里即为大韩

军政署练兵场所在地。从十里坪到训练场的前５
里修了勉强可通牛车的小路，但剩余的２０里是单

人步行也很艰难的狭窄山路。这种自然村落和不

便的交通条件，就像多层次的军事堡垒，有利于防

范日军或中国军警的突然袭击。
大韩军政署把反日基地建在西大坡密林之中，

除了上述特点以外还有如下原因：一是大韩军政署

的群众基础没有大韩国民会那么好；二是大韩军政

署与地方政府缺乏人际交流，因此容易受到中国军

队的取缔。正因为如此，大韩军政署把反日基地从

德源里转移到了深山密林中的西大坡。
大韩军政署创建西大坡基地以后，为 了 有 效

地开展武装斗争，进行了一系列的基地建设活动。
（二）西大坡反日武装运动基地的建设活动

１．建立了反日武装部队。大韩军政署为了组

建武装部队以“自愿”的原则，在各地广泛招募人

员后，集中到西大坡基地。
（１）从大韩正义团时期招募的１　０３７名“敢死

队员”中选拔一些人员到西大坡基地。［２］

（２）在延边各地招募独立军志愿者。到１９２０
年３月，约有３００名志愿者来到了西大坡基地。［２］

（３）在 其 管 辖 地 区 内，从 每 区（３０户 为１个

区）１８－３５岁之间身体健康并自愿加入的人员中

选拔１５－２５名，其中完全符合各项条件的立即入

队。３５岁 以 上 有 一 定 知 识，而 且 在 地 方 有 威 望

的，将其任命为各部队或各区干部。［２］

（４）以朝鲜咸镜北道地区为主，从朝鲜国内招

募部分人员。［４］此外，又在俄罗斯境内招募朝鲜人

青壮年，集中到西大坡。［３］

大韩军政署通过上述途径和方法招 募 兵 员，
并发放一定样式的“军券”，证明其为独立军士兵。
已被招入但居住在基地以外的持有“军券”人员称

为“在乡军人”，在家候命。［３］

大韩军 政 署 武 装 部 队 的 编 制 为 小 队———中

队———大队。其中小队为５０名，２个 小 队 编 成１
个中队，４个中 队 编 成１个 大 队，１个 中 队 为１００
人，１个 大 队 为４００人。［５］此 外，大 韩 军 政 署 还 有

２００名警备队 员，他 们 主 要 负 责 保 卫 大 韩 军 政 署

基地和 总 裁 府 及 前 方 哨 所。１９２０年７月２２日，
警备队更名为“模范队”，并由士官练成所教官李

范奭兼任中队长。

关于大韩军政署武装人员情况，据一 位 曾 被

大韩军政署俘虏，并在西大坡拘禁一段时间后逃

跑的日军密探报告：在西大坡根据地全副武装的

军政署军人约有６００名，士官练成所的学生约有

３００名，其他约有２００名（警备队）。［６］

另据日军１９２０年７月１日的情报，当时大韩

军政署武装部队的分布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大韩军政署独立军的大队配置［２］

司令官：金佐镇

大队 大队长 驻地

第１大队 李　良 汪清县 春明乡 西大坡 上村

第２大队 杨春锡 汪清县 春明乡 西大坡 榆树河

第３大队 任度准 汪清县 春明乡 西大坡 大坎子

第４大队 玄　甲 延吉县 守信乡 二道沟

　　随着大韩军政署武装部队的不断发展壮大，

其他地区的很多有名的反日义士纷纷来到西大坡

基地，从 而 进 一 步 增 强 了 大 韩 军 政 署 的 战 斗 力。

例如，１９２０年８月，曾任旧韩国军副尉的金奎植、

洪忠植，参尉金灿洙及朴亨植等与西路军政署派

遣员李成奎一起从汉城来到了西大坡基地；旧韩

国军武官金赫、柳佑锡等从抚松县来到了西大坡

基地。因此，大韩军政署在面临日军的“讨伐”即

将进行基地转移之时又组建了１个大队，任命金

思稷为大队长，金奎植、洪忠喜、金灿洙、吴祥世为

中队长，李教性、许活以及１０名士官练成所毕业

生为小队长。［２］

大韩军政署 还 组 建 了 机 关 枪 中 队，并 下 设２
个小队。其第１小队长为金德善，第２小队长为

崔麟杰。［６］机关枪中队的组建有效地提高 了 大 韩

军政署的战斗力。

２．成立了士官练成所。大韩军政署在建立反

日基地、组建武装部队的同时，加强了对武装人员

的培训。大韩军政署司令官金佐镇被委任创建武

装部队的重任以后，首先聘请优秀教官。１９２０年

２月初，以这些优秀教官和军事人才为主，金佐镇

在汪清县西大坡上村基地设立了“士官练成所（武
官学校）”。

大韩军政署设立士官练成所以后，从 年 龄 在

１８到３０岁之 间，而 且 受 过 初 等 或 中 等 教 育 的 身

体健康的优秀青年当中，选拔３００人作为士官练

成所的第一届学员。据日军资料，当时士官练成

所的学员中８０％是普通学校的毕业生，２０％是受

中等教育或具有同等学历的学生。［６］其中，值得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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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是，在占８０％的 普 通 学 校 毕 业 生 中，除 了 居

住在东北地区的朝鲜人青年外，还有很多来自朝

鲜国内的反日爱国青年。
大韩军政 署 的 士 官 练 成 所 由 金 佐 镇 担 任 校

长，下设教授部和学徒团。罗仲昭任教授部部长，
李范奭任本部教师，朴宁熙任学徒团团长。

士官练成所对学生进行了为期６个月的强化

训练。教材采用新兴武官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

校、俄罗斯士官学校、旧大韩帝国陆军武官学校的

军事教材，科目分为步兵操典、军队内务书、筑城

教范、陆军刑法、陆军惩罚令、步枪使用法、体育、
叫令法、部队指挥运用法、中国语、铳枪 术 等。但

入学初期，以枪械使用法、体操等学科为主。
军事训 练 基 本 上 采 用 旧 韩 国 军 训 练 法。此

外，还聘请俄罗斯士官学校骑兵科出身，并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中担任过骑兵大尉的姜弼立为士官练

成所临时教官（兼任司令部副官），采用部分俄罗

斯的训练方法。
大韩军政署士官练成所对士官进行了严格的

军事训练。他们每天进行高强度训练，有时制作

日军的模型进行实弹射击训练，有时还把士官分

成南、北两队，进行对抗训练。学员接受６个月的

教育和军事训练后可拿到少尉资格，并能够担任

小分队的指挥官。

１９２０年９月９日，大韩军政署在汪清县西大

坡十里坪举行了士官练成所第一届毕业典礼。大

韩军政署把士官练成所２９８名毕业生组建为“教

成队（研成队）”。教成队的成员大都接受过严格

的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因此成为了大韩军政署

的主力部队。

３．积极 开 展 了 军 费 募 集 活 动。开 展 武 装 斗

争，就需要武器和军需物资，而购买这些物资就需

要大量的军费。军费是武装独立运动成败的一个

关键因素，因此各反日团体都非常重视军费的筹

集，大韩军政署也不例外。
大韩军政署为了募集军费，并合理使 用 这 些

资金，首先在总裁府的财务部下设了募捐局、度支

局、经理局，加强了对军费的募集及管 理。同 时，
为了做好军费的募集工作，组织了８个募捐队，各
队由１名队长及１２名队员组成。［４］

大韩军政署主要通过如下方式募集军费：
第一，组织募捐队在管辖区 内 募 集 军 费。大

韩军政署向各地派出募捐队，在评估好各地朝鲜

人农户的财产以后，根据其财产的多寡募集不等

的军费。大韩军政署在拥有土地１５垧以上的朝

鲜人农户中根据其财力情况，在一定时期内收取

１００—３　０００元；向一般朝鲜人农户平均收栗２斗、
草鞋２双。此外，大韩军政署在龙井村商埠地、汪
清县春明乡商埠地及其他商埠地也募集了一些军

费。大韩军政署的军费募集活动由于得到警信局

和大倧教信徒的大力支持取得了很大成功。
第二，派专门的募捐队到朝鲜国内进行募捐。

在大韩军政署管辖区内的朝鲜人农户大多是一贫

如洗的贫民，因此往往很难完成预定的募捐数额。
于是，大韩军政署决定到朝鲜国内进行募捐。大

韩军政署选拔一些具有一定学问和有威望的人员

派往他们的原籍地，说服其亲戚或知名人士募集

军费。
第三，来自中国东北、苏联、国 内 一 些 有 财 力

的爱国人士自发资助的捐款也被大韩军政署用作

军费。
大韩军政署通过上述方法筹集了大 量 军 费，

并购买武器壮大了武装力量，为今后开展更大规

模的反日武装斗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在筹集

军费的过程中，难免围绕选定募集地区的问题与

其他反日团体发生矛盾和冲突。为了避免类似事

件的再次发生，大韩军政署与其他反日团体经过

多次协商后，最终采纳了划分区域、发放“受纳票”
等形式的募捐方法。

４．积极购入新式武器装备，提 高 战 斗 力。２０
世纪２０年代，在国外朝鲜人反日武装部队中，大

韩军政署的武装部队称得上是规模最大、武器装

备精良且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我们从日本情报

部门调查资料中可以了解到当时大韩军政署武装

部队的大体情况：
（１）大韩军 政 署 枪 支、手 榴 弹 很 丰 富，还 有５

挺机关枪。大韩军政署枪支弹药储备充足，最近

又从俄领购买了５００支武器，但因为日军戒备森

严，无法运输，因此埋在了附近的地里。［２］

（２）金佐镇指挥的军政署部队约有６００名队

员，拥有４挺机关枪（其中２挺出现故障，但最近

已修理），约有５００支新式武器。弹药很 充 足，其

具体 数 字 不 详，但 看 到 了 约 能 装２０辆 牛 车 的 弹

药。炮弹至少有１　０００枚。［２］

（３）军政署不断充实武器装备。最近２门炮

（制式未详）及大量武器弹药将要到达。［２］

·４８·



（４）大韩军政署拥有的武器装备为：小枪（步

枪）约１　３００支，手枪约１５０支，机关枪７挺，手榴

弹８０箱。［３］每名战士配备１支小枪（步枪），子弹

５００发，手 榴 弹１枚，小 米６升 及 朝 鲜 人 草 鞋１
双。小枪（步枪）主要购置于苏联，并且其半数以

上是长枪和骑兵枪。此外，还有日制的３０年式和

３８年式步枪。［３］

大韩军政署的这些武器主要购置于苏境：
（１）从聚集于海参崴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中

购买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地利统治

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经由西伯利亚聚集在海

参崴等候撤离。大韩军政署得知这一消息后，从

中低价购买了大量武器。
（２）从苏联过激派手中购买武器。大韩军政署

通过士官练成所聘任的教官、前俄罗斯骑兵大尉姜

弼立从苏联过激派手中低价购买了很多武器。
（３）大韩军政署还从俄罗斯白军及武器商手

中购买了大量武器。［６］

大韩军政署为了搬运这些武器，还组 织 了 武

器搬运队。武器搬运队不是常设部队，而是根据

需要随时组织的临时部队。大韩军政署武器搬运

队规模一般为２００—１　５００名。［２］搬运武器的形式

大体上每名队员扛４支小枪（步枪），若需要迅速

搬运武器时，则每名队员扛２支小枪（步枪）急行。
大韩军政署的武器搬运，常常受到日军和中国军

警的阻挠，因此选择人烟稀少的密林深处为搬运

路线。当时的武器搬运途径主要选择了如下三条

路线：［３］乌苏里江沿线———汪清县深山；秋风———
汪清县深山；南部沿海州———汪清县深山。

总之，大韩军政署为了更好地开展反 日 武 装

斗争把反日基地从汪清县德源里转移到了交通不

便、难攻易守的西大坡深山，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基

地建设活动。大韩军政署由于有了西大坡反日基

地这样一个战略基地，不断发展壮大，使其成为了

延边地区朝鲜人反日武装部队中武装人员最多、
武器装备最为精良、战斗力最强的朝鲜人反日武

装部队。这一点在青山里战役中得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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