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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大勇，人民英雄”

于天放的三首“红色誓言”
于江宁

＊本栏目由本刊编辑部与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合办

清华大学有一位校友，曾被

毛主席称赞为“大智大勇，人民英

雄”，他就是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中，

坚持抗战14年的传奇人物于天放。

1928年秋，于天放以黑龙江考生第

1 名的成绩考入国立清华大学第四

级经济系。在大学读书期间，他参

加了反帝大同盟，读了马列主义的

书，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1931

年 5 月，确立了革命人生观的于天

放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

揭开全国抗战的序幕。同年8月，

于天放转入东北抗联独立师（后

改编为东北抗联第十一军），随

变”后，他毅然放弃了清华大学的

学业，与张甲洲等 20 余名东北籍

大学生陆续返回东北，组建“东北

民众抗日义勇军”（亦称巴彦游击

队），打响中共武装抗日第一枪。

他驰骋疆场，树立了为中华民族的

独立和解放事业而献身的志向。作

为一名“文人墨客”，于天放一生

中写过很多诗词，其中有 3 首诗记

载了他传奇的一生。这 3 首诗中蕴

含了三段红色誓言，承载着勇赴国

难、前赴后继、坚贞不屈、不畏艰险、

团结御侮的东北抗联精神，反映出

在极其严酷的环境下，东北抗联将

士们和日本侵略者进行长达 14 年

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

出的卓越贡献。这 3 首诗不仅激

励了当年抗战军民的斗志，也警示

生活在和平时期的人们，不能忘记

那段“白山黑水”间激荡的岁月。

《露营之歌》第四段

于天放，原名于九公，曾用名于树屏、王文礼，1908 年生于黑

龙江省呼兰县（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白奎乡三道村。中国

无产阶级革命家，抗联著名将领。1931 年，于天放在清华大学读书

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弃笔从戎，回到东北参加抗日斗争。抗日

战争时期，曾任抗联师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历任黑龙江军

区副司令员、黑龙江省参议会议长、黑龙江省法院院长等职。建国后，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军区副政委、黑龙江省副省长、中共牡

丹江地委第二书记兼专员、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黑龙江大学校长。

1967 年 5 月 3 日逝世。

即任独立师随军学校教育长，第

十一军一师政治部主任。1938 年

以后，日伪动员组织大批的军警

宪特对东北抗联进行大讨伐。为

了困死抗联、饿死抗联、消灭抗

联，日寇采取“三光”政策（抢

光、烧光、杀光），实行“归屯

并户”“坚壁清野”“军民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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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无人区等毒辣手段，以图

实现他们对东北抗联进行的“政

治上诱降、军事上聚歼，经济上

封锁”战略。东北抗联的斗争环

境更加险恶，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进入最艰苦的时期。他们长年宿

营在高山密林中，经历了常人无

法想象的磨难。东北抗联将士没

有房子住，夏天蚊蠓叮咬难忍；

严冬寒风刺骨难熬。没有粮食吃，

靠采野菜、煮橡子、打野生动物

甚至扒榆树皮和煮軏粒充饥，有

时候想吃上一顿饭得冒生命危险。

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东北

抗联将士没有低头叹息，而是更

加坚定了抗敌救国、光复中华的

信念。为了保存实力，东北抗联

第三、六、九、十一军撤离下江

地区（松花江下游）向嫩江平原

转移，分三批进行千里西征。同

年 11 月，于天放随北满抗联总政

治部主任李兆麟指挥的第三批西

征部队从绥滨薄鸭河远征到海伦

八道河子。西征部队历尽险阻，

转战千里，减员几近三分之二。

在战事频繁、缺衣少

粮、四季露营荒野山

林的残酷斗争环境里，

部队能够生存下来并完

成西征壮举，思想政治

教育和宣传工作起到了

关键作用。《露营之歌》

正是在这个时期，先后创

作于春、夏、秋、冬四季，

形成四段歌词。《露营之歌》

是集体作品，由李兆麟、于

天放、陈雷等合作。其中，

于天放创作了《露营之歌》

第四段歌词：

朔风怒号，大雪飞扬，

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壮

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减，全民族，

各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山。

《露营之歌》是反映东北抗

联艰苦斗争生活的一首著名战歌，

它不仅深受广大东北抗日联军战

士的喜爱，在国内外也有一定影

响。

《露营之歌》于天放亲笔手稿

《越狱留诗》

根据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指

示，1941年冬，为保存抗日力量，

准备将来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东

北抗联第三路军一部分主力转移

到苏联整训；留下一部分在原来

的游击区坚持斗争。于天放担任

三路军的军政特派员，坚守东北，

负责留守部队的领导工作。于天

放率小分队在绥棱一带活动，孤

悬敌后，同日伪军进行着绝死斗

争。他们平时分散进深山密林，

开荒种地，解决部队的供给问题；



73

2024 年第 2 期

遇到时机就收拢五指，形成拳头，

集中起来狠狠地打击敌人。这一

年留守部队在青纱帐起的有利条

件下，先后袭击了庆安的大罗镇、

木兰的石河镇、东兴的大柜镇和

铁力汪洋镇的伪警护团、警察所，

取得了新的胜利。1944 年 12 月 19

日，因坏人告密，于天放在绥棱

县上集厂宋万金屯（今黑龙江省

绥化市绥棱县上集镇天放村）被

日寇逮捕。日寇抓住于天放如获

至宝，当天就将他关进庆安监狱，

随后又秘密将他押送北安省伪警

务厅的特务分室，这是日寇看管

政治犯的监狱。这所监狱很坚固，

不但有铁窗，还有三道铁门，天

罗地网，插翅难飞。他作为一个

共产党员落入敌人魔爪，早已将

生死置之度外。在狱中他坚定了

信心，死要死得光明磊落；活要

活得一生清白。面对日寇凶残的

“威迫利诱逼降策”，于天放以

其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坚贞不

屈与日寇展开了殊死的较量。于

天放做好越狱的相关准备，寻找

越狱时机。越狱前，为了鼓舞斗志，

表达出自己对抗日胜利的必胜信

念，于天放曾在北安省警务厅特

务分室秘密监狱的墙上留下一首

诗：

中日世仇不共天，十载抗战

破万难，行动失慎遭逮捕，中国

男儿入牢监，威迫利诱逼降策，

救亡信念铁石坚，囹圄铁窗寒冬

度，草木葱茏虎归山。

1945 年 7 月 12 日，于天放同

另一名被关押的东北抗联战士赵

忠良认真准备，密切配合，打死

刊登在《牢门脱险记》书中的《越狱留诗》

1966 年之前，于天放著《牢门脱险记》部分版本

1946 年 7月 12 日，于天放越狱一周年，在越狱窗口留影（刘白羽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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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区拉萨市，其间，他给正值 15

岁生日的小儿子写了一首诗：

九三生日父拉萨，

望儿千万听党话。

努力学习求上进，

革命接班最伟大！

如今，这 3 首诗已经由于天

放的小儿子传给了于天放的孙子。

孙子没有见过爷爷，但于天放弃

笔从戎、牢门脱险的英雄壮举，连

同战火纷飞的年代、“白山黑水”

间的历史，早已印在了他的心里。

于天放曾在《牢门脱险记》一书

中写到：“我爱祖国，我爱东北，

我爱家乡，我也爱树海无边的小兴

安岭，我决心埋尸故土，也不离

开东北一步！”在于天放红色誓

日 本 看 守 石 丸

兼政成功越

狱。 日 寇

动 用 军

警宪特

逼迫中

国 老 百

姓 进 行“ 拉

大网”式大搜捕，

这是“八·一五”日

本关东军投降前夕，对东北

抗联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

政治军事行动。他白天隐蔽

躲藏，夜间行军赶路。1945

年 8 月 16 日，当他走到讷

河县的老莱村时，他得知：“八

·一五”日本投降了，东北解放了。

解放后，很多人给于天放写信，

希望他能把这段越狱壮举记录下

来。1947 年 5 月，于天放完成了

《牢门脱险记》的写作，并在《黑

龙江青年报》上连载。1951年11月，

《牢门脱险记》由东北青年出版

社发行单行本。后经多家出版社

出版，总计印刷 90 余万册。《牢

门脱险记》是东北抗联第一部作

者第一视角的纪实性回忆录，它

曾被编入小学课本并被绘成连环

画，在东北地区，尤其是黑龙江

省一带深深地影响了几代读者。

《九三生日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东北地区进入了和平建设新时期，

于天放结束了戎马生涯。1954 年

8 月，他转业到地方，先后担任

黑龙江省政府副主席、省人民委

员会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并兼

任哈尔滨师范学院院长、黑龙江

大学校长等职务。他始终牢记毛

主席关于两个“务必”的教导，

谦虚谨慎，廉洁奉公，勤勤恳恳，

努力工作，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

优良传统。他在社会教育、军政

教育、民族教育等方面的实践颇

有建树，很多做法值得后人借鉴。

于天放的小儿子名叫于绍农，

1950 年 9 月 3 日出生。1965 年 9

月 3 日，于天放因公去往西藏自

言的影响下，于天放后人在新时

代继续传承着红色基因，立誓要

做有本色、有担当、有情怀的人。

在他们看来，这 3 首诗就是于天

放想要告诉后人的初心与使命。

于天放越狱时穿的单裤和布鞋（军博藏）

于天放在 1965 年 9月 3日写给小儿子于

绍农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