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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哉大同盟/中华救命星/牺牲了

赤心热血/跳出铁牢笼/黑暗世界已冲

破……”在我的家乡黑龙江省巴彦县一

所小学，每逢开学、毕业、纪念日等时间

节点，校园里都会唱响这首歌。

或许有人会问，歌词有明显的时代

印迹，应该不是现代的歌吧？是的，这

是诞生于 1932 年的“中国工农红军第

36 军军歌”——《反日大同盟歌》，词曲

作者叫张甲洲。

张甲洲是 2014 年民政部公布的第

一批著名抗日英烈之一，中国工农红军

第 36 军江北独立师师长。这名铁骨铮

铮 的 抗 日 将 领 ，也 是 一 个 不 折 不 扣 的

“学霸”。在清华大学的“清华英烈纪念

碑”和北京大学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上

都有他的名字。

张甲洲，号平洋，1907 年出生于黑

龙 江 省 巴 彦 县 东 部 山 区 的 张 家 油 坊

屯 。 自 幼 聪 颖 的 他 ，6 岁 就 读 本 村 私

塾 。 1923 年 ，他 以 全 省 第 一 名 的 成 绩

考入省立齐齐哈尔第一中学。受到启

蒙 教 育 后 ，他 因 反 对 军 阀 混 战 并 组 织

示威游行，被开除。18 岁时，他又考入

沈阳文华中学，眼见民族危难，组织游

行示威，再次被开除。19 岁时，他考入

齐齐哈尔甲种工业学校。作为校学生

会主席，他带领学生闹学潮被捕，后被

营 救 出 狱 。 1928 年 ，张 甲 洲 考 入 北 京

大 学 物 理 系 。 在 校 期 间 ，他 更 加 积 极

投身学生运动。1930 年 4 月的一天晚

上 ，张 甲 洲 在 一 次 营 救 学 生 的 行 动 中

不 幸 被 捕 。 狱 中 ，他 结 识 了 共 产 党 员

冯仲云。受其影响，出狱后不久，张甲

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按照组织的安

排，张甲洲从北京大学退学，又以优异

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张甲洲

在 清 华 大 学 以 擅 长 演 说 闻 名 ，同 学 中

流传着“清华俩秀才，张甲洲善说，胡

乔 木 善 写 ”的 说 法 。 为 揭 露 国 民 党 反

动 派 假 抗 日 真 反 共 的 阴 谋 ，他 与 胡 乔

木 等 人 一 起 参 与 创 办 了 进 步 刊 物《北

方青年》。此后，张甲洲先后任中共北

平 西 郊 区 委 书 记 、北 平 市 委 宣 传 部 部

长和北平市委代理书记。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九一

八 事 变 后 ，中 共 北 平 地 下 组 织 遭 到 破

坏 ，张 甲 洲 面 对 家 乡 东 北 沦 陷 忧 心 忡

忡。1932 年春，在组织的安排下，他返

回东北。后经请示组织同意，同年 5 月，

张甲洲以筹备“婚事”的名义秘密联系

各方爱国人士和武装力量。

“宁可战死，也决不当亡国奴。”“婚

礼”上，张甲洲对来参加“婚礼”的 200

余人说。他们举行了誓师大会，组成东

北工农反日义勇军（巴彦抗日游击队），

张甲洲任总指挥。在张甲洲的带领下，

游击队迅速发展壮大到千余人，先后转

战明水、安达、呼兰等地，给日本侵略者

以沉重打击。不久，在中共满洲省委的

领导下，巴彦抗日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

农红军第 36 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

师长。

中国工农红军第 36 军组建不久，才

华横溢的张甲洲，结合当时的形势，创

作了《反日大同盟歌》，并以此作为 36 军

军歌。每逢队伍扩充、出征和战斗胜利

之际，他都亲自带领官兵唱响这首《反

日大同盟歌》，用昂扬嘹亮的歌声，激励

斗志，鼓舞士气。

1932 年 8 月 30 日，张甲洲联合其他

义勇军，一举攻下巴彦县城，接着又攻

克了东兴县城，成了白山黑水间一支令

日伪军闻风丧胆的抗日武装力量。后

因斗争需要，张甲洲化名张进思，受党

的指派潜入佳木斯富锦一中，以教师身

份继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在他的影

响下，富锦一中先后有三批学生走上抗

日救国的道路，不少人成了后来我党在

东北抗日的中坚力量。1937 年 6 月，中

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将抗联三军独立

师改编为抗联第 11 军，调张甲洲任副军

长。8 月 28 日，在上任途中，张甲洲壮

烈牺牲。

1953 年 1 月 ，周 恩 来 同 志 来 到 东

北烈士纪念馆瞻仰英烈。在张甲洲的

遗像前，他久久凝视，缓缓地对遗像三

鞠躬，饱含深情地说：“甲洲同志，我代

表 全 国 人 民 感 谢 你 ！”1984 年 9 月 ，胡

乔木同志在写给巴彦县党史办的复信

中深情回忆：“张甲洲是我在清华时的

同学，当时他是党员，我是团员。他是

我的领导者，为人非常正直，对党十分

忠 实 ，很 有 能 力 和 魄 力 。 对 我 教 育 很

深，至今仍极为怀念。”

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在县委宣传部

工作期间，曾多次陪同省内外新闻同行

去张甲洲的家乡张家油坊、七马架屯采

访 。 大 家 都 惊 叹 ，如 此 偏 僻 的 山 沟 旮

旯，缘何能走出一位文武双全的抗日将

领？在张甲洲当年起义的水井旁，他的

外甥孟祥臣感慨地说：“舅舅从小就志

向高远，外公之所以给他起名甲洲，意

在读书就要争天下第一。平洋，是舅舅

后来自己起的，就是立志扫平东洋日本

鬼子。”

我的家乡巴彦县，是黑土地上的一

块红色沃土，涌现出了张甲洲、赵春霖、

李时雨、罗云鹏、李玉安等革命英雄。

在 古 城 巴 彦 西 郊 有 一 条 2000 米 长 的

“红街”——甲洲路，也叫“爱国主义教

育一条街”“国防教育路”。在这条路

上 ，有 巴 彦 烈 士 陵 园 、巴 彦 烈 士 纪 念

馆。张甲洲的半身铜像就坐落在巴彦

烈士陵园里。

先 烈 回 眸 应 笑 慰 ，革 命 自 有 后 来

人 。 2018 年 7 月 ，经 全 国 红 军 小 学 建

设 工 程 理 事 会 批 准 ，将 坐 落 在 巴 彦

“甲洲路”的巴彦镇育新小学二校，命

名 为“黑 龙 江 巴 彦 抗 联 张 甲 洲 红 军 小

学”。

多年来，凡是入学该校的新生，第

一堂爱国主义教育课，就是听“张甲洲

烈士事迹”报告会 ；第一堂音乐课，就

是学唱《反日大同盟歌》。一堂英雄事

迹报告会，一首创作于 90 多年前的军

歌 ，穿 越 时 空 ，将 历 史 与 现 代 紧 紧 相

连 。 学 校 以 英 雄 为 榜 样 ，以 爱 国 为 坐

标，帮助学生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024 年 清 明 节 ，我 在 巴 彦 烈 士 陵

园 ，看 到 黑 龙 江 巴 彦 抗 联 张 甲 洲 红 军

小 学 的 千 余 名 学 生 ，身 穿 灰 色 红 军

服、头戴八角红军帽、脖系红领巾，伴

着 音 乐 旋 律 ，齐 声 高 唱《反 日 大 同 盟

歌》。 听 着 那 稚 嫩 嘹 亮 的 童 声 合 唱 ，

眼 见 那 一 张 张 朝 气 蓬 勃 、阳 光 向 上 的

脸庞，作为一名老兵，我焉能不动容、

不 感 慨 ……倏忽间 ，我仿佛听到大地

碧野里小苗正在拔节生长，看到一群群

白鸽在振翅飞翔。

童声唱响抗战歌
■田广学

当 代 书 画 大 家 启 功 曾 写 过 一 副 楷

书七言联：“读书身健方为福，种树花开

总是缘。”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要做

的事很多，有两件是不可少的：一件是

种树，另一件是读书。种树，舒展筋骨，

愉悦身心；读书，俯仰天地，涵养性情。

种树，可以美化大好河山；读书，可以培

育精神绿洲。

“学如植树，枝叶扶疏根必固，十载

辛勤，左右逢源万理通。”“延安五老”之

一的谢觉哉曾用这句古语，告诫我们读

书如同植树，要讲究方法，要舍得付出，

要持之以恒，方能从书中汲取丰富养料，

培育精神绿洲。

树是人类的朋友，植树更是中华民

族的优良传统。时下，植树已成为人们

的自觉行动，不仅用植树造林为万里荒

漠防沙治沙，而且在公园、小区等边角处

也见缝插针地种上绿植，让人们出门见

绿、饱赏绿色。植树需要空间，读书需要

时间；善植树者能用好每一寸空间，善读

书者能抓住每一寸光阴。现代社会生活

节 奏 加 快 ，一 些 人 感 叹“ 没 有 时 间 读

书”。其实，只要懂得珍惜时间、善于利

用时间，就能集零为整、积少成多，为读

书求知赢得时间。

植树选好树种是很重要的。就树种

而言，有的适应北方，有的适应南方；有

的适应高寒地区，有的适应洼地平川；有

的在干旱少水的环境中蓬勃生长，有的

在冰天雪地里傲然挺立……善种树者，

要根据树的习性，把握其生长规律，把它

们栽种在适宜的土壤和环境之中，让它

们各得其所，长大成材，造福人类。同

样，读书也要有“博观约取”的智慧。读

书学习多多益善，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因此要有选择、有重点地阅读。只有结

合工作学习需要来读书，不断提高自己

的专业水平，才能快速提升工作能力，取

得更好成效。

俗话说，根深才能叶茂。凡种过树

的人都懂得，只有深挖坑、厚植土、浇上

定根水，才能提高树的成活率。读书也

是这个道理，不能图省事、走捷径，要循

序渐进，打好基础，把“根”扎深扎实，才

能构筑起稳固的知识结构。一方面，要

把书“读厚”，就是要涉猎与书籍内容相

关的各种知识，由点到面，向广处延伸；

另一方面，要把书“读薄”，就是要不断过

滤、不断凝练，领悟要义精华，实现去粗

取精。由“薄”而“厚”，再由“厚”而“薄”，

如此循环往复，就能不断增加阅读的广

度与深度。这就像树根一样，既向地下

深扎，也向四周土壤蔓延，这棵树才能蓬

勃生长，枝繁叶茂。

一片森林的形成，需要几十年的培

育呵护；一片荒漠的绿化，需要几代人

的 接 续 奋 斗 。 同 样 ，要“ 绿 化 ”知 识 的

荒 漠 、丰 富 自 己 的 人 生 ，也 需 要 活 到

老 、学 到 老 ，持 之 以 恒 、久 久 为 功 。《荀

子·劝 学 篇》告 诫 人 们 ：“ 故 不 积 跬 步 ，

无 以 至 千 里 ；不 积 小 流 ，无 以 成 江 海 ；

骐 骥 一 跃 ，不 能 十 步 ；驽 马 十 驾 ，功 在

不舍”，讲的就是持之以恒的道理。汉

代建安七子之一徐干在《中论》中也说

道：“君子之于学也，其不懈，犹上天之

动 ，犹 日 月 之 行 ，终 身 亹 亹 ，没 而 后

已 。”意 思 是 说 君 子 对 于 学 习 ，就 好 比

是上天的运动 、日月的运行一样，始终

不停歇，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旨在强调

君 子 治 学 贵 在 坚 持 不 懈 。 时 下 ，知 识

迭代的速度日新月异，学习稍有懈怠，

就 会 落 伍 于 时 代 。 因 此 ，更 应 该 牢 固

树立随时学习 、终身学习的理念，把读

书 作 为 一 种 生 活 方 式 和 生 存 方 式 ，孜

孜不倦 、锲而不舍，才能在人生道路上

赢得主动、赢得优势。

眼下，春光明媚，万物勃发，正是种

树和读书的好时节。让我们走进大自

然，种下一棵树，让山川秀丽，绿荫覆地；

让我们走进书的海洋，捧起一本书，让书

香浸润，涵养性情。

学 如 植 树
■向贤彪

剑 花 晨曦唤醒大地时

钢铁也正在苏醒

训练场上的呐喊声

扰动了气流

目送一只苍鹰向远方

又一阵步履铿锵的行进

木兰诗中骏马的蹄声

正穿透千年风霜

飘着硝烟的训练场

未曾缺席短发齐耳的身影

战鹰掠过天空

战舰犁开蔚蓝的大海

将青春压进机台与枪膛

炮弹划破长空的闪亮弧线

呼应着跃马挥刀的寒光

月光爬上山峰

铃声响起

完成又一次通话请求

理论笔记与射击的靶纸

列队在柜中

且把思念的家书

折成纸鹤

塞进隐秘的角落安放

夜晚，漫天星辰闪烁

一颗、两颗……

是燃烧着的青春眸光

春寒依旧

粗糙的手掌，正暖热一块铁

汗滴砸进冻土时

弹道尽头绽放出胜利的花

战靴踏碎最后的冰凌

春天，正在苍茫原野

绽出红柳的新芽

高原女兵
■文香婵

阅 图

前段时间，我读到李庚辰新近出

版的文集，心里由衷替他感到高兴。

我与李庚辰相识多年，读过他很多精

彩的文章，对这部文集自然也有了更

多的亲切感。

李庚辰的杂文以贴近生活、厚重

锐利著称，文采激扬，催人奋进。读

者从他的一篇篇文字中总能够感受

到“杂文的力量”。支撑这力量的是

什么？在和他几十年的相处中，我深

深 觉 得 ，这 很 大 程 度 上 与 他 崇 善 向

上、真挚朴实的品行有关。这从他与

雷锋宣传相关的几件往事中，就可见

一斑。

我是 1986 年调入解放军报社工

作的。在一次采访中，有位新战士向

我提了个问题：“领导让我们学雷锋，

雷锋当初学的谁？”我本人从学雷锋，

到宣传学雷锋，多年来对学雷锋的感

受和职业敏感，使我觉得这个问题内

涵丰富，很有必要议一议。

我想尝试着用杂文体现一下，但

那个时候我还没写过杂文，就更谈不

上发表了。李庚辰当时负责《解放军

报》的专栏“长征论坛”。这个栏目的

作 者 多 是 军 内 外 杂 文 写 作 的 高 手 。

在 杂 文 界 名 不 见 经 传 的 我 能 行 吗 ？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李庚辰

的办公室，提出想就“雷锋学谁”这个

题目写篇杂文，不知行不行？他听了

我 的 想 法 ，十 分 肯 定 地 说 ，“ 雷 锋 学

谁”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杂文题目，热

情地鼓励我一定要把它写出来，还说

杂文没什么神秘的，就像说话一样，

不要喊口号说大话，要用自己的语言

讲 出 道 理 来 ；同 时 最 好 使 用 一 些 警

句 、典 故 ，使 文 章 厚 重 、凝 练 ，有 文

采。后来，他又到我办公室给我一张

便笺，上面他记了几条警句，让我写

作时参考。如柳宗元的“失其师表，

而莫有所矜式焉”，王安石的“教人、

治人宜皆以正直为先”等。他的热情

和指点让我深受感动，提携新人、诲

人不倦，这不就是一个乐于助人的活

雷锋吗？

在李庚辰的点拨下，我的第一篇

杂文《雷锋学谁？》，发表在《解放军报》

上。文章鲜明表达了领导干部作为

“人师”，要重视榜样示范作用。对照

原作，我看到李庚辰对稿子作了精心

修改。他用特有的犀利文笔，把我没

说到位的话讲到位了。

这篇短短的文章却在军内外产生

一定影响。2012 年 3 月，距离《雷锋学

谁？》发表已经过去 10 多年了。没想

到，在当年全国两会期间，又有全国人

大代表谈起“雷锋学谁”的话题。我结

合代表们的发言，仍以这个题目写了

一篇言论，发表在当年《解放军报》的

两 会 特 刊 上 。 回 想 第 一 篇《雷 锋 学

谁？》发表的细节，我不得不佩服李庚

辰的眼力和风范。

李庚辰的雷锋情怀，还因他和雷

锋有些特殊的缘分。不少人都知道

雷锋有一个乳名叫“庚伢子”，那是因

为 他 出 生 的 1940 年 是 农 历 庚 辰 年 。

李庚辰也生于 1940 年，不仅和雷锋同

岁，而且把庚辰年的“庚辰”两字用到

了名字里。对于雷锋早期的人生经

历，李庚辰感同身受，对雷锋的很多

思想情感也有着深深共鸣。比如，雷

锋在入伍的第一篇日记里，就在英雄

黄继光的画像旁，奋笔写下“英雄战

士黄继光，我要以你为榜样”。李庚

辰当兵就在黄继光生前所在部队，还

有幸接待过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采

访过上甘岭战役时黄继光所在连的

连长万福来、坚守坑道的连长张计法

和 党 支 部 书 记 赵 毛 臣 等 英 雄 模 范 。

因此，他特别理解雷锋为何把黄继光

作为自己的榜样。与此同时，黄继光

等英雄和雷锋也都是李庚辰的人生

榜样。“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

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

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

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既

是雷锋的人生写照，也是李庚辰为人

处世的信条。

多年的军旅生涯，让李庚辰积淀

了很深的雷锋情结。我退休后，组织

筹备出版《雷锋》杂志，他给予了很多

支持。特别是多年前，针对有人抹黑

雷锋的现象，李庚辰带着忧思和感情

撰写言论《谁在抹黑雷锋》，发表在《解

放军报》等媒体。在文章中，他大声疾

呼：“我们要切实珍视英雄，捍卫英雄，

时时呵护英雄，努力维护英雄模范的

荣誉和尊严，更要从国家和民族利益

的高度上认识雷锋的价值、英雄的价

值，更好地爱护雷锋、宣传雷锋，让中

华大地涌现千千万万个雷锋、千千万

万个英雄！”

从提携新人写作《雷锋学谁？》，到

撰写《谁在抹黑雷锋》，李庚辰的雷锋

情怀，融入了那一句句真切质朴且带

着锋芒的文字里。这些文字已经发表

多年，我至今读来仍然觉得酣畅淋漓，

颇有不吐不快、一吐为快之感。我想，

这可能也跟杂文的力量有关吧！

融
入
文
字
的
雷
锋
情
怀

■
陶

克

阅读时光

这 幅 图 片 拍 摄 的 是 第

71 集团军某旅组织战术基

础动作考核时的场景。作者

采用长焦镜头，运用低角度、

高速快门的拍摄手法，定格

了一名战士匍匐前进的瞬

间。战士的眼神紧紧盯着前

方，表情专注而坚定，展现出

拼字当头、奋勇争先的精神

风貌。

（点评：赵前松）

勇进者胜

黄振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