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和清华英烈碑上，共同镌刻着一位英烈的姓名，他先考北大，后考清华，弃理从文，希望实
现改造中国的宏伟理想。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北三省，身为东北人的他已无法在清华校园的书桌上安心读
书，毅然回到家乡组织抗日游击队，书写了一段不朽传奇。他就是张甲洲。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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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求学 点燃革命火种

张甲洲，号平洋，化名张进思，黑
龙江省巴彦县人。由于天资聪颖，父
母对他寄予厚望，起名“甲洲”，意为

“甲冠五洲、出类拔萃”。在龙泉镇初
等学堂读书期间，他功课门门优秀，但
最感兴趣的还是“格致”这一科，因为
他喜欢琢磨事物的原理，并立志长大
后当一名科学家。

1923年，张甲洲以全省第一名的
成绩考入省立齐齐哈尔第一中学，在该
校进步老师的启蒙下，他了解了俄国的
十月革命、列宁、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
革命的种子在他的思想中开始萌芽。
次年，因反对军阀张作霖在学校招兵充
当炮灰，他被开除学籍。同年，他考取
沈阳文华中学。其间，上海发生“五卅
惨案”，作为校学生会主席，他组织联络
全市 8所学校的同学们上街游行示威，
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张甲洲再
次被学校开除。

1926年，他考入齐齐哈尔甲种工业
学校。由于他刚直不阿、不畏强暴的坚
强性格，加上杰出的组织才能，张甲洲很
快成为“公认的学生领袖”，当选为黑龙
江省学生会主席。当时全国抵制日货的
风潮传及齐齐哈尔，张甲洲和同学们上
街积极宣传抵制日货，向市民及商家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

由于张甲洲在历次学生运动中
的突出表现，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
认为他是“赤化分子”。成绩优秀的
他，被直接取消了公费留日的资格。
1927年，张甲洲和同学于天放等人从
齐齐哈尔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结伴
赴北平求学，期望见识更广阔的天空。

1928年，张甲洲考入北京大学预
科甲部（理科），次年升入北大物理系
一年级。到校不久的张甲洲，在进步
同学的引导和革命书刊的影响下，很
快就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0年 4月 21日晚，张甲洲和同
学们在北大二院大讲堂开会研究营救
北大党支部书记李光伟。由于军警探
知了消息，包围了会场，张甲洲不幸被
捕。在狱中，他结识了中共清华大学
党支部书记冯仲云，共同的革命追求
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久，经
组织营救，张甲洲出狱。1930 年夏，
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
共产主义者。

为加强清华大学地下党力量，在党
组织的建议下，张甲洲于1930年9月以
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立志
要研究政治，改变中国。

在清华大学期间，张甲洲因其出
色的才华和正直的品格，被推选为学
生会代表和级委会主席，先后担任学
生会卫生科主任、民众教育科主任以
及《清华周刊》编辑等职。张甲洲在认
真完成学习任务的同时，在地下党组
织的领导下，利用各种学生活动积极
开展革命工作。

投笔从戎 归乡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
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大好河山全
部沦陷，3000万同胞惨遭日本侵略者蹂
躏。身为从东北黑土地上走出来的热血
男儿，眼看着家乡沦陷，张甲洲感到格外
沉重与痛苦。在参加了清华师生组织的
南下请愿团之后，张甲洲开始积极奔走
于北平各高校，动员黑龙江籍的大学生
打回老家，组织武装抗日。1932年 4月
末，张甲洲联络于天放、张文藻、张清林、
夏尚志、郑炳文等东北籍大学生毅然放
弃学业，一起回到哈尔滨。

在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下，他们
一行 5人（1人另有任务）来到张甲洲
的老家巴彦，开始动员各方爱国志士
组织抗日队伍。

当时的“伪满洲国”在日本人的严
密控制下，已经结婚生子的张甲洲以
筹备婚礼为名，将大家联络起来。
1932年 5月 16日，在一口井前，张甲洲
带着来“参加婚礼”的 200多人，举行了
誓师大会，巴彦抗日游击队正式成立，
他担任总指挥。根据当地习惯，张甲洲
为这支队伍起名号“平洋”，意为平灭东
洋鬼子。这是我党在东北建立的第一
支人民抗日武装队伍。

为了扩大抗日武装力量，打击中华
民族共同的敌人，张甲洲灵活地提出：

不管什么人，只要有抗日倾向，就可以
去团结、合作。他甚至动员土匪，说服
他们支援抗日，联合一切抗日力量。为
加强领导，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军委书记
赵尚志任参谋长，配合张甲洲的工作。

巴彦抗日游击队的成立，轰动全
县。游击队在战斗中成长，并日益强
大。在赵尚志的建议下，张甲洲在队
伍中挑选了一批年纪轻、品行好、身体
素质好的小伙子，组成模范队。模范
队军纪严格，要求队员不准说黑话，不
准损害群众利益，必须起带头作用，为
队伍树立榜样。通过模范队的带动，
队伍纪律更加严明，风气更加良好，得
到更多人民群众的支持。

1932年 8月，巴彦游击队一举攻
占了巴彦县城，全歼日军 1个中队、伪
军 1个大队，还击落 1架低空盘旋侦察
的日军飞机。巴彦大捷震动关内外。
由于张甲洲坚决执行联合抗日的路
线，得到了各方拥护，部队很快发展到
1000多人。后来，巴彦抗日游击队改
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
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这支队伍高举
抗日大旗，转战呼兰、绥化、兰西、安
达、明水等地，给日军以重创。

1933年 1月，张甲洲第二次率部
西征，计划与其他抗日部队会合，一同
攻打哈尔滨和齐齐哈尔。途中，部队
遭到敌人伏击被打散。部队解散时，
张甲洲非常伤心，他对战士们说：“咱
们还有能干的那天，大家把枪都带回
去，马也骑回去，等待时机，我们还要
重新组织队伍。”又说：“今后无论在任
何情况下，我们宁死也要当精忠报国
的岳飞，绝不能当丧权辱国的秦桧！”

身殒志未酬 薪火永相传

1933年7月，在组织安排下，张甲洲
只身一人乘船东去，化名张进思，来到下
江富锦中学任教，秘密潜伏起来。不
久，他便以渊博的学识、忘我的工作精
神，赢得了家长、学生以及当局的一致
好评，被晋升为中学校长。

之后，张甲洲以充实师资力量为
由，调来游击队的 7名战友来校任教，
富锦中学成为地下工作者在敌占区的
活动据点。张甲洲和战友们不仅教授
文化课，还十分重视学生的思想教
育。在课余时间，他经常到学生宿舍，
给同学们讲解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人物
故事，宣传抗日主张与革命思想。在
他的启发引导下，先后有 3批同学入
关求学，而且都参加了革命。

与此同时，张甲洲利用身份之
便，积极结交富锦县的日伪官员，逐渐
深入敌人内部。为打进日伪心脏，他

连续 3个月起早贪黑学日语，拿到了
二等翻译证书，得到了县公署日本参
事官的赏识，成了“好朋友”。后来。
他利用这个“朋友”关系搞了一批经
费，修建了两栋能容纳 16个班级的二
层楼房作为中学校舍。他不仅成功地
策反了警察大队长李景荫率部参加革
命，而且将富锦中学和自己家都变成
党的交通站，为三江地区的抗日武装
提供情报和军用物资。

张甲洲行动虽然隐蔽，但因“来历
不明，履历不清”引起了敌人的警觉。
1937年 8月，日本特务机关对张甲洲采
取进一步的监视措施，调他到佳木斯
伪三江省协和会任职。张甲洲决定再
次投笔从戎，重返疆场，到东北抗联 11
军任副军长，与敌人作殊死斗争。

8月 28日早晨，张甲洲率于天放
等同志携带 400多套衣服、100支枪、3
万发子弹、1台收音机、1本地图离开
富锦城，奔赴抗联。就在快要到达营
地的时候，突然遭遇到一股伪军埋伏，
一颗子弹正好击中张甲洲小腹，顿时
血流如注。一代英雄在上任途中壮烈
牺牲，年仅 30岁。噩耗传来，全军将
士悲痛万分，抚棺跪哭。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身处国家
危急存亡之际，张甲洲没有选择追求
安逸的生活，而是回到家乡，毅然走上
艰难崎岖的革命道路，投身于抗日事
业，最终为国捐躯，长眠于黑土地下。
其精神何其可贵！

新中国成立后，东北人民为了纪
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
士，在哈尔滨建立了东北烈士纪念馆，
张甲洲的遗像位列其中。

1953年，周恩来总理专程到此悼
念英烈，站在张甲洲的遗像前，他伫立
良久。20多年前，就是这个年轻人对
他说要回家乡组织武装抗日，往事历
历在目，周总理感慨万千，不由潸然泪
下。许久后，他缓缓对着遗像鞠了三
躬，语带哽咽地说：“甲洲同志，我代
表全国人民感谢你！”

为了深切表达人们对一代抗日
英雄的缅怀、热爱和崇敬之情，2002
年 11月，在生养张甲洲的故乡巴彦，
在烈士陵园里敬立了烈士铜像和纪念
碑。他曾学习、生活和战斗过的黑龙
江省富锦市、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
都建有张甲洲烈士的纪念碑、纪念馆。

张甲洲从书斋走向战场，扛起救
亡重任。他未及见山河重整，却用热
血为后世铺就觉醒之路。斯人已逝，
然其凛然风骨与未竟壮志，仍如黑土
地上的白桦，挺拔于岁月长河。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张甲洲像。（资料图片）

张甲洲：从清北学子到抗日英雄

为巩固根据地政权，廓清内外敌对势
力，太行区党委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与晋冀
鲁豫边区政府的政策指导下，逐渐摸索形
成以阶级分析为基础，深入乡村的调查风
格和工作方法。就此，太行区党委成为中
共中央贯彻社会调查号召的突出代表，有
力地促进了根据地政权的发展。

扎根太行农村开展社会调查

1938年 5月，自陕北转战至华北后，
为尽快了解与适应当地群众的迫切要
求，一二九师后方政治部即翻印《社会
调查大纲》，以便各部队摸清地方实情，
迅速巩固地方政权。同年 10月，八路军
总部、一二九师与中共晋冀豫区委在会
上提出要从阶级观点出发，进行调查统
计工作，帮助处理统战工作。1939年，
民运部组织进行的太北六县概况调查，
成为太行根据地系统性、有组织的首次
实践。3月下旬，八路军总部襄垣南丰
沟会议上着手布置社会调查，计划“在
半年内调查长、潞、襄、屯、武等六县”。

1941年，晋冀豫区党委考察团于辽
县做阶级经济关系变化调查。2月，晋冀
豫区党委决意加强群众工作，组织领导
农救会干部进行农村调查，以推动减租
减息。8月，中共中央正式下发《中央关
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即“八一决定”），号
召在全党自上而下地进行调查研究。此
外，还特别要求在相关城市、边区设立专
门的调查研究室。同月，杨尚昆给李雪峰
和安子文去信，认为太行根据地在“八一
决定”发布后并无实际进展，“在过去做
的实在还不够”，现在许多同志到中央后

“少有具体材料可以回答”有关“各地区

战前战后的阶级关系变动”。
中共相对于太行山区的农村社会

来说，无疑是外来者角色。加之干部队
伍存在主客问题，系统性地组织建设和
工作方法尚未成型。就此，杨尚昆希望
太行根据地可以尽快推进社会调查，并
及时搜集调查材料，以供中共中央及北
方局作政策参考。

经常性与临时性结合

调查研究并非单向的，在调查纲领
和研究任务下发后，毛泽东与中共中央
仍需要持续接收来自地方实践过后的
经验，特别是重要参考材料。

为检查各地对调查研究决定的执
行程度，中央书记处在 1942年 3月特别
提出六条问题，以敦促各根据地检查贯
彻程度，各地需“根据以上问题加以详
细检查，将执行调查研究的成绩缺点经
验总结电告中央”。同年 12月，中共中
央鉴于各根据地机关冗杂，“与目前及
今后极端严重的分散的游击环境完全
矛盾着”，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对此，晋
冀豫区党委做出积极回应，增设了调查
研究室和参考室，在地委增设调查室。

毛泽东曾将巡视工作视作“走马看
花”式的工作方法，还提倡与“下马看
花”相结合来深入调查研究。太行区党
委组织实践了巡视制度。如巡视团据
其某次行军“经过辽、黎、偏、涉、邢、武
一带大概观察，以及零星调查所得”，对
太北区提供了工作指导。“由于不全面
详细了解五、六两区以及整个太北（区）
的工作情形，只能简单提出如上意见供
给你们参考。你们的意见如何，希望很

快能够告诉我们。”
北方局在关于 1943 年机关的几项

工作部署中提到，十一月与司令部合并
伙食单位后，较有进步，各部门干部一
般均能深入乡村，进行群众工作与调查
研究工作，并决定在三月之后“分派巡
视团赴各区视察工作”，其中，“罗瑞卿
带一巡视团赴太岳，刘锡五带一巡视团
赴太北，其他机关干部在驻地深入下层
进行群众工作与调查研究工作”，以此
来领导整风运动及总结过去工作。

层层贯彻中推进调查研究

1943年，中共中央及地方根据地持
续调整。趁中共中央统一布置下减租
减息的运动任务，太行区的调查工作即
统一由李友九负责，各地、县若干典型
村的调查材料与此前各式调查材料得
到了汇总和整理，为李雪峰、邓小平等
区委领导提供了扎实的政策参考。

1944年 7月，毛泽东鉴于地方根据
地的革命实践日益成熟，但中央对其具
体情况仍不十分了解，先后下发了相关
文件，要求各地进行调查并答复相关问
题。除统一战线、城市工作、减租减息等
老问题外，毛泽东特别注意到了中共政
权问题、部队与农民发展生产问题等。
为及时答复中央，邓小平即指示李雪峰
提供调查材料以反映实际问题。

根据一手调查材料，邓小平于 8月
24日向毛泽东发去电文，所用材料均为
太行区调查材料。基于这批“内容极
好”的调查材料，毛泽东获悉了切实的
根据地社会实情，肯定了太行区的工
作，很快批转各地。至 1945 年 7 月，中

共中央特别关注到了太行区整风运动，
毛泽东更是讲太行区整风经验及其“关
于检讨统一领导问题的报告”批转其他
各区党委，要求“仿照办理”。

中共严密的组织系统不仅包括垂直
的上下级联系，太行区党委调查研究系
统亦有属于地方的材料收集和分析系
统。太行区党委为使精兵简政建立在科
学的分析研究基础上，组织党委、政府、
财经、军区、农会等系统的干部，对全区
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调查。作为典型的
长治县很快便将调查研究贯彻到了群众
运动中，并颇有成效。其“一切必须从长
期着眼于长期地努力，认识只有长期群
众游击战争的开展及点线工作、敌伪军
工作加强起来，领导上力求一元化与行
动的统一一致密切配合，长治全面工作
才能全面地开展与巩固”。

由此，太行根据地逐渐形成了较为
周密可靠的调查组织，自抗日战争时期
到解放战争时期，持续因应着党的革命
导向，不断发掘收集着各式相关文件材
料。同时，文件的横向散播与纵向传达
离不开交通组织。中共以“中央—中央
分局、省委—地委—县委—‘最下层’”
为纵，并以党、政、民等为横，“通过向最
下层以及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延伸，塑
造了充分沟通政党内外且组织完备的
调查机构。

中共中央的一元化权力集中与各
地方根据地的灵活自主性相互弥合，在
保证地方材料与上级文件持续交流的
同时，尽可能保证地方根据地调查活动
的独立自主。其中，太行根据地的调查
实践便是突出代表。（据《团结报》）

太行根据地的社会调查如何落地

红学家冯其庸擅写诗词。他诗风质朴，意境高远，
别有情趣。

冯其庸诗作多浪漫率真之气。冯家庭院有一块奇
石，高约丈许，嶙峋向天，如揖如拜。冯其庸给石头取
名“天惊”，并作诗一首：“天惊石破落园中，排闼送青万
象通。扑面奇峰迎雅客，方知此老是颠翁。”冯其庸的
居所名曰“瓜饭楼”，这与他的苦难经历有关。念及此
事，他又题诗一首：“老去种瓜只是痴，枝枝叶叶尽相
思。瓜红叶老人何在，六十年前乞食时。”

冯其庸的题画诗托物言志，耐人寻味。他的画作
《嵩阳古柏》只绘一株古柏，根深干壮，枝繁叶稀，苍劲
挺拔，顶天立地。上面题有一诗：“汉武东巡事已陈，
司马史笔久封尘。嵩阳老柏今犹在，青眼看人万世
情。”再如《古梅图》，诗曰：“我家一树千年梅，移自深山
万朵开。老榦嵯岈龙蜇起，曾经沧海风雨来。”看似写
树，实则是他自身的写照。还有一幅《水墨葡萄图》，诗
曰：“生小青门学种瓜，老来橐笔走天涯。砚田活水无
穷乐，画到青藤更着花。”其谦虚之态溢于纸端。

冯其庸的题画诗，曾得到刘海粟的高度赞赏。
有一次，刘海粟请冯其庸为他刚画好的八尺大幅红
梅上题诗，只见冯其庸挥毫写道：“百岁海翁不老
身，红楼一树见精神。丹心铁骨分明在，不信神州
要陆沉。”刘海粟极为满意，连声说这幅画要自己
收藏，不能送给别人了。

对身边的普通人，冯其庸也多有夸赞之语。比如，
他为扎根新疆考古事业默默耕耘的王炳华所感动，写诗
赞道：“龙沙万里是生涯，雨雹风霜意更赊。不向冰天炼
奇骨，哪能雪地作红霞。”无独有偶，喀什司机马振侠曾
驾车送过他。后来冯其庸旧地重游，又问起这个负责任
的司机，怎料马振侠已不幸离世。冯其庸悲伤不已，深
情地写下一首诗：“万里故人来，不见君可哀。昆仑风雪
夜，流水细细裁。” （据《人民政协报》）

冯其庸写诗见真情

钱钟书是大学问家，但他不喜欢交际，几乎从不拜
访别人，也讨厌别人来拜访自己。每当有客人来访时，
他常常称病谢客。过春节的时候，有人到他家去拜访，
说声“春节好”欲跨步进门，钱钟书却从门缝里说：“谢
谢！谢谢！我很忙！谢谢！”说完就毫不客气地把门关
上了，让访客十分尴尬。画家黄永玉与钱钟书是世交，
并且与钱钟书住在同一座楼，但在 20多年间，他也只到
过钱钟书家一两次。钱钟书每天都能收到一些信件，
很多信件是要求登门拜访他的，钱钟书无奈地说：“每
天要回数封信，都是叩头道歉，谢绝来访。”

钱钟书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做法，常常会让人
产生误解，认为他是个待人没有任何温情、冷冰冰的人
物。果真如此吗？其实不是，在钱钟书冷淡的外表下
面，其实藏着一颗热忱的心。

当年，钱钟书在光华大学教书期间，收到了同学常
风从太原寄来的一封信，那封信写得很消极，充满了悲
观厌世情绪，说自己“很不得志、想自杀”。钱钟书看完
信后，立即着急起来，他赶紧写信对常风进行劝说，劝
他“有希望，死不得，而无希望，又沾不得。”并随信写了
一首诗送给常风：“惯迟作答忽书来，怀抱奇愁郁莫
开。赴死不甘心尚热，偷生无所念还灰。升沉未定休
忧命，忧乐遍经足养才。埋骨难求干净土，且容蛰伏待
风雷。”常风接到钱钟书的信以后，非常感动，在钱钟书
的开导劝说下，他从消沉中走了出来，又鼓起了生活的
勇气。后来，常风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在学问上成
就斐然。

原来，钱钟书之所以对来访的客人冷淡地拒绝，是
因为他一门心思用在研究学问上，不想让日常的交往打
扰自己。而一旦知道了有人需要帮助时，他就会以百倍
的热情给予关怀，帮助别人走出困境，毫不吝惜自己的
付出。他外表待人冷漠，内心却古道热肠，骨子里藏着
大爱。 （据《联谊报》）

钱钟书的冷和热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到开封后，河南
第一师范的学生们积极响应，纷纷走上街头，集会、游
行、演讲，声援北京。著名学者嵇文甫慷慨解囊，捐款
相助，支持学生运动。

有一天上课时，嵇文甫发现学生徐玉诺没来教
室，放心不下，赶紧派学生四下寻找。结果，在开封南
关火车站附近找到了他。原来，由于反动军阀的阴谋
破坏，开封学生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年轻且容易激动的
徐玉诺痛不欲生，准备卧轨自杀，试图用自己的生命来
唤醒同胞。嵇文甫震惊之下把徐玉诺找来，耐心开导
了好半天，告诉他韧性战斗的道理。徐玉诺渐渐平静
下来，终于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后来，徐玉诺走上了文
学道路，将满腔的爱与恨化作一首首新诗，发表在各大
刊物上，成为了 20世纪初中国诗坛的一颗新星。

抗战时期，嵇文甫作为河南大学教授，随学校辗转
搬迁至伏牛山深处的嵩县潭头镇。当时，河南大学办
学设施不足，生活条件艰苦，又值国难当头，师生士气
低落。为提振师生精神，鼓舞抗战斗志，学校决定创作
一支校歌。嵇文甫当仁不让，主动请缨。校方也认为
嵇文甫是校歌作词的不二人选，一则因为嵇文甫乃文
史大家，也是积极抗日的知识分子代表，深受师生信
任；二是抗战开始后，嵇文甫已经创作了《献给祖国》
《农民战歌》《走出象牙塔》等多首歌词，有良好的创作
基础。

嵇文甫领受任务后，在简陋的民房里夜不能寐，他
饱含着对日寇的仇恨，很快写下国难当头之时中原知识
分子的泣血呐喊：“嵩岳苍苍，河水泱泱，中原文化悠且
长。济济多士，风雨一堂，继往开来扬辉光。四郊多垒，
国仇难忘，民主是式，科学允张，猗欤（与）吾校永无疆！”

嵇文甫作词、陈梓北谱曲，二人的合作可谓珠联璧
合。不久，这首诞生于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的河南大学
校歌，开始在大山深处唱响。演唱者无不动容，并成为
一代又一代河大人继往开来、共克时艰的战斗号角。

（据《人民政协报》）

嵇文甫创作河南大学校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