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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抗联的“露营”传奇
——《露营之歌》的创作故事

吴志菲

在抗日战争中诞生的《露营之歌》，是东北抗日联
军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是东北抗日联军歌曲中最杰出
的作品之一，曾激励无数抗联战士冲锋陷阵，还一度被
编入东北小学课本。

在九三抗战胜利日前夕，我们重温这首歌曲的创作
过程，希望读者朋友们能从中体会到中华民族那种不畏
强暴的浩然正气，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以及爱憎分明的
革命情操。

由东北烈士纪念馆编写，辽宁、吉林、黑龙
江、延边等地人民出版社于1959年 9月联合出版
的《东北人民抗日诗词选》，其中收录的《露营之
歌》的第二段和第三段的后半部分正好与“46年
纪念版”相反，即：“59年诗选版”第二段的后半
部分为“战士们！热忱踏破兴安万重山……黑暗一
扫完”；第三段的后半部分为“弟兄们！镜泊瀑泉
唤起午梦酣……片刻息烽烟”。抗联史研究专家王
晓兵经考证认为：“59年诗选版”《露营之歌》的
第二、三段反映了原版的真貌。“‘46年纪念版’
是东北光复后人们看到的《露营之歌》的第一个印
刷版本，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大多数版本中的错误
均出自这一版。与‘39年油印版’比较，‘46年纪
念版’《露营之歌》共有14处26个字的不同。”

王晓兵说，《露营之歌》第一段第一句是描写
小兴安岭的景色：铁黑色的山岭，险峻的绝壁悬
崖，茂密的原始森林，为我们勾勒出小兴安岭那壮
美绝伦的景色！第二句是对战争环境的描写：骤起
暴雨狂风，遍布荒原的松花江畔战马在嘶鸣。此句
虽然没有写“人”，但战马的“嘶鸣”，使人可以想
象到那些身骑战马的抗日将士的雄姿。第二段第二
句描写了行军的艰难：充满湿气的乌云低低地飘在
空中，战士们迈着已经溃烂的双脚，气喘吁吁地行
军。此句既描写了阴天乌云的压抑，又反映了战士
们翻山越岭——由于行程海拔之高才有的湿云低暗
之感觉。一个“溃”字揭示了战士们在山间湿地长
时间跋涉造成双脚溃烂后给行军带来的困窘。第三
句写描写了夏季野外露营生活的艰难：为了驱赶蚊
蠓，篝火的浓烟腾空而起，但是战士们身上依然叮
满了蚊虻，用手一拍，蚊虻吮吸的人血立即浸透了
衣衫！第三段第一句是通过对秋季荒芜田地凄凉景
色的描写，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的“归屯并
户”政策，造成山区和平原交接地区大片土地荒芜
的后果，并暗示了日伪殖民统治的专横以及东北人
民亡国奴生活的凄凉和悲惨。第二句是描写抗联骑
兵部队的夜行军：夜间远处灯火闪烁，行军中频频
出现的敌人的碉堡，使警觉的战马停止了前进的脚
步。第四段第一句以风雪的张狂显示出东北抗联战
士的胸怀豪放的气概。第二句描写冬季行军和露营
的艰难：深深的积雪，雪面都贴在马的肚皮下面
了，战马想走又走不动；夜里寒气透心的冷，使人
难以入睡。第三句通过描写冬季露营的真实感受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抒发了抗联战
士苦中作乐、敢于蔑视一切困难的壮志豪情！

在《露营之歌》的四段歌词中，引用了不少典
故，这是写作诗词的通用方法之一。在“热忱踏破
兴安万重山”一句中的“踏破”一词，见岳飞《满江
红》下半阕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一句。在“草枯
金风急”一句中使用的“风急”一词，见杜甫代表诗作
《登高》中的“风急天高猿啸哀”一句。“霜晨火不燃”
一句中使用的“霜晨”一词，见唐李华《吊古战场文》：

“蓬断草枯，凛若霜晨。”又见宋苏轼《再和杨公济梅
花》之六：“莫向霜晨怨未开，白头朝夕自相催。”据抗
联老战士介绍当年东北抗联的露营生活：每天早晨
天亮前必须把篝火弄灭，因为天亮后敌人的侦察飞
机就出动了。为了防止暴露目标，及时熄灭篝火是基
本的军事常识。“霜晨火不燃”的诗句，十分生动、贴切
地描写了东北抗联的露营生活。《露营之歌》1939年
油印版此处用的就是“霜晨”，某些版本此处用的“霜
沾”一词不是原版的用词。在“振长缨，缚强奴”一
句中使用的“长缨”一词，《汉书·终军传》有：

“军自请，愿受长缨，比羁南越而致之于阙下。”明
《袁可立晋秩兵部右侍郎诰》中有：“察属国之情
形，务令受我戌索。壮孤岛之声实，恒使奋其长
缨。”“朔风怒号”一句中使用的“怒号”一词，杜
甫的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八月秋高风怒
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关于“征马踟蹰”，此句在
唐代监察御史李华的《吊古战场文》中可以找到：

“积雪没胫，坚冰在须；鸷鸟休巢，征马踟蹰；缯纩
无温，坠指裂肤。”典故的引用，不仅反映了作者的
历史知识水平和博学程度，引用的是否恰当得体则
反映了作者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功底。

纵观《露营之歌》四段歌词，既有对祖国山河的
赞美，又有对日伪统治下悲惨环境的揭露；既有征战
途中艰苦生活的描述，又有对抗联战士蔑视困难、不
惧艰险的豪迈气概的歌颂。字里行间，既有对祖国河
山的热爱，又有对敌人的憎恨和对困难的蔑视；既有
对信念的守望，又有对理想的期盼！

《露营之歌》套用古曲“落花调”填词，唱起来十
分悲壮激昂。“（抗联时期）专业的作曲人肯定是没有
的，他们只能是采取了一些比较巧妙的办法。比如说
民间流传的歌曲、民间的歌谣，再就是采用一些国外
的比较熟悉的歌曲来加以填词，还有就是一个采取
一些我们的古曲。”军旅作曲家刘琦说：“这首歌的产
生，它就是带着满腔热血，一腔热情，包括歌词的写
作上没有什么华丽的词句，它就是直述，一下子就把
人带到了那种环境。它是一个大调式的，它是正宫
调，非常铿锵有力，唱上去以后，跟歌词结合得非常
严谨。它的地域特色非常浓郁，而且是北方人那个性
格，直爽、豪爽、豪迈。它是历史的符号！”

（本文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传记文学
学会会员）

“它是历史的符号！”
李兆麟 （张寿籛） 将军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中华

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剧烈动荡和变革中度过的。在这一
时期，中华民族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
为了拯救民族和人民，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抛头洒
血。最终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
路。也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李兆麟艰辛求索，探究
真理。1931年7月，经一位姓于的同志介绍，李兆麟
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进步青年到无产阶
级先锋队战士的转变。

1933年 8月，李兆麟被调到中共满洲省委军委工
作，先后赴海伦、巴彦、珠河等地巡视工作，参与创建
东北抗日游击队。1934年初，他前往赵尚志领导的珠
河反日游击队，任副队长，并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
精神，协助赵尚志建立了反日联军总指挥部。同年 6
月，珠河反日游击队改编成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
赵尚志任司令，李兆麟任政治委员。1935年1月，东
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成立，赵尚志任军长，李兆麟先后
任二团、一团政治部主任，率部到牡丹江沿岸创建新的
游击根据地。

1936年1月，著名抗日将领赵尚志、李兆麟、夏云阶
等参加反日联合军政扩大会议，赵尚志被推选为总司令，
以抗联三军、六军为骨干，建立了松花江下游地区广泛联
合的抗日武装力量。以夏云阶任军长、李兆麟任代政治部
主任的抗联三军和以戴洪斌任军长的抗联六军，主要在
鹤岗、汤原、依兰、富锦等地开展游击抗日活动，采取避锐
击虚的战术，寻找日伪弱点予以痛击，打得日伪高层官员
惊呼：“抗联是北满国防上的心腹之患。”

1936年3月，李兆麟根据抗联司令部指示，制定了
攻打小兴安岭汤旺河一带伪森林警察部队的计划。他率
领一支200多人的队伍，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经过
一天的急行军，赶到了小兴安岭西南山的岔巴旗。经激
烈战斗，抗联部队活捉了4名伪森林警察中队长，收缴
了大批武器。第二天，抗联部队乘胜前进，黄昏时到达
老钱柜，一举歼灭了那里的伪森林警察大队，击毙日本
军官7人，俘虏伪警察150多人。这次战斗，为汤旺河
抗日联军密营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从那以后，抗联第
三、六军在汤旺河建立了兵工厂、仓库、医院，这里成
了抗联部队休整和补充给养的基地。抗联还在这里成立
了军政学校，李兆麟担任教育长，为北满抗联各军培养
了许多骨干。

抗联老战士、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常务书记
韩光曾回忆：“李兆麟很喜欢吟古诗。一次行军途中看到
山溪从高处流下，他情不自禁地吟诵李白名句‘飞流直下
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有时宿营、打尖，如果看到战
士吃饭掉了饭粒，他会用‘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
句来教育战士。这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在抗日革命的实践中，诗词成为李兆麟和他的战友
们抒发壮志豪情、展望美好未来的有力武器。以抗联火
热的战斗生活为素材，李兆麟创作了《露营之歌》《东
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军人十大要义歌》和《第三路军成
立纪念歌》等永远闪耀着革命光芒和飞扬文采的诗篇。

《露营之歌》是李兆麟的代表作，也是抗联战斗生
活的写照。它以一年四季的季节变换为主线，真实地记
述了抗联战士艰苦劳碌而又充实乐观的斗争生活，豪迈
地反映了忠于祖国、抗击日寇的坚定心愿。全诗如下：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
鸣。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同志们！锐志哪怕松江
晚浪生。起来哟！果敢冲锋，逐日寇，复东北，天破
晓，光华万丈涌。

浓荫蔽天，野花弥漫，湿云低暗，足渍汗滴气喘
难。烟火冲空起，蚊蠓血透衫，战士们！热忱踏破兴安
万重山。奋斗哟！重任在肩，突封锁，破重围，曙光
至，黑暗一扫完。

荒田遍野，白露横天，野火晶莹，敌垒频惊马不
前。草枯金风急，霜晨火不燃，弟兄们！镜泊瀑泉唤醒
午梦酣。携手吧！共赴国难，振长缨，缚强奴，山河
变，片刻息烽烟。

朔风怒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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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歌名为《露营》，后更名为《露营之歌》，是按
春、夏、秋、冬 4 季写成 4 段歌词。每段都离不开

“火”字。当时，火不仅在冬季里是人们最喜欢的，夏
天在抗联战斗生活里，几乎也天天都离不开它。尤其在
伏天里，火能驱赶蚊蠓的袭击，还能在阳光照射不进的
阴暗密林里烤干衣服。这支歌曲反映了抗联部队征战期
间露宿的情景。

配以古曲“落花调”的《露营之歌》写成后，以其
豪情壮志和优美文采，特别是对抗联战士战斗经历的真
切描绘，受到战友们的热烈欢迎，迅速在东北抗日联军
各部队中传唱开来。原抗联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政治部
主任伊峻山于1958年在吉林省博物馆编辑的《东北人
民抗日歌谣》中《露营之歌》部分曾批注：“这是北满
的歌曲，但东南满也在唱，1937年时影响范围较广”。

抗联老战士、原宁安县委交通员、黑龙江省原省长
李范五夫人黎侠（原名黄晓英）在1936年秋由东北抗
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陈翰章护送越界赴苏时就
已会唱《露营之歌》，生前一直对之十分欣赏。

诞生在抗战烽火中

1937 年 7 月，在李兆麟和金伯文
的婚礼上，赵尚志盛赞：“ 《露营之
歌》 是爱国深情的大作，是他文韬武
略的写照”，并请李兆麟指挥少年连战
士齐唱此歌。唱完后又说：“这首战歌
我已唱过多次，但今晚感受特别深，
使我激动万千，恨不得立刻带兵下山
打鬼子去”。

1938年 3月15日，设于帽儿山的
六军被服厂遭到日军袭击，抗联老战
士李桂兰 （即李亚洲） 等不幸被俘，
在狱中，她们就是高唱着 《国际歌》
和 《露营之歌》 坚持狱中斗争，直到
1945年抗战胜利的。原抗联第七军老
战士单立志也清楚地回忆：“我们第七
军，早在1937年底就能完全演唱《露
营之歌》 4 段歌词了，谁都知道这首
歌是多才多艺的李兆麟将军所作”。

今天，我们无法找到 《露营之
歌》 最准确的创作时间与创作细节，
但是可以猜想，这是一首在艰难中诞
生，并记录艰难的歌曲。从诞生到流
传，李兆麟结合抗联的斗争经历与战
士情怀，不断完善。它的最终全面唱

响，是在万水千山的征途中。它不仅
仅记载了一段段战斗的过程，更重要
的是，它是抗联的每个春夏秋冬的战
斗岁月的真实写照，更是抗联豪气冲
天鼓舞士气的重要支撑。

1938 年 6 月，北满临时省委在通
河召开第八次常委会议，明确提出，
为了保存抗联部队实力，粉碎日寇各
个击破的阴谋，必须跳出日寇对下江
的包围圈，实行向西远征，到黑嫩平
原去开辟新的游击区。会议决定组织
在北满的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军
主力穿越小兴安岭，向西面的海伦地
区远征。除留守部队在原地继续坚持
游击战争外，主力部队统一在北满临
时省委领导下，由李兆麟、金策、冯
治纲指挥，分三批西征。

这次西征是北满抗日游击战争大
发展的新起点，不仅冲破了日寇的

“三江大讨伐”阴谋，粉碎了日伪妄图
将抗联聚歼于三江平原的梦想，而且
又建立起黑嫩平原新的抗日游击区，
保存了抗联主力，扩大了抗联在龙江
民众中的影响。可以说，李兆麟在此

前创作的 《露营之歌》 也是抗联西征战
斗岁月的写照，曾极大鼓舞了抗联战士
的斗志，有极广泛的影响。

1936 年至 1937 年间，《露营之歌》
就在东北抗日联军将士中广为传唱。几
十年以来，刊登 《露营之歌》 的书籍和
刊物多达几十种。细心的人们可以发
现：这些不同版本的 《露营之歌》 其文
字是不同的，并且还存在着段落颠倒和
标点不一致的问题。

1939 年 7 月 7 日，东北抗日联军第
三军政治部宣传科编印的 《革命歌集
（第二集）》中收录了《露营》歌。这是
目前能找到的有关这首歌曲最早发表的
油印件，但是没有署名作词者。不过，
原抗联第六军政治部主任、第三路军政
委冯仲云主持的以“兆麟纪念委员会”
名义于1946年 3月20日在《纪念民族英
雄李兆麟（张寿籛）将军》（非卖品）中
刊登的 《露营之歌》 为代表的版本中，
第二、三段后半部分互置了，并注明：

“李兆麟将军遗作”。
显然，由中央档案馆收藏的“39年

油印版”是最重要的文献。值得一提的
是，原东北烈士纪念馆的研究人员郭兆
庆在 1958 年前后采访了许多东北抗日
联军的老同志，特别是他采访了 1946
年主持发布 《露营之歌》 的冯仲云。郭
兆庆根据冯仲云的意见对“46 年纪念
版”《露营之歌》 的段落和文字进行了
订正。

在战火中不断完善

1943年10月5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野战演习后部分干部摄于北野营。

吉林通化市杨靖宇烈士陵园中抗联将士雕塑。

抗联老战士、周保中警卫员刘义权
接受本文作者采访后留影。 （余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