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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烽火》

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反映东北地下斗争的的革命回忆录。作者以亲身经历为主线，记述了他和战友们自“九一八
”事变到东北全境解放前夕，所从事的党的地下工作的战斗历程。
作品以生动感人的情节，朴素流畅的语言，描绘了为东北解放和祖国的光明而进行英勇斗争的一批地
下工作者的光辉形象，热情地赞颂了他们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同时，也以犀利的笔
触，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以及蒋介石出卖东北、发动内战的罪恶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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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烽火》

精彩书评

1、观看这本书还是在小学五年级到初中这段时间，家里有一本李维民的《地下烽火》，讲述的是在
做地下党的见闻。看到那些为了自己的理想，当时是为了党的理想的事业，那种舍身的英勇行为，在
白色恐怖下，为了自己能够获取自由，来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努力，还有国内白色恐怖，真真的抛头
颅、洒热血，在所不辞。 这本书的前面有十几页没有了，后面有一部分也没有了，但是她陪伴了我很
多年，看了一遍又一遍，躺在床上，眼泪如泉涌般，为了等一个讯息，饿了几天肚子，那一些些的事
迹，深深的触动了我。 那时的人们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信念，完全把生死置之度外，为了共
产主义这个事业真正的全豁出去了。 进而才有了我们这个新世界，才能有我们现在这个欣欣向荣的世
界。但是在新世界中，我多多少少的看到这个新世界中的人们已经慢慢丧失了这种舍身的精神，这种
民族的劣根性慢慢的表现在种种事迹上，最近昆明的实践中，表明的最为明白，中国人现在表现的就
是一盘散沙，在解放战争中的那种名族集聚力哪里去了？？？ 舍身的精神呢？？ 我看到一个饭店里
藏了200多人的时候，我笑了？？？真的没有人敢站出来，做个榜样，我想只要有一个榜样出来，我们
这个沉默的大多数还是会站出来的，中国人民我想是需要带领的。各顾各的，怎么能振兴中华民族，
我们的中国梦怎么能够实现？？？我自己也会反思，如果是我自己，我会怎么做？？？ 我想，或许我
也不会出手，自己跟那些大多数人也一样，但是我们不能就仅仅只能跟随，这样永远只能走在别人后
面，挨打。应该令我们思考，自己也应思考，到底我们怎么了？？？？ 自己现在还没有这么一个高度
。 总之，还是希望现在我们的社会，像绳中一股股拧在一起，我们已经实现了新世界的建立，当然我
们还希望继续把这个新世界延续下去。名族实现振兴。李维民（中共吉林市委的创立者） 百度百科：
简介[1]李维民（1909-1976）原名李馥慧，曾用名李一民，张守仁，王一民。祖籍河北，1909年生于吉
林。早年长期工作在敌占区，是吉林特别支部、中共吉林市委的创立者之一。2履历李维民，父亲李
连纯，曾在官银钱号充职，后经营菜园子，因患肺结核，39岁病逝。母亲张氏，生李维民姐弟6人，只
有李维民一个是男孩。李维民9岁入塾馆。1926年，17岁考入吉林英国教会学校文光中学。该校教师冯
铁生，曾留学苏联。他向学生介绍进步书刊，组织时事研究会。李维民积极参加这些进步活动，读了
《拓荒者》、《申报》副刊等进步书刊，思想受到启发。一九二八年，李维民基于爱国热情，参加了
反对延长吉(林)敦(化)铁路的群众斗争。翌年又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同爱国青年一起向卖国军阀、日
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1929年，李维民从文光中学毕业，因家境贫困不能升学，经多方托人，才到永
吉县桦皮厂两家子小学当教员。由于未给校董藤三爷送礼，仅一个学期他就被辞退了。李维民失业在
家，思想十分苦闷。但他时常得到同学、地下党员纪儒林的帮助，受到一些革命启蒙教育。以后，李
维民还阅读了纪儒林带来的中共中央编印的《红旗》和《土地法大纲》，初步懂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工农闹革命，目的是为推翻旧中国，建立新社会的革命道理，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1930年春，经地
下党员张玉珩(外号张瞎子)和纪儒林介绍，李维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李维民入党后，组织分配他搞
工运工作。于是他托人在吉海路东关分站谋个站务员的职业。他利用职务之便，接触工人，宣传革命
道理，组织合法斗争，培养积极分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根据满洲省委指示，吉林党支部积
极宣传、组织群众抗日救国。李维民白天上班，夜间在家里抄写省委发布的《告东北民众书》，第二
天在工人中秘密散发。后来，宣传材料越来越多，抄写不过来，李维民便自己动手制作一台油印机，
解决了宣传材料多抄写不过来的矛盾。1932年春，满洲省委调张玉珩去磐石中心县委工作。李维民接
替老张的职务，任中共吉林支部书记。老张临行前向李维民交待了工作任务：继续搞好抗日宣传；在
工人、学生中发展党团员，扩大党团组织；派人组织伪军反正，发展抗日武装。李维民不惧艰险，认
真地去完成各项任务，使上述工作有了很大进展。这年秋天，省委派杨靖宇去磐石、海龙巡视工作，
路经吉林时会见了李维民，听取他对吉林党的工作的汇报。杨靖宇根据吉林的形势，给省委写一份报
告，建议省委批准吉林建立特别支部，由省委直接领导，并派李维民将报告直接送给省委。李维民去
哈尔滨将信交给省委，省委秘书长老罗将他留下参加三天训练班，之后转告李维民说，省委同意了杨
靖宇的建议，将吉林支部改为吉林特别支部，由李维民任书记，受省委直接领导。从此，吉林特支在
满洲省委直接领导下加强了群众工作，吉林的学生运动，特别是吉海铁路的工人斗争，得到了迅速发
展。1933年4月，吉林特支选送一些进步青年参加抗日游击队。李维民还亲自送一名北大学生到磐石玻
璃河套根据地参加革命，在磐、伊交界处一个山村，李维民见到了杨靖宇。杨靖宇交代给他三项任务
：一是秘密搜集敌人军事情报，传递给游击队；二是为游击队购买急需的作战物资和药品，派工人、
学生代表慰问游击队；三是继续向游击队输送革命青年。李维民回吉后，及时募捐筹款，购买了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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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烽火》

品及药品，派特支委员带领工人、学生代表去磐石玻璃河套慰问游击队。这期间，满洲省委巡视员张
弓多次来吉视察指导工作。5月初，冯仲云来吉传达中央“一·二六”指示信。根据省委指示，吉林
特支积极准备5月份纪念国耻日的活动，决定5月6日晚7时，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统一行动，在全市贴
标语，撒传单，进行抗日宣传。由于吉林一中学生，特支委员金景被捕叛变，致使许多党团员和积极
分子被捕，吉林党团组织遭到彻底破坏。5月7日早晨，李维民得知金景被捕的消息，立即烧毁了文件
，掩藏了油印机，通知李世超等党的负责人转移，然后到西关姨娘家中隐蔽，观察动静。当天上午日
本宪兵队到李维民家搜查，没有抓到李维民，便毒打了他的母亲，踢死了他6岁的儿子。两天后，日
寇搜扑越来越紧，形势迫使李维民不得不离开吉林。在吉海铁路党员董国璋的资助下，李维民化装成
铁路工人，从黄旗屯车站上车，到达沈阳，后又北上哈尔滨。李维民在哈尔滨得到工大学生，原吉林
文光中学同学、共青团员关世琨(关锡庚)的帮助，通过地下党员孙保忠联系，同满洲省委秘书长老罗
接上关系。省委分配李维民做秘密印刷发行工作。为了便于掩护，经组织同意，李维民把原在吉林女
师读书，参加过革命活动的秦淑云调来组成“家庭”，住在道里商铺街21号。李维民化名张宗仁，秦
淑云化名张淑珍，以兄妹相称，以补课升学为掩护，进行秘密印刷发行传递工作。后又搬到道里端街
，对外以“夫妻”相称，李维民的职业是家庭教师，秦淑云是打字学校学生。由于他们遵守党的纪律
，工作认真精细，很好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1934年春，省委派李维民负责党的交通局工作，以加
强省委同党中央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通讯联系。李维民深感责任重大，工作更加勤奋精细，多次完成给
游击队运送物资的任务。一次，省委急于想了解汤原县委和汤北游击队的情况，李维民便派经验丰富
的交通员李升，不顾生命危险完成往汤原的送信任务，又机警地把汤原县委书记、游击队长夏云阶带
进哈尔滨向省委汇报工作。1934年冬，因叛徒告密，满洲省委机关暴露，许多同志不能继续留哈工作
。省委便派李维民去汤原负责反日会工作，并参加县委。1936年春，李维民回哈向省委汇报工作，因
情况发生变化找不到省委秘书长李世超，同组织失掉联系，不得不经大连转赴北平寻找党的组织
。1936年秋，李维民怀着尽快找到党的决心，从北平出发去陕北，走到山西太谷，路费用光。在人地
两生，一筹莫展之际，巧遇原吉林特支党员董国璋。董是在吉林特支遭破坏后，流亡到关内的，当时
正在太谷车站任站长。在董的帮助下李维民干了三个月的勤杂工，后考上了电报员。“七七”事变后
，八路军到介休，李维民找到北方局的王世英同志，向他详细汇报了自己的经历。王世英把李维民介
绍到太原去见林枫，林枫指示他在同蒲路工人中，组织工会和武装自卫队。当时介休没有党组织，李
维民发展了杨树声、朱玉书等三人入党，建立了党支部。同时成立了介休工会筹备会和武装自卫队。
不久，介休车站和铁路遭敌机轰炸，李维民带领铁路工人步行到临汾，以老工人为骨干组成介休工会
。路局惧怕工人运动，拘押共产党员、工会活动积极分子朱玉书。李维民组织千余名愤怒的工人在铁
路局门前集会，高呼口号，向局长要人。当局慑于工人群众的威力，只好放人。朱玉书被放出后，在
工人集会上登台讲演，陈述工人团结起来，成立工会的意义。工人十分兴奋，当即宣告成立同蒲铁路
总工会。工会成立后，李维民负责在侯马南段组建分工会，动员两千多名工人参加了工会组织。同蒲
路成立了党的工作委员会，李维民为委员。1938年2月，日寇入侵临汾。李维民离开了同蒲路总工会去
西安，得到八路军办事处的支持，继续在工人中进行工作。李维民按上级指示，在西安组织四个职工
大队，近两千人的工人武装。同年秋，李维民随刘少奇去河南省委工作。秘密潜回吉林1939年5月，李
维民随刘少奇到达延安。不久到中央党校和马列主义学院学习。1941年春参加情报工作训练，结业后
被派回东北做情报工作，任务是长期埋伏，等待时机。1941年9月18日，李维民同电报员崔岳离开延安
，路经绥德、米脂、佳县(葭县)，在黑峪口渡过黄河到达山西兴县。李维民得到八路军一二〇师司令
部的帮助，陈钟给办理了到敌占区的身份证件。第八军分区王政委把李维民介绍到前方，由肖靖负责
武装护送。越过封锁区时，遇到敌人阻击，曾三次被包围。突围以后，在清徐、太谷山区打了两个月
游击，后到青源县猫儿梁。青源县委委员郑思华带领武工队将李维民、崔岳送入敌占区。为不引敌人
注意，他俩分开行动。1942年1月1日李维民回到阔别十年的故乡——吉林。在日伪统治下的吉林，宪
兵、特务横行。李维民为能站得住脚，以经营估衣铺、纺织作坊为业。请有名的士绅马德恩、王可耕
当财东，在经济界有了靠山。李的姑父刘兰亭是伪德胜区区长，在政界也有了依托。同年4月，电报
员崔岳到吉林。李维民同关锡庚到哈尔滨取回电台，秘密安装在李维民家炕洞里。李维民通过在税务
局工作的关锡庚，伪第二军管区打字员侯乃英和伪永吉县公署、铁路局找到的可靠关系，搜集敌伪军
事、政治、经济情报，夜间由崔岳发报。后来崔岳考入伪新京(长春)《康德新闻》社当记者，每周六
回吉发一次报。1944年崔岳被日宪兵逮捕，发报中断。李维民回吉后，引起敌人的注意。日伪特务机
关暗中对他监视。伪警务厅特高股长葛明福，经常到他家纠缠。一天警务厅长宫田卿(日人)派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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嘱托”(暗探)，伪装我地工人员到李维民家“接头”，企图探清他的底细，当即被李维民识破，报告
市警察局把“嘱托”抓走，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邻居赵明宇是日伪警宪的狗腿子，听说李维民原名
叫李馥慧，还去过延安，就到李家去敲诈。李维民沉着、冷静地应付，使他无隙可乘。李维民就是这
样坚持与日伪警宪、特务做斗争，直至光复。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抗战胜利，人民并没有得到
真正的解放。当时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苏联红军于8月19日陆续进驻吉林。为了取
得苏军的支持，李维民带领关锡庚到驻吉苏军司令部联系。经出示电台，苏军政治部相信李维民是中
共党员，把他二人留在苏军政治部，协助保卫局做锄奸工作。当时，一些汉奸走狗摇身一变都成了地
下国民党员。他们吹捧蒋介石，鼓噪要中央军接收。面对国民党的挑战，李维民为了同他们进行针锋
相对的斗争，便主动退出苏军保卫局。他首先找1943年北方局派遣的地下党员郑墉研究，决定邀请进
步知识分子李之白等办《前进报》，宣传我党的政策主张，介绍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斗争史实，揭露
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本质。八开油印的《前进报》出刊后，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人们知道
吉林有共产党组织，了解、拥护共产党的人，都纷纷前来找党。李维民原为地下工作者，没有发展组
织任务，光复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根据斗争需要应尽快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李维民找到随苏军
来吉的抗联领导干部王效明，在他的支持下，于9月上旬在白旗堆子郑墉家里，由李维民主持，王效
明、郑墉出席，召开了中共吉林特别支部成立大会。这次会议还吸收关锡庚、王庆霖、王德祥、郑垲
、关伯岐等人参加，会议还确定李维民为特支书记，郑墉为组织委员。从此，中断13年的吉林特支，
又恢复起来了。10月7日，在苏军的支持下，吉林特支接管了报社，正式办起了党报——吉林《人民日
报》。10月10日，李维民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了“维持会”在北山体育场召开的群众大会。李维
民在会上做了演讲，宣传党的政策与主张，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会上还散发了特支的传单。从此，
吉林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以制材厂工人为基础成立了职工会，以女教师为基础成立了妇女会。特支
还往各县派去一批干部抓武装，建立了人民的保安队。1945年10月下旬，陈云同志在长春召见了李维
民，对吉林特支的工作给予了肯定，批准了特支发展的党员，并决定往吉林派一批党的干部。11月1日
，东北局任命的中共永吉地委书记袁任远到达吉林，主持成立吉林市委，李维民任副书记。在地委领
导下，建党建政，建立人民武装，巩固了社会治安，取得了同国民党吉林省代主席王惠卿、市公安局
长霍鹏九等斗争的胜利。1946年5月28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我军战略转移，党、政机关撤离了吉林
市。李维民转移到哈尔滨，接受了新的斗争任务。1946年6月，李维民被分配在东北局社会部工作
。1947年2月，李维民被派往敌占区沈阳做情报工作。他化名王益、王一民，带领爱人侯乃英、报务员
吕光、吕明，组成一个家庭，于7月初到达沈阳。同正在沈阳的白皓、高凯等人会合，组成情报工作
组，由李维民负责。在我地下党员王昭晟的帮助下，李维民取得“聚成贸易行”监理身份，掩护秘密
情报工作。同年冬，李维民回东北局社会部汇报工作，同时将两位弃暗投明的国民党上层人物带到哈
尔滨参加革命工作。他返回沈阳后，带领工作组搜集了敌军部署、密码等许多重要情报，及时地报给
上级。1948年5月，李维民奉调回哈，被任命为东北局社会部情报科长。同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他随
东北局机关迁往沈阳。1949年1月任鞍山市公安局长。1951年后任鞍山市副市长、市长。在十年动乱中
，这位长期坚持地下斗争，对党忠心耿耿，为党为人民做出重要贡献的老同志，遭到了“四人帮”的
残酷迫害，积愤成疾，于1976年3月25日不幸逝世。他是电视剧和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主角王一民
的原型，是我党地下工作战线的重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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