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成立后，任震英负责兰州市的城市拓建工作，
用哈工大学到的专业知识投身新中国建设。

1950年到1952年的三年恢复时期，他领导并进行
了全市性的大地测绘以及有关兰州自然条件、经济和社
会状况等方面的基础资料的调查收集、分析和研究工作。
他和同志们一起走遍了兰州的每一个角落，对兰州的一
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街一巷、一院一宅都进行了调查研
究和测绘，拿到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并培训城市规划和
城市建设的人才，为新兰州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1954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任震英主持编制的
《兰州市1954-1974年总体规划》，这是新中国批准的第
一个城市规划。在整个编制过程中，任震英不仅亲自绘制
规划图纸，而且亲自撰写了规划说明书。他提出的“带状
组团”理念设想和主张被规划界称为“带状城市规划的范
例”，从此深深影响着中国其他城市的规划布局。同年，任
震英赴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城市规划建设会议”。苏联
著名城市规划专家巴拉金在会议上对兰州的总体规划给
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个城市的建筑工程师任震英同志，
以其特殊的工作能力以及自己对事业的热爱，做出了生
动而有内容的城市规划设计……”

1958年，他接受了一项艰巨的任务——把荒芜的白
塔山变成公园。白塔山是兰州市的一座荒山，位于市中
心，山高海拔1700米，年蒸发量大于降雨量六七倍之多，
山高坡陡。多年来由于水土流失严重，山上只有一座古
庙、七棵柏树。他怀着对党的坚定信念和对党的无限热
爱，和技术人员、工人们一起艰苦奋斗，共同奋战了13个
月，亲自画了36张施工图大样，集指挥、设计放样、施工
组织于一身，将白塔荒山变成了由一、二、三台建筑群和
殿、阁、亭、廊构成的具有古典民族园林建筑风格的傍山
公园——白塔山公园，圆满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白塔山公园是用拆掉的旧庙、旧院留下的砖雕、石
雕，木雕、斗拱等古建筑的构件组建成的。我国著名建筑
大师梁思成先生得知白塔山公园建筑群是修旧利废的产
物，很受感动，说“你们炒的‘回锅肉’我非常欣赏，十分赞
成。”

他曾写下了西江月《白塔山公园设计立意》两首诗：

改变北山面貌，
楼阁建在坡腰，
拦洪石坝锁狂蛟，不准山洪乱跑。
植树造林种草，青峰绿水明朝，
黄河九曲浪滔滔，万里东风欢笑。
任是高原黄土，我们满不在乎，
山山岭岭共欢笑，万紫千红透露。
要与颐和比美，姑苏名苑何孤，
三年巧战展宏图，白塔晴空万树。

白塔山公园在征服荒旱、让荒山为人民的文化生活
服务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被誉为全国“改造自
然，改变干旱面貌”的旗帜之一。

1990年12月，全国设计工作大会颁授首批中华
人民共和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城市规划类只设一
名，任震英获此殊荣。

2005年8月3日，92岁的任震英去世。

（哈尔滨工业大学全媒体中心高级编辑）

新中国城市规划泰斗

1937年1月，任震英从哈工大毕业，被授予工程
师学位。经董必武同志建议，任震英和侯竹友于1938
年年初来到兰州。到兰州后，任震英的公开身份是甘
新公路督办公署的工程师，实际是在谢觉哉、伍修权
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1949年8月，解放兰州的战役打响了，这是解放大
西北中最关键、最激烈的一次决战。而在整个战役中，
兰州黄河铁桥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争夺点。在战斗中，
铁桥被炮火击断，两岸交通中断。8月26日晚，彭德怀
司令请任震英负责抢修被炸坏的黄河铁桥。任震英带
领4位工程师、3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克服抢修中遇
到的种种困难，苦干八个昼夜，修复了黄河铁桥。9月3
日夜间，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车辆开始通行。

期间，任震英写诗一首，《减字木兰词抢修黄河铁
桥》：

狼奔鼠窜，
战火焚桥通路断，
昼夜难眠，
彭大将军限八天。
同心协力，
但盼人人生四臂，
黄水狂欢，
已报前军克酒泉。

彭德怀司令亲自设宴招待任震英和抢修铁桥的工
程技术人员，表扬他们为西北野战军的及时西进立下
了汗马功劳。此后，按彭德怀司令的要求，任震英又随
解放军进军青海西宁，在途中抢修了大通河的浮桥。

八昼夜修复黄河铁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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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程万里我先行
——哈工大学生党员任震英的故事

闫明星

1932 年 3 月伪“满洲国”成立时，颁布了

所谓的“国歌”。当天，就有人把歌词改编成了

《反满抗日新歌》，并秘密地散发到哈尔滨市的

大街小巷、工厂和学校。

这首歌到处流传，很快传到游击区，在战

士和人民群众中传唱，成为鼓舞 3000 万东北同

胞报仇雪耻的响亮号角……

吹响这一“号角”的任震英，是来自哈尔

滨工业大学的一名学生……

“九·一八”事变起满洲
我满洲变成殖民地。
日本强盗，率同走狗，
造成傀儡国，
屠杀人民，遍地烽火！
人民死无数，人民死无数，
群众起来，复此大仇。
上前呀，上前呀，
打倒伪国；
除强盗，杀走狗，
还我山河。
建立人民自立政府，
工农联合解放自由！

这首《反满抗日新歌》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学
生任震英根据伪“满洲国”颁布的所谓“国歌”
改编的，大大激发了当时东北人民的爱国热情。

据说，任震英是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和
同名电视剧中的主人公原型。任震英在一次采访
中曾说：“那本书和电影中写的确实是我们那时的
事情，小说里的卢淑娟也很像我老伴侯竹友。”

战友黄铁城对与任震英、侯竹友共同从事的
革命斗争活动记忆犹新。在《“宁死不当亡国
奴”——访老校友黄铁城》一文中，黄铁城曾
说：“任震英改写满洲国歌后，我和任震英、侯竹
友一起在侯家连夜用不同笔体刻印大量歌词，第
二天就在36棚铁路工厂、电车厂、电影院、学校
中散发，后来传到游击队，在广大战士和人民群
众中传唱开了，大大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

“不怕死，不怕牺牲！”

革命凝结的爱情之花分外浪漫。上个
世纪30年代初，在哈工大读书的任震英在
从事地下党活动中与道里马街小学老师侯
竹友交上了朋友，成了侯府的常客。侯竹
友的父亲侯传薪当时是中东铁路局警务处
的秘书长，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
情。在任震英影响下，侯竹友于1933年加
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正式加入
中国共产党。他们的抗日活动得到了侯竹
友父亲的大力支持。任震英把地下党联络
站设在了侯家，主要任务是接送和掩护同
志、存放和散发传单、购置和募集药品、
召开秘密会议等。

任震英和侯竹友常常扮成一对阔少和富
家小姐，并找准时机散发传单或传送情报。

1933年春夏之交，敌人到处搜捕地下
党员黄铁城，党组织决定，黄铁城暂避侯
竹友家。任震英、侯竹友千方百计掩护黄
铁城同志。为了给黄铁城治病，侯竹友变
卖了自己的金手镯，并将黄铁城送进哈尔
滨市立医院请可靠的大夫诊治。任震英还
和侯竹友一起掩护黄铁城等同志到抗日游
击区去。

1934年，赵尚志领导的哈东游击队极
缺药品，特别是止痛药。他和未婚妻侯竹
友在敌伪药品管制的情况下，积少成多，
将积累的药品送往珠河游击区。

1935年4月1日，哈尔滨口琴社成立。
这个组织不是一个简单的音乐团体，而是东
北文化战场上一支宣传反满抗日的战斗队
伍。任震英、陈厚培、张益瑶等哈工大学生
和侯竹友都是口琴社的成员。他们经常参加
口琴社的演出，在日伪当局监控环境中多次
冒险举办口琴音乐会，演奏爱国歌曲，号召
人民参加反日斗争。著名抗日民族英雄赵一
曼在珠河英勇就义前高唱的《红旗歌》就是

任震英根据一首苏联歌曲改编成的，在哈尔滨
和抗日游击区广为传唱。

革命凝结的友情更是让人难忘。1933
年，任震英和未婚妻侯竹友奉组织之命，冒
着生命危险，在敌人的严密搜捕下，机智地
从火车站接到了从东路游击区送来哈尔滨治
病的小孟同志（韩光，曾任中共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常务书记），出资送其住院治疗直至
痊愈并安全送他离开哈尔滨。任震英子女回
忆说：

直到1973年，任震英去北京看望8年未
见的父母时，给韩光写了一个字条：“韩光同
志：如果我记得不差的话，我对您叫一声小
孟同志，我是小任（哈工大地下党小任），如
果我不是张冠李戴的话，我想见一见小孟同
志。我家住西单西斜街67号。”韩光见了字
条，立即来家探望爸爸，激动的时刻令人难
以忘怀。他们谈着过去，谈着现在，谈着未
来。爸爸当即赋诗一首《喜逢韩光同志》：

并肩战斗挑强敌，不许东天树伪旗。
雨过放晴清世好，尤驹再驭共驱驰。

爸爸90寿诞时，韩光伯伯从北京寄来了
贺信和祝寿联：

赠竹友震英同志 海屋添筹

昔云七十古来稀，而今八十不为奇，
米寿白寿到处有，兄嫂海屋添筹兮

壬午年 韩光

后来，他还经常来信，还寄来了东
北的大榛子。爸爸去世后，韩光伯伯发
来了唁电慰问母亲，这跨世纪的革命友
情让人感动，令人难忘。

并肩战斗挑强敌

1937年，任震英和侯竹友在北京举
行了婚礼。婚礼由老共产党员关俊彦主
持，并以基督教的仪式作为掩护，这场婚
礼成了从东北来到北平的革命同志的一次
集会。

在北京期间，为掩护哈工大地下党员
王克敏安全转移，任震英被日本宪兵逮捕
入狱。当敌人审讯他时，任震英大段大段
地背诵《圣经》来对付敌人。敌人气急败
坏地恐吓他，他却毫无惧色，一字不差地
继续背诵《圣经》。敌人看到他虔诚的样
子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由于找不到任何证
据，不得不释放了他。

在革命人生中，正是因为他的斗争智
慧，让任震英历经风霜，数次与死神擦肩
而过。

1936年6月，敌人在道里的《大北新
报画刊》 社逮捕了中共地下党员金剑

啸。当天由于侯竹友梳妆打扮耽误了一会
儿，任震英和侯竹友在敌人搜查时没有赶
到现场，幸运地逃过了一劫。否则他们将
与金剑啸烈士一同被捕牺牲。当时，任震
英是 《大北新报画刊》 的撰稿人，以漫
星、英英等笔名发表过 《乞儿小立的死》
《东北血泪潮》《花》等文章，翻译了普希
金、莱蒙托夫、契柯夫等作家及诗人的作
品。

1937 年 3月，日伪当局对口琴社进行
突然搜捕。侯小古、王家文等十多名同志相
继被捕，侯小古英勇就义，牺牲在敌人的屠
刀下，同时哈工大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了破
坏，任震英和侯竹友都在被捕名单之列。

任震英外孙女刘任泓回忆说：“1937年
3月8日凌晨，日寇忽然包围了哈工大的学
生宿舍，外公穿着拖鞋和睡衣刚从水房里出
来，就和日本宪兵队擦肩而过。那一瞬间镇

定自若的外公没有引起日本宪兵队的怀疑。
于是外公立刻趁乱跳墙逃出了学校和我的外
婆会合，因为我的外公和外婆都在敌人的黑
名单上，所以党组织命令我的外公外婆立刻
撤离哈尔滨，就这样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
我的外公和外婆就离开了他们的故乡。”离
开哈尔滨时，任震英写下了《自哈脱险乘火
车南下》：

春花秋月倍含情，
万里征途海角行。
哈市灯红兼酒绿，
心怀赤县意如冰。
征途万里我先行，
风似无情雪有情。
待到红旗飘大地，
天涯游子觅归程。

“爸爸的大学时代是中华民族遭受日寇
凌辱的时代，日寇的侵略、国家和民族的
存亡迫使爸爸那一代的年轻人，不仅要学
习科学文化知识，更要关心国家和民族的
命运，寻找一条救国救民、振兴国家的道
路。”正如任震英子女在《梦回故里——记
父亲青年时代在哈尔滨的革命活动》一文
中所说的那样，任震英和无数中华儿女一
样，为了国家和民族而斗争不止。

征途万里我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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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经常和任震英一起搞地下活动。据调查了
解，哈尔滨道里制鞋厂工人觉悟高，群众基础
好。一天下午6时工人下班的时候，我在离厂子
百米远的地方，故意把一只灯泡往地下用力一
摔，一声巨响，很多人立即围拢过来。这时，我
简单扼要地讲了一番抗日救国的道理之后，把传
单向人群一撒，在工人抢传单的一瞬间，我离开
了现场。任震英在不远处接应我。我马上脱下大
褂，换上学生制服，一起躲进了侯竹友家中。”

任震英1913年4月14日出生于黑龙江省阿
城县的一个教师家庭，父亲任静忱曾任小学校
长，母亲邵雨琴曾任小学教员，都有强烈的爱国
心和民族气节，他深受影响。

1929年，任震英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
后升入本科，在铁路建筑系学习。由于入学成绩
优异，他得到了学校“官费生”的待遇，这对八
年的大学学习和生活给予极大的帮助。

早在1931年，他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担任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学生会学术部长。
他以学术部长的名义举办各种爱国主义的报告和
讲座，并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活动。

任震英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震英曾
回忆说：“当时的满洲省委书记是罗登贤同志。
我和他见了很多次面，他要求我再发展几个党
员。于是，经我和另一个党员介绍，在哈工大又
发展了两名党员，一名姓孟，一名姓杨。1933
年，我们三人一起在小白楼三楼的一个房间里举
行了入党仪式。”就这样，哈工大学生孟昭恒
（现名黄铁成）、杨永安3人在鲜艳的党旗面前庄
严地宣誓，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刻
开始，任震英始终牢记入党誓词，为党的事业不
怕牺牲、英勇斗争。

1934年哈工大地下党负责人孙宝忠被捕后，
任震英接替他的工作成为哈工大地下党负责人，
并成为中共满洲省委地下交通员、赵尚志部队驻
哈尔滨的联络员。

任震英积极引领进步青年加入到党团组织中
来。《79年前的阁楼瞬间》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
件事：“1931年底，14岁的赵洵考入哈工大预
科。在那个民族危亡时刻，她和哈工大的进步青
年任震英等进行抗日活动。1934年4月，她在任
震英的宿舍宣誓入团。任震英问：‘你坚决抗日
吗？’她答：‘坚决抗日！’‘你怕死吗？’她答：

‘不怕死，不怕牺牲！’同年她转为中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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