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 原

他是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名编辑、名作家、诗人。

白原原名钟逢美，参加革命后用白原这个名，笔名李村，广西合浦县南康公社黄鹂窝村人。

1914 年阴历 9月 21 日出生，1925 年秋离开故乡，到广州读小学、中学，受到大革命熏陶和教

育；1935 年“12·9”运动后，因参加和领导广州学生抗日救亡示威游行被捕，並被开除出学

校，后由舅父保释出狱，出狱后曾在一间纺织厂当了几个月小职员。1937 年全国抗日战争爆

发后，才由广州转移到广西桂林，考入广西大学政治学系学习。在桂林地下党领导下，他参加

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下乡宣传队，踏遍了桂东南和当时属于广东的合浦、钦州、防城一带

沿海地区，用歌声和演讲，激发广大人民的抗日热情。他写了第一首诗《祖国啊，让我守卫你！》

在桂林出版的《救亡日报》上发表。

1938 年 12 月，他通过当时在西大任教的李达和千家驹的关系，由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李克

农同志介绍，和几个同学一起奔赴延安。当时交通条件很差，几个穷学生想乘一段汽车都很困

难。他 们凭着两条腿，途经广西、贵州、四川、陕西四个省。当时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

行层层封锁。到延安的人，不少在中途被捕杀。一路上，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在 1939 年 9 月

才到达陕北宜川县。在民族革命大学学习了一个时期，参加了“牺盟”（牺牲救国同盟会）组

织。他写了《寄南方友人》等诗，以自己的激情鼓舞南方的战友。

1940 年 1 月，他终于到达了延安。组织安排他到陕北公学学习；后来考入了鲁迅艺术文

学院。1941 年在延安参加共产党，42 年参加延安的整风运动。在这期间，他在鲁艺创办的文

学杂志《草叶》上发表了《一幅古老的图画》《五月的太阳》《十月》等诗篇，还写下长诗《诞

生》，抒发对党、对延安的感情，描述对未来生活的向往。

1946 年他离开延安，到太行山晋冀豫鲁解放区工作，先后在解放区<人民日报》、华北解

放区《人民日报》、新华社华北总分社任编辑。工作之余，他写了不少诗歌和散文。长诗《诞

生》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全国解放后，他在《人民日报》担任记者、文艺副刊编辑，也担任过《诗刊》第一编辑主

任，新华社总社编辑、记者。由于他是记者，又是诗人，常到各地采访，发通讯，写报告文学，

也写诗。他的诗的特点是紧扣时代，思想感情和祖国命运息息相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打

倒四人帮以后，他写过一首悼念周总理的长诗《周总理啊，您在哪里？》引起千万人共鸣和赞

赏。四人帮一伙对老干部的摧残，使不少革命前辈精神和肉体受到创伤，有人产生悲观消极情

绪。他非常敏锐地感到了，先后在《人民日报》和《诗刊》上，发表了《延安之歌》和《延安

老战士的歌声》，怀念受迫害的同志，回忆延安战斗生活，勉励延安老战友永葆革命青春。此

后，他继续在《人民日报》《北京文学》《新港》《钟山》《北方文学》《奔流》等报刊杂志发表

散文和诗，、吹响了向新时期进军的号角。



白原的著作，散载国内各报刊杂志上，汇篇成册的有诗集《十月》，散文集《人间的春天》

等。他今年七十岁了，身体很好，还孜孜不倦从事写作。作为新闻记者，他始终坚持到第一线

采访，象当年徒步延安那样，从未松懈过自己的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