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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

形势下，我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决战时期。8 月 9 日，

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展开全面进攻。8

月 18 日，苏军先遣部队的伞兵抵达哈尔滨马家沟机

场。那一年，哈尔滨的城市人口已经有 70 万人，有

近 20 个国家在此设立领事馆，苏联、日本、美国、

英国、法国、德国、朝鲜等国家的侨民有 3 万多人。

广播成为重要的舆论工具。哈尔滨电台当年有三套广

播频率，城市里有 4.6 万台收音机。为争得舆论工具

和保卫宣传喉舌，面对日本人的破坏和挣扎，中国播

音员赵乃禾挺身而出，与日本人斗智斗勇，保护了电

台，并联络了党组织。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中共代

表刘亚楼和苏军接管了电台。8 月 20 日 18 点 30 分，

电台发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已解放的大城市里的红色声

音，这个声音回响在白山黑水（指长白山和黑龙江，

泛指我国东北地区）上空。《东北人民广播史》评价：

“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座地方人民广播电台。”

哈尔滨是一座因铁路而兴的城市，最初采用有线

电话、后来采用无线电技术进行火车指挥调度。根据

美、英、法、意、比、荷、中、日、葡等在华盛顿签

订的《九国公约》，确定各国在华无线电台全部设备

移归中国接管。1922 年 9 月 28 日，东三省保安军陆

军整理处代表中国政府，接管了坐落在哈尔滨马家沟

的中东铁路的苏俄节制的无线电台，改为东三省无线

电台。这为哈尔滨后来的无线电发展做了铺垫和准备。

利用电波宣传爱国抗日
1922 年，参与接收无线电台的刘翰先生是我国

早期著名的无线电专家，他用马可尼野战电话机改装

广播发射机，自己装配话筒和收音机，在哈尔滨市内

多次试验无线电广播的发射和接收。1926 年 9 月 22

日，当局批准设立哈尔滨无线广播电台，批准了《广

播无线电条例》《架设广播无线电收听规则》和《运

销广播无线电收听器规则》。经过诸多无线电试验的

技术准备和广播人员的培训，1926 年 10 月 1 日，中

国人自己开办的中国第一座城市广播电台在哈尔滨开

播。创建人就是刘翰先生。

图1：哈尔滨无线广播电台创建人刘翰先生

1932 年 2 月 5 日，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哈尔滨，

控制了舆论工具。同年 7 月哈尔滨无线广播电台改称

哈尔滨放送局，并且通过电话中继线联网，实现全东

北地区的广播联播，控制了东北全境的广播话语权。

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下，哈尔滨放送局的爱国工作人

员巧妙地利用日本人对文艺音乐节目的控制“缝隙”，

1935 年运用口琴乐团现场演奏的方式，播出了大型

口琴作品联奏《沈阳月》。《沈阳月》是哈尔滨口琴社

爱国青年表现“九一八”事变中我国人民抗争的悲壮

史诗。1938 年 8 月，又以作品原名《战场月》的曲

名广播。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对广

白山黑水间的第一个人民广播
——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哈尔滨广播电台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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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节目的审查更加严密，放送局的爱国者巧妙地利用

管理中的矛盾，创造了一个将反满抗日的中国声音传

播出去的机会。当年，放送局只负责对台内的行政管

理，播出稿件由日伪当局的邮政业务编辑审查。节目

编辑边永禄充分利用双方矛盾，打了个时间差，播出

了哈尔滨市私立龙华学校校长王雁秋的进步散文《南

船北马》，并且顺利完成了首播。这是一篇隐喻北方

辽阔的土地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作品，作品具有

强烈的爱国抗日的味道。

可见，即使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日伪统治时期，哈

尔滨放送局里的中国员工仍然充满爱国精神，巧妙地

利用自己的工作便利，千方百计地传播中华民族的情

感和民族精神，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建立第

一座城市电台奠定了基础。

播音员赵乃禾暗战哈尔滨放送局
哈尔滨放送局的播音员赵乃禾是一名具有爱国主

义思想的青年，他曾经利用编辑、演出、播出广播剧

的机会宣传进步思想。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

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录音在放送局的广播里播出，让哈

尔滨市的 70 万市民知道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但日寇

垂死挣扎，将目标对准广播电台，齐齐哈尔、牡丹江、

佳木斯等地的广播电台都被破坏了。

1945 年 8 月 16 日，在哈尔滨放送局日本负责人

高桥将武的带领下，几个日本人借酒在放送局的大楼

里砸玻璃、摔椅子，将电台的大型电子管拽到大楼的

后院，浇上汽油准备点燃。看到这些，赵乃禾等中国

员工冲进高桥将武的办公室，赵乃禾说 ：“高桥先生，

是谁叫你破坏电台的？你要对此负责。”高桥迫于压

力，停止了破坏活动，哈尔滨放送局的建筑和设备由

此得到了保全。

8 月 19 日，苏联红军大部队进驻哈尔滨。8 月

20 日 10 点多，赵乃禾来到苏联红军城防司令部，用

俄语要求去电台解除日本人的武装，又去设在哈尔滨

火车站附近的苏联红军政治部，用俄语说明哈尔滨电

台的情况和日本人的兵力部署。8 月 20 日 13 点，赵

乃禾登上苏军的一辆吉普车，后面跟着一卡车全副武

装的苏军士兵，驶向位于松花江街的哈尔滨放送局大

楼，在门口缴了日本岗哨的枪，夺回了哈尔滨放送局

大楼。

哈尔滨广播电台发出人民自己的声音
8 月 20 日 15 点，东北抗日民主联军的刘亚楼同

志（化名王松）代表中国共产党来到哈尔滨电台，着

手准备用中国人自己的声音进行广播。当时，由于赵

乃禾等中国员工的保护，哈尔滨电台的建筑物、技术

装备成为东北地区城市中保护最好的电台。哈尔滨电

台当年拥有三套广播节目、三部广播发射机。发射功

率分别为 3 千瓦、1 千瓦和 250 瓦，这样的“重装备”

在当时的中国大城市中也是少有的。刘亚楼与苏军协

商广播频率的使用，此后，一个频率为我方负责进行

广播，一个频率转播莫斯科广播电台节目，一个频率

为苏军用于飞机导航。

8 月 20 日下午，刘亚楼与赵乃禾商议抓紧准备

哈尔滨电台的播出。一是确定台名为哈尔滨广播电台，

二是确保无线电信号的传输和发射，三是准备稿件。

当天晚上，在播音室里，赵乃禾先是播出了用管乐器

排钟打击出的开始曲，随后连续 3 次呼出“哈尔滨广

播电台”的呼号。洪亮、饱满、饱含深情的声音通过

电波回荡在哈尔滨上空，飘荡在白山黑水之间。这一

天，也成为哈尔滨人民广播诞生的纪念日。

第二天，1945 年 8 月 21 日，刘亚楼向电台员工

宣布，赵乃禾为哈尔滨广播电台负责人。刘亚楼亲自

抓电台工作，每天播出的稿件都由他来审定。作为播

音员，赵乃禾向哈尔滨市民发出了“我们解放了，不

再做亡国奴了”的宣告，在当时的哈尔滨引起强烈的

反响。

图2： 哈尔滨广播电台负责人赵乃禾同志

哈尔滨广播电台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
20 世纪 40 年代，国内文盲的数量还相当多，报

纸只能在知识界传播，因此，广播成为最容易被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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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的传播工具，自然成为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主要

目标。

1945 年 8 月 20 日，哈尔滨广播电台成为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第一座大城市电台，当年围绕争夺舆论

工具的斗争十分激烈。1945 年 12 月 26 日，国共谈

判在重庆进行。这一天，蒋介石派杨绰庵带领 24 名

随员来到哈尔滨，杨绰庵被委任市长后，多次安排人

员要接收哈尔滨广播电台，都被苏军以战时状态回绝，

哈尔滨的地方党组织对杨绰庵的要求也不予理睬。与

此同时，哈尔滨的四周驻扎了几万东北民主联军，正

在选择最佳时机进入哈尔滨。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主张，中共中央东北局冷静地

分析了 1946 年早春时哈尔滨的时局，果断地做出了

“我军在苏联红军完全撤离的最后一天进驻哈尔滨”

的决定。

1946 年 4 月 28 日，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的

消息通过哈尔滨广播电台传到了人民群众的耳朵里，

人们奔走相告。人民军队的进驻，结束了哈尔滨的无

政府状态，排解了市民的惶恐，维护了社会治安，保

障了商贸活动的有序进行。

1946 年 5 月 4 日，哈尔滨市举行 15 万人参加的“热

烈欢迎民主联军”大会，会上，赵乃禾作为哈尔滨的

青年代表发言，钟子云将军致答词，哈尔滨广播电台

全程扩音，并且进行了直播。

当年，东北解放战争的形势错综复杂。根据要求，

1946 年 9 月 23 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将哈尔滨广播电

台以“东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播出，同时，指定

由赵乃禾负责。哈尔滨广播电台的人员和装备曾经一

度迁往“后方”佳木斯，在那里，东北新华广播电台

以 3 千瓦发射机播出，将中共中央的声音、全国和东

北解放战争的消息及时通过电波覆盖白山黑水。

1947 年 4 月 20 日，哈尔滨广播电台在哈尔滨市

恢复播音，1948 年 2 月，东北新华广播电台迁回哈

尔滨，东北新华广播电台在哈尔滨市通过中波和短波

频率广播，除华语外，还开办了英语、日语等节目，

广播节目在欧洲、东南亚等地都能收听到，有效地向

全国和全世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1948 年

12 月 25 日，东北新华广播电台迁往沈阳。

1949 年 4 月 24 日，哈尔滨市民第一时间知道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消息。原来，当年哈尔滨

广播电台每天早中晚三次播音。早上 6 点至 9 点节目

结束后，电台的技术人员要利用开通的发射设备，与

其他兄弟电台呼叫，当收听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

的频率时，先是听到音乐，后来是北平新华广播电台

播音员齐越与南京的电台播音员蔡骧的对话，从中得

到南京解放了的消息。“南京解放了”——哈尔滨的

街头挤满了举着红旗的队伍和扭秧歌的人们，锣鼓喧

天，盼望新中国的诞生。

从 1949 年 9 月 27 日开始，哈尔滨广播电台在广

播节目中教唱《义勇军进行曲》，让国歌得以在大众

中普及。当年，在哈尔滨收音机还不是十分普及，为

了让全市人民都能听到开国大典的盛况，哈尔滨广播

电台的技术人员起早贪黑，在哈尔滨市的主要街道安

装扩音喇叭。1949 年 10 月 1 日 15 点，哈尔滨家家

户户的收音机、主要街道电杆上的大喇叭传来了毛主

席的声音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哈尔滨无线广播电台从 1926 年 10 月 1 日开播，

成为我国官办的第一家城市电台，经历了日伪时期的

哈尔滨放送局，到 1945 年 8 月 20 日发出“哈尔滨广

播电台”的呼号，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家大城

市广播电台，又经历了东北新华广播电台、哈尔滨新

华广播电台、松江广播电台和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的

发展阶段，见证了中国的广播发展，留下了广播历史

的文脉，至今仍有许多值得纪念和发扬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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