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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山岛对岸有一个六七百人
的小村庄，叫里张阿村，向东三四
里是津浦铁路，向北20里是枣庄
薛城(临城)，与二湖涯上众多村
落一样都是典型的湖村。这个不
怎么起眼的小村庄却出了一位名
震遐迩的抗日英雄——— 褚雅青。

从村西微湖码头乘船登上微
山岛，出码头向东便是当年“血战
微山岛”的抗日战场遗址，除了尚
健在老人的记忆外，已没有任何
可资瞻念的标志物了。那些曾是
游击健儿掩体的水沟堰岭不复存
在，英烈鲜血染红的沙滩苇草也
不复存在，映入眼帘的是宽阔的
环湖观景路，两旁摇曳多姿的垂
柳及三三两两挽臂散步的情侣。
岛上90多岁的殷姓老人向我指点
说：“在这片湖岸上，担任阻击任
务的是峄县大队和运河支队一大
队二中队，一溜长蛇阵有几百米
呐。”老人颤抖着指向一片洼地：

“褚雅青就是在这块地角牺牲
的……他的英魂永远留在了这
里。”

褚雅青，这位喝微山湖水长
大充满传奇色彩的抗日英雄，不
仅是读过私塾的渔湖民，还是一
位早期革命者。1919年“五四运
动”爆发，17岁的他离开家乡南下
福建、广东寻求光明，1926年参加
著名的北伐战争，编入叶挺将军
的独立营。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
愤然脱掉军装回到家乡。“九·一
八”事变，东北三省沦入日寇铁蹄
之下，褚雅青悲愤至极，作诗一首
以铭心志：“山河破碎吾心碎，世
浊无处不冤魂。雅青愿为苍生故，
弃医寻法闯天门”。

1933年，他由郭子化介绍加
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与抗日
救国之路。“七七事变”后，受苏鲁
临时特委派遣回到家乡微山湖，
以行医为掩护开展群众工作，在
临城县周围秘密建立党组织，发
展武装力量。1938年3月，枣庄沦
陷，褚雅青领导的抗日武装合编
为人民抗日义勇队总队，任军医
处处长。后任115师陇海南进支队
参谋、八路军山东纵队第14区队
参谋长、运河支队作战参谋、峄县
大队副大队长等职。他机智神勇，
指挥若定，战术灵活，常常出奇制
胜，在收复微山岛、苏北铁塔寺、
邳县、安徽灵璧、四户等重大战斗
中屡屡消灭日军，亲手除掉十余
个罪大恶极的汉奸顽匪，威震鲁
苏豫皖边区，使我军民振奋，日伪
军闻风丧胆，因而有了“猛张飞”
的绰号。

1942年旧历三月初七，微山
岛上血雨腥风，日寇为报复我湖
区抗日游击队，纠集枣庄、滕县
等地3000余日伪军，对微山岛根
据地进行疯狂“扫荡”。驻扎岛上
的有六七支抗日游击队，得到情
报后，在吕蒙村召开紧急会议，
决定坚守微山岛，成立前敌指挥
部，推选运河支队一大队大队长
邵子真为总指挥，峄县大队褚雅

青、微湖大队张新华、铁道大队王
志胜、沛滕边县水上区黄克俭为
副总指挥。若撤退，游击队不用1
小时便可撤出微山湖，但岛上有
4000余百姓，抗日健儿为保护老
百姓，与日寇展开了极其惨烈的
厮杀！

这是一场敌我力量悬殊的阻
击战，面对十倍于我装备精良的
日军，身经百战的褚雅青心里明
白，他率领峄县大队和运支一大
队二中队不足200人承担了正面
主阵地杨村渡口的阻击任务。凌
晨，日军分乘汽艇、木船在大炮机
枪的掩护下向杨村渡口扑来。褚
雅青带领战士展开顽强阻击，一
次次打退日寇的疯狂进攻，日军5
次冲锋均没能踏上微山岛。至上
午九时，日军改变进攻策略，一面
佯攻杨村，一面调集兵力迂回岛
东南攻打指挥部所在地吕蒙。为
了给群众和游击队转移争取更多
时间，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褚雅
青指挥战士边打边撤。上午10时，
战士们伤亡过半，褚雅青也身负
重伤，当撤到杨村东一块高坡下
时，他命令幸存的战士不要管他，
立即突围，自己留下掩护。

战士们突围后，褚雅青强撑
着受伤的身体，烧掉文件，当敌人
号叫着攻上来，他打倒几个鬼子
后，饮弹自尽，壮烈殉国。苍天垂
泪，湖水呜咽，人民的勇士倒在生
他养他的土地上，用生命和鲜血
谱写了一曲撼天地泣鬼神的英雄
壮歌。诗人孙倚亭写诗赞曰：我爱
雅青勇出群，半生革命逐风尘。隐
身自擅黄岐术，除恶人称黑煞神。
百战英雄常藐敌，一朝湖水竟成
仁。而今湖水明如镜，历数英雄更
忆君。

第二天，躲避在湖中的几位
老人悄悄返回村里，将雅青的尸
体埋葬在离他牺牲不远处的高岗
上，没有石碑，连块木牌子也未
立，只有一座不大的坟头，岛上百
姓已将他牢牢记在了心中。直到
新中国成立后，英雄的后人才将
他迁入岛对岸褚氏宗族的坟地
里。

如今这里已开发出致富的鱼
塘，修建了公园，周围筑起可供游
人垂钓、游乐的休闲设施，观景路
边的饭店车来人往、热闹喧阗，

“水村山郭酒旗风”，一派安宁祥
和的景象。岛中部山头微山湖抗
日英烈纪念园内铁道游击队纪
念碑高高矗立，它不单单是铁道
游击队纪念碑，更是无数抗日和
为新中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的纪
念碑；它不是一块块僵硬的花岗
岩石，而是有血有肉有记忆的躯
体。它沉默着又仿佛诉说着，我
站在纪念碑前眺望大湖，眼底岸
阔水蓝，鱼潜鸟飞；或浪涛拍岸，
或平湖唱晚；朝迎日出，暮送日
落，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
也许是母性的微山湖坦荡的情
怀和包容万物的品格吧！战争的
尘埃已随岁月的云烟升上了天
空，在复原搭建着一种舒缓而永
恒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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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25日在法国巴黎出
版的《救国时报》上，有《中国共产
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的社论，这
份报纸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海外
创办的报刊，是我目前见到最早庆
祝党的生日的报纸……”山东省委
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丁龙嘉说。

面前呈现的是红色收藏家颜
栋华多年来收藏的红色文献与藏
品。颜栋华是一名有着40多年党龄
的退休军人，他的父亲也是革命战
争年代参军的老军人。受家庭熏陶
和影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他
就痴迷红色收藏，现在最让他感到
自豪的就是数以万件的“红色藏
品”。在他的房间里，一本本陈旧的
杂志、一份份泛黄的报纸、一张张
带着硝烟味的票据，仿佛把人带回
那个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丁龙嘉
认为，颜栋华收藏的关键节点报纸
刊登的都是最耀眼的重大新闻，是
记录历史的最好见证。

颜栋华讲，这本《救国时报》合
订本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影印
本，但也非常珍贵和难得。一次，在
对内容进行研读时，他发现其中有

《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
这篇社论，看来，当时我党虽然处
在艰苦的环境下，但已经开始祝贺
党的生日了。

据丁龙嘉介绍，《救国时报》是
中国共产党人吴玉章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
中文报纸，1935年12月9日创刊，共出版152期。
该报以海外华侨为主要读者，发行43个国家，
年发行2万份。这份报纸在国内仅有北京、上
海、武汉、天津、西安等几个大城市发行。1938
年8月这份报纸迁至美国纽约与中共在当地
创办的另一份中文报纸《先锋报》合并，直至
1939年10月正式停刊。

“1935年红军还在长征中，这是中国共产
党最艰难的时期。这一年，日本扩大对华侵
略，制造了多起事件，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处于历史转折时
期。在这样极端艰苦的历史背景下，中共在
海外创办报纸，向华侨宣传抗战，体现了中
国共产党人的胸怀和视野。”

面前这份影印的《解放》周刊，是1938年7
月1日出版的。头版专刊印着“纪念抗战一周
年”“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的标题。据介
绍，《解放》周刊是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时期
的机关刊物，1937年4月24日在延安创刊，初为
周刊，后为半月刊，1941年五月停刊，共出134
期。丁龙嘉说：“把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
诞辰纪念日，是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5月提出
来的。这期《解放》周刊是国内刊物上第一次

‘七一’祝贺党的生日的文献。”
还有一张1941年7月1日的《解放日报》，报

纸纸面已经泛黄，带有浓烈历史厚重感。这
一年7月1日的报纸刊登了《中国共产党20周
年纪念特辑》，除了一篇《纪念中国共产党20
周年》的社论，还分别刊登有八路军总司令
朱德、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延安大
学校长吴玉章署名的纪念文章。

丁龙嘉说，1941年是抗战最艰难的一年，
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日军对各抗
日根据地发动空前残酷的毁灭性的“扫荡”
和“清乡”，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
光”政策，企图摧毁敌后抗日军民的生存条
件，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
南事变。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
刊登文章祝贺党的生日，鼓舞着抗日军民克
服困难，在敌后抗战中，广大军民中涌现出
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据介绍，当时的《解放日报》是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
创刊，还是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1947年3
月随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动撤出延安后，出至

27日停刊。
72年前的1949年7月1日，为纪念中

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同志在
《人民日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
文章。丁龙嘉认为，这是新中国即将诞
生之前的祝贺，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
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胜利，一个崭新的中国将
屹立在世界东方，中国共产党人在庆
祝党的生日的时候，非常清醒地认识
到：“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
步。”体现了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
良作风。“今天我们党走过了百年的征
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仍然是‘在
长征路上。’”丁龙嘉说。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九周
年，1950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刊发了

《整顿党的工作作风,改善党的组织状
况》的社论。”颜栋华捧起一份报纸介绍
道。这份《人民日报》记录了71年前的党
的生日，今天看来，弥足珍贵。丁龙嘉
说：“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中国共产党
人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党的工作作风
建设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就把党建列
入头等重要地位，表现了党的高瞻远
瞩。”

随后，颜栋华又捧出两份珍藏的
《大众日报》，其中一份是1945年7月1日
的，这是一张全版套红的报纸。自1938年

《大众日报》筹备以来，作为抗战烽火中
的红色号角，在十分险恶的环境中，大
众日报人与山东人民一起已经浴血奋
战了七年。

丁龙嘉说，这一天的社论为庆祝
“七一”，刊发了《为完全实现党的七代
大会的决议而奋斗》的社论。这时中国
和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决定
性胜利，一个月后，日本就投降了。曙光
已经来临，抗战的胜利,终于就要到来
了。
另一份《大众日报》是1949年7月1日的，这

一天的社论是《纪念“七七”抗战十二周年口
号》。为什么在抗日战争胜利4年后提出这样
的口号呢？丁龙嘉认为，二次大战后，东西方
两大阵营处于冷战时期的对立态势，山东分
局根据国际形势做出了这样的决策。

此外，颜栋华还展示了两份胶东抗日根
据地出版的《大众报》，一份是1943年7月1日
的，这一天用套红版面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
22周年，并刊发了时任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
友所写的社论。丁龙嘉说，1943年，抗日战争
逐步走出最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胶
东军民抗战，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另一份《大众报》是1944年7月1日的，为了
庆祝党的生日，这一天刊登了《拥护伟大领
袖毛泽东》的社论。丁龙嘉认为，这说明在敌
后抗日根据地的胶东党组织，通过长期的革
命实践斗争，已经意识到毛泽东是党的正确
领导者。

每一件老的文献都记录着一段历史，当
它们一件件铺展开来时，好像时间也定格在
过去的峥嵘岁月，让人仿佛回到了那些激情
燃烧的年代。对于颜栋华来说，这些红色文
献来之不易，尤其是战争年代根据地的报
纸，经历过战火洗礼，经历过敌人的围追清
剿，穿越了蹉跎岁月，留存下来的已经非常
稀少，为了淘到这些宝贝，他历尽了千辛万
苦，跑遍了大江南北。尽管付出很多，但颜栋
华觉得有责任把它们保存好展示给人们，因
为“它们承载了一个民族太多的苦难和牺
牲，承载了一个民族可歌可泣的奋斗精神，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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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药业公会1935年成立时会员合影，左一为褚雅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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