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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锡英(1911年—1942年)，笔名
惜阴，江苏无锡人，现代散文作家、
儿童文学作家。1928年倪锡英毕业
于无锡师范学校，先后任职于北新
书局、徐州民众教肓馆等，著有《都
市地理小丛书》等。

倪锡英酷爱旅游，在徐州民众
教育馆工作时，他曾被“中国社会
教育馆”委派到全国各地做社会调
查。他在进行调查的同时，游览了
各地名胜，也写了许多精彩游记。
1931年，年仅20岁的倪锡英出版了
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泰山曲阜游
记》，此后至1939年，又陆续创作、出
版了《都市地理小丛书》一套九种，

《济南》即为其中一种。
《济南》一书由《泉之城》《济南

沿革考》《大明湖》等九个部分组
成。其中《大明湖》这一部分从水
源、游船、景色、胜景等几个方面，
作全景式描绘，倪锡英观察细致、
见解不俗，文笔又好，这在当时同
类文章中实不多见，因此可以说

《济南》一书是一份民国时期济南
旅游指南。

明代《历乘》说：“(大明湖)在城
内。”明清古人游记则说“湖在郡城
内西北隅”，都是仅记其方位，不言
其形势。倪锡英显然注意到这一
点，因此他对大明湖与济南城之间
相互依存、相互衬托的关系说得极
为明确：“大明湖的位置，适当济南
城的北部，面积约占全城的三分之
一……在北面的湖边上，一列整齐
的城墙向东西两面围抱过来，刚把
大明湖包裹在里面。这城壁再向南
延伸过两个湖面般长，便围合成南
城的城壁，这就是内城。外城也从
大明湖北面向东、西围抱，比内城
的圈子大些，绕向南去，围合起
来……”

倪锡英总结说，大明湖“在静
穆中显着整齐，在雅澹中不嫌寂
寞”，因此称得上“济南第一个名
胜”，也就不由人不信服。

《历乘》说大明湖水“源于灰
泉”，并诸泉合流以汇。倪锡英的说
法有所不同，他认为，(大明湖)的水
源完全是济南城外山间泉水的伏
流，由山岗的脉道中潜流入济南
城，漫布成著名的七十二泉，由这
七十二泉再汇流成大明湖。今天来
看，这个说法无疑更科学。

倪锡英经过实地考察，并结合
文献资料，认为大明湖的水具有平
(衡)、清、急的特点。他说：“大明湖
的水源并不如一般湖似的四周有
江河水道相通，它只是全赖着城内
许多泉水的流注，并且还有小清河
可以作它宣泄的地方”，因此“遇到

雨季也不会涨溢，逢着干旱也不会
干涸”“永恒地保持平衡”。

倪锡英观察得很仔细，他发现，
大明湖在表面上看去是这样平静，
但在许多泉流汇入的地方，水势是
异常湍急的。他还举例说：“试向西城
沿城壁里面的一带水流上伫立五分
钟，便可以看见那一溪清冽的泉水，
是怎样急急地向大明湖流去。那溪
水终年不断，好像决了口一般自南
向北急流着，水底里丛生着的水草
都偃卧着，清水好像一幅大被般盖
起。有时在清澈的水底里也有几块
怪石横阻着水流，那么水面上立刻
会激起美丽的漩涡来。”

历来写大明湖的诗文为数众
多，倪锡英以其特有的敏感，加上
妙笔渲染，笔下的大明湖很生动：

“大明湖上的景色四时不同，因为
它的水源是泉流的缘故，因此，四
时不涸，入冬不冰。”“因四时之景
不同、各有看点，所以无论本土、外
地游客“都爱投入大明湖的怀里
去”。

倪锡英还乘坐游船游览大明
湖，当时有两种游船，一种是画舫，
一种是小划子。他说，画舫类似秦
淮河的“灯船”，可坐二三十个游
人，船身阔且长，内舱布置更显精
致，有茶几和桌椅，并备有茶壶、茶
杯，游客可以边赏景边取饮。倪锡
英描写道：“画舫行动起来，不用橹
摇，而用竹篙撑着走，因此船身很
平稳。”至于小划子(即小艇)，倪锡
英说，由于没有蓬盖，游人只能站
立着，画舫价格比较贵，“一天要二
到三元”，小划子由于比较简陋，价
格也低廉，只要几个铜子。

倪锡英文章记录的大明湖名胜
古迹，与今天所能见到的基本一致。
他游玩并在书中描写的主要有历下
亭、汇泉寺、张公祠、北极台、汇波
门、铁公祠、李公祠等。在这些古迹
中，若论久负盛名当数历下亭，由于
历下亭处于湖中央，只能乘游船前
往。倪锡英写道：“在亭前靠下，上得
岸去，便到历下亭的前门，门口有一
座小亭子，亭内有乾隆皇帝御书的
碑记。那门上左右悬着一副硬木联，
联上写着‘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
多’”。倪锡英还去了张公祠，他写
道：“殿宇很是雄壮，并且有戏台建
筑着……殿左有座厅屋，前面有一
方小池，池上有一座船亭，四周有曲
廊围绕着，远山近水，风景极胜。”对
面是曾公祠，那里面有三间小阁，可
以登临，俯览全湖景色，倪锡英认为

“很饶雅趣”。
倪锡英并非长期生活在济南，

但他对大明湖等济南名胜的介绍
却相当到位，而且处处以兴趣为
主，描述力求生动，记载也很具体。
他的《都市地理小丛书·济南》在有
关济南历史文化的书籍中当属上
乘之作。

（本文作者为文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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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神枪手——— 金维三
在革命战争年代，有位全国闻名

的民兵英雄神枪手金维三。他转战山
东大地，驰骋沂蒙山区，是沂蒙根据
地民兵配合主力部队参战的典型代
表。

金维三(1900年-1990年)，沂南县
大成庄人，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回族农
民家庭。旧社会的封建剥削、民族压
迫和土匪抢劫，促使他养成了大胆、
顽强、勇于反抗的性格。他自幼喜爱
玩枪、耍刀，农闲季节喜欢打猎，练就
了一套百步穿杨的好枪法。当时，大
土匪刘桂棠盘踞蒙山一带，到处抢劫
财物，杀人放火。许多农民为了维护
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忍痛卖掉一些
耕牛、土地等，购买枪支自卫。金维三
也卖掉仅有的一头小牛和豆种，买了
一支七九步枪。

抗战爆发后，金维三积极参加抗
日活动。在一次民兵射击比赛上，他
获得了冠军，从此，“神枪手”的名号
传遍了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为了培
养更多的优秀射手，打击敌人，党组
织在全县民兵中开展了“金维三射击
运动”，并派他到各地传授射击技术，
经他训练的射手达八百人之多。

1939年，金维三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当选游击小组组长。1940年夏，
他率七位民兵，在沂河西岸准备伏击
下乡抢粮的零星日伪军，与数十名敌
人遭遇，他连放三枪，毙敌三人，吓得
余敌狼狈逃窜。解放战争中，金维三
跟随解放大军南征北战，参加过鲁南
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
役等，立过四次一等功，打死日、伪、
顽和国民党军四十七名、活捉九名，
伤敌不计其数。

1945年抗战胜利后，盘踞在临沂
西北的王洪九部拒不投降，鲁中军区
警备四五六团奉命围歼。苟延残喘的
敌人向我前哨观察所发起了冷枪战，
敌射手击中我方多人，部队冲锋受
阻。这时，金维三接受了消灭敌人射
手的任务，仅用了五发子弹就打死敌
人三个特等射手，拔掉了前进路上的
钉子，荣立一等功。金维三的神枪功
夫，给敌人造成很大的威胁，敌人悬
赏五百块大洋捉拿他，终究没得逞。

抗日的战火刚刚熄灭，蒋介石又
挑起了内战，金维三又带领民兵与国
民党展开了斗争。1946年6月，鲁中军
区抽调沂河沿岸三支游击队组成游
击大队，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这三位
游击队队长都是抗战初期身经百战
的英雄好汉。高运成任大队长兼政
委，金维三任副大队长兼副政委，张
秀海任副大队长。10月，游击大队被鲁
中军区命名为“鲁中第一爆炸先遣
队”，调往鲁南战场参加卞庄阻击战。
途中，参加了洪山千里沟阻击战。10月
下旬，国民党军队北犯峄县，游击大
队10月底到达赵镈县的鲁南三军分
区，传授军事技术，训练民兵，并参加
了横山一带阻击蒋军进攻的战斗。

卞庄阻击战中，游击大队奉命扼
守卞庄东泇河埝头大桥。大桥地处重
要战略位置，我军主力战略转移，需
要从桥上过；国民党军要向临沂进
攻，也要从桥上走。为了完成守桥任
务，游击大队先在卞庄东面的塔子山
上布上地雷，又在大桥东西两头各放
八十包炸药，埋上地雷，备足棉麻、汽
油、麦穰、秫秸等易燃物，以便通过爆
炸引起燃烧。他们在严冬中坚守大桥
六个昼夜，当我军最后一个营撤到泇
河以东时，指挥部命令立即把桥炸

掉。但游击大队认为，国民党军快速
纵队还未到，先把桥炸掉，未免过早，
故请示待其到来再炸不迟。指挥部同
意了他们的请求，要求掌握好炸桥时
机，做到万无一失。

12月19日上午10时，风停雪霁，国
民党快速纵队的坦克从西南开来。他
们一到卞庄，首先派出一支队伍控制
塔子山，还未爬到山顶，就遭到地雷
阵。山下国民党坦克兵听到山上雷
响，以为高处有我军阻击，集中火力
向山上开炮。炮弹炸响了地雷，地雷
带动飞雷，弹片落向国民党军阵地。
这时，国民党军方知上当，掉头向埝
头桥扑来。刚到河边，游击大队爆破
组拉响了导火线，一声巨响，桥梁炸
断。火光中，国民党军的坦克面对断
桥束手无策，尾随在坦克后面的步兵
妄图涉水冲过河来抢占阵地，又遭到
金维三射击组的火力封锁，最后只好
缩回卞庄。

游击大队有效地阻击了敌人坦
克装甲部队的进攻，连续七天七夜英
勇作战，阻击了二十六倍于己的敌
人。这场历时二十天的防御阻击战延
缓了国民党军的进攻速度，将敌人阻
止在有利我军歼灭的地带内，促使战
机的形成，为华东野战军调集和部署
兵力赢得了主动权。

金维三受到鲁中军区首长的表扬。
新华社曾以“鲁中人民热烈支援自卫
战，六万民兵上前线”为题对他们的事
迹予以报道：“鲁中人民以高度胜利信
心热烈支援爱国自卫战争，该区近日已
有六万民兵奔赴前线，射击爆炸大王及
英雄王发原、高运成、金维三、张秀海等
均率领队员在前线作战。”

1947年1月1日，时任山东军区司
令员的陈毅亲自签署命令，为神枪游
击大队记集体特等功并颁发“八一”
锦旗一面，军区为金维三记一等功一
次，并奖“火车头”奖章一枚。

1947年8月，国民党向我山东地区
发起“重点进攻”，金维三带领三名民
兵特等射手，坚守铜井以南花山子，
牵制敌83师和还乡团数百人的兵力，
在烈日如火、肚内无食的情况下，坚
持八小时。敌人怕被包围，不敢久战，
丢下九具尸体，灰溜溜地回去了。新
华社曾以“鲁中人民展开破袭有力配
合主力作战”为题予以报道：“蒋军大
举向鲁中作重点进攻之前后，沂(水)
蒙(阴)、泰山山区广大民兵游击队，利
用破袭爆炸射击围困相结合的游击
战争，保田保家予野战军以有力配
合。几个月来，中心区数万民兵游击
队，或在边缘看大门，或到蒋占区助
战，沂南高运成、金维三爆炸游击队
不仅炸遍鲁中胶济沿线，且开赴鲁南
等地作战。”

新中国成立后，金维三长期担任村
民兵连长，被选为县人大代表、县政协
常委，为统战、政协和民族宗教工作作
出了一定贡献。1951年，金维三出席了
山东军区英模大会，获“山东民兵英雄
神枪手”称号。1960年4月，他赴京出席全
国民兵代表大会，中央军委赠给他半自
动步枪一支，子弹一百发。1964年10月1
日，他作为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加国庆
观礼，受到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接见。战争年代他用过的“汉阳
造”和“三八”大盖步枪，被收藏在中国
革命历史博物馆。1990年6月20日，金维
三因病去世。

英雄已逝，英魂长存！神枪手金
维三的故事，一直在沂蒙山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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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大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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