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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朐、沂水、博山三区县交
界的鲁村、东里、悦庄、南麻、三
岔一带，地处沂蒙山区的北麓，
沂河、淄河的上游，这里山清水
秀、土壤肥沃。很难想象这样的
地方会在抗日战争期间成为

“无人区”。
日军侵入山东后，对这个

地区进行了反复“扫荡”。1938
年3月26日，驻临朐县蒋峪的日
军进犯唐立店子村，杀害手无
寸铁的群众12人，烧毁全村房
屋，造成500多名村民无家可
归。9月13日，日军“扫荡”临朐
县龙岗村，将来不及逃离的群
众赶到南沙滩上，用机枪扫射，
当场打死75人，打伤40多人。
1940年除夕，日军侵占临朐南
部重镇冶源，群众来不及躲避，
被残杀20余人。同一天，日军还

“扫荡”了临朐县尧山乡大车沟
村，强占全村的粮食，宰杀牛羊
276头，烧毁房屋47间，伐树200
余棵。

1938年，国民党军队进驻
该地区。1939年2月，国民党山
东政府将这个地区划为省会
区，省政府驻地就在东里店。国
民党顽固派沈鸿烈、秦启荣、杨
锡九到了这个地区，他们联合
当地的封建势力，大肆制造摩
擦，挤走了八路军的地方武装，
从此灾难的阴云便笼罩了这
里。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
烈为了解决经济困难，在这里
大量发行“民生券”，致使当地
物价飞涨，谷子达到300多元一
升。

1939年6月7日上午，日本
派出15架飞机，轰炸国民党省
政府驻地东里店。很快，东里店
变成了一片火海，村里300余人
死亡。被轰炸后的第三天，鬼子
就来到这里“扫荡”。遇到群众，
要么刺杀、要么活埋，看到远处
有干活的群众，就把他们当成
靶子练枪法。劫后余生的群众
纷纷逃离了这里，繁华的东里
店变成了“无人区”。

日军撤走以后，这里便由
伪军把守，他们的凶残程度一
点都不亚于日军。1943年1月，
伪军吴化文部队抢过了国民党
省府的印刷机，疯狂印制滥发

“民生券”，搞得民不聊生。后
来，吴化文部队和789支队干脆
连聚敛的名目也不立了，直接
动手抢起来。见粮食就拿，有许
多村，麦子刚落黄就被保长占
下了，谷子还不熟，他们就开始
掐谷穗。看见谁家冒烟，征粮的
就到了。见东西就抢，把房舍拆
了去盖碉堡，桑树、果树砍了去
作鹿砦，群众的种粮也被他们
从耩子里抢走，甚至见了群众
穿的鞋，也给脱下来拿走。临朐
九山聚粮村的张全兴老人说，
他母亲在家里养蚕，征粮的来
了，在他家里没有征到粮食，就
把养蚕的匾掀了，把他母亲痛
打一顿。用当地群众的话说，这
些家伙除了“轻的不拿鸡毛，重
的不拿碾头”以外，几乎什么都
抢光，把这里折腾得“有毛的、
能跑的就剩下老鼠和狼了”。对
不听话的群众，其手段之残暴
令人触目惊心，集体枪杀、砍

头、活埋、剜眼、大开膛、打活
靶、点天灯、活剥皮、拴在马尾
巴上拖死等，无所不用其极。出
现了张家庄的杀人坑、田庄的
埋人滩、王家石沟的活靶场，本
来山清水秀的山谷河滩变成了
屠杀群众的刑场。

群众挣扎在死亡线上，他
们想离开这个地方去鲁中根据
地找条活路，可是，灭绝人性的
日伪军就连这样一条活路也不
给他们。日伪军在聚粮崮四周
的山头修起了密密的碉堡，机
枪、步枪瞄准了大小道路，见人
就打，很多群众被打死，被迫回
去的最后饿死在家里。

1942年至1943年，天久旱
无雨，农业歉收，加上日伪军的
盘剥，这一带方圆百里成了“无
人区”。“无人区”的中心地带，
土地荒芜，荆棘丛生，路有饿
殍，野有僵尸，村子里的黄蒿比
人还高，土炕变成了狼窝，有的
村完全断了烟火。

从1943年夏至1944年春，
八路军陆续解放这一片山区。
为了领导“无人区”群众生产自
救、重建家园，泰山地委在这里
成立临时工委，并派地委副书
记张敬涛来担任临时工委书
记。干部和战士组成工作组，寻
找、安置群众。有的村庄，战士
们走遍了大小房屋却找不到生
存者。那些脱离虎口的人，也被
饥饿和疾病折磨得奄奄一息
了。

在临时工委领导下，部队
从根据地带来的粮食和物资匀
出一部分给群众，以救眼前之
急。工作组将粮食、物资逐人逐
户地分发给群众，并派出了医
疗队，为群众诊治疾病。1943年
4月，山东省参议会、省战工会、
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军
区发出《关于迅速救济难民的
号召》，要求政府想办法，党政
军民机关从上到下各级均厉行
节约，每人每日最少节约粮食
一两至二两，办公费可节约百
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为了省
出更多粮食，有的班在饭里掺
上糠和树皮、柿子皮、花生壳、
高粱秸等，山上的蒿根也被挖
来当成食物。战士们为了让群
众在庄子附近打树叶、拔野菜
方便些，自觉跑到更远的山上
去挖野菜。为了从根本上解决
困难，党领导群众在这里开展

“双减增资”运动，在不能开展
“双减增资”运动的游击区，展
开了向大户人家借粮和反资敌
斗争，采取不交、少交、武装截
取等方式，减轻群众的田赋负
担。

在党的领导下，军民紧密团
结，度过了艰难的岁月。随着南
麻的解放、沂源县委的建立，政
府运来救济粮，发了救济款，村
村镇镇成立了人民政府，建立了
各种群众性的抗日组织。政府带
领群众生产自救，重建家园。逃
亡外地的群众陆续还乡，新盖的
房舍不断出现，“无人区〞上空
又升起一缕缕的炊烟，田野里重
现肥壮的牛羊，农副业生产逐步
发展，集市也逐步恢复繁荣，“无
人区”完全改变了面貌。

□杨建东

微山县傅村镇东汇子村立
着一块明代圣谕碑，高2 . 23米、
宽0 . 7米，圭角，中间断开，碑面
呈棕黄色。此碑记载着明代一
个乡绅员外仗义疏财、救济灾
民的故事。

东汇子村北是古薛河，西
边是微山湖，这一带古属沛县，
1956年划归微山县。

《微山县志》记载，明正统
二年黄河泛滥，黄水自西北而
来，淹了几个县。前水未退，后
水又来，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沛县官府无粮赈灾，惊慌
失措。灾区的十二位乡绅员外

协商捐粮赈灾。东汇子村的员
外王原深明大义、仗义疏财，
捐一千二十石粮食救济灾民。
官府大为感动，将十二位乡绅
员外的义举层层上报。

此事报到朝廷后，明英宗
让沛县官府给这些员外封官。
王原不受，说救灾不图名利，倘
受官职，百姓岂不以为我是沽
名钓誉、捐粮换官？官府又上
报，明英宗大为感动，圣谕旌
表，免王原全家五年赋税和杂
役。官府奉旨在王原家门口建
立石坊，并将谕旨刻在碑上，立
于官道旁，文武官员到此下轿
下马。

碑额刻“圣谕”二字，左右雕

龙，上面说：“敕直隶徐州沛县民
王原国家施仁，养民为首，尔能
出麦一千二十石用助赈济，有司
以闻，朕用嘉之，今特关敕奖谕，
劳以羊酒，旌为义民，免本户杂
泛差役五年，尚允囗忠享表励乡
俗用副朝廷褒嘉之意，钦哉故
敕。正统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明嘉靖年间《沛县志》记
载，正统五年，灾区十二位义民
各出麦千石余赈济饥民，奉敕
正坊，旌异其门。明万历、清乾
隆、光绪和民国年间《沛县志》
皆载此事，可谓慈心善举、青史
留名。

（本文作者退休前是微山
县考古工作者）

微山湖畔明代圣谕碑

无人区里响起歌声

【故地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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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

《夜航船》是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
家张岱撰写的一部小型百科全书，涉及
天文、地理、人物、考古等内容，种类繁
多、包罗万象。全书共分20部、120余类、
4000余条，其中地理部有23条提到山东名
胜古迹。

其中《地理部·古迹》类中，提及山
东的条目只有“孔林”“泰山”两条。书中
对孔林的介绍较为详细：“孔林数百亩，
筑城围之。城以外皆孔氏子孙，围绕列
葬，三千年来，未尝易处。”书中对孔子
墓、孔鲤墓、孔伋墓都有简单介绍，并提
及子贡庐墓处、子贡手植楷等古迹。孔
林今位于曲阜市城区北部，是孔子及其
后裔的家族墓地，与孔庙、孔府统称“三
孔”。

在《地理部·山川》类中，有关山东的
条目有15条之多，涉及山东境内的山岳、
江河、湖泊等。其中张岱在“九山”条目中
提到了沂山、岱山，在“五岳”条目中提到
了东岳泰山，在“五镇”条目中提到了东
镇沂山。

《夜航船》还提到了神山蓬莱。在
“三岛”条目中写道：“东海之尽谓之沧
海，其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金
银为宫阙，神仙所居。”另外，书中在“五
山”条目中也提到了蓬莱。蓬莱阁是中
国古代民间传说中的东海仙山之一，现
在蓬莱阁位于烟台市蓬莱区，因“八仙
过海”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遐
迩。

《夜航船》单独设立条目的山岳，关
于山东的有华不注、尼山、牛山、愚公谷
等。华不注现名华山，隶属济南市历城区
华山街道，海拔197米。“华不注”条目中
说：“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之注于水也。”

《夜航船》“尼山”条目中说：“曲阜，
接泗水邹县界。颜氏祷此，而孔子生。”尼
山是孔子诞生地，现在位于曲阜市东南
与泗水县、邹城市交界处，大部属曲阜市
尼山镇。尼山建筑群前为庙，后为书院，
各成院落。

牛山和愚公谷位于现在的淄博市临

淄区。牛山位于临淄城南7公里处，海拔
174米。愚公谷在路山镇境内，位于愚公山
之北，愚公山俗称“路家山”。张岱在书中
介绍了两处名胜的相关轶事。

再说河流，《夜航船》关于山东的江
河众多，比如在“九河”条目中提及徒骇、
马颊、鬲津等河，在“四渎”条目中提及
河、济，此处的河指黄河、济指济水。

另外，书中还单独设有“黄河”“鸣
犊河”条目，黄河自不必说。徒骇河、马
颊河至今尚存，连名称都没有改变。这
两条河位于黄河以北，流经山东入渤
海；鬲津河即今漳卫新河，为河北省与
山东省界河；鸣犊河的遗迹散见于山
东、河北两省接壤处各县境内。济水又
称济河，发源于今河南省济源市，流经
山东入渤海。

在《夜航船》“九泽”条目中提及雷夏
泽、菏泽、孟潴泽等，另外设有“雷泽”条
目。泽是指水或水草积聚的低洼地，这些
古泽的故址都在今菏泽市境内，后来由
于黄河长期泛浸、泥沙覆盖，彻底淤为平
地。

《夜航船》《地理部·泉石》中涉及山
东的条目有三处。在“趵突泉”条目中写
道：“在济南。平地上水趵起数尺，看水者
以水之高下，卜其休咎。”

“范公泉”条目中写道：“在青州府。
范仲淹知青州，有惠政，溪侧忽涌醴泉，
遂以范公名之。今医家汲水丸药，号青州
白丸子。”今潍坊市青州古城西门外有一
座范公亭公园，其东南隅有一泉即是范
公泉。

“阿井水”条目中写道：“在东阿县。
以黑驴皮，取其水煎成膏，即名‘阿胶’。”
在今聊城市阳谷县阿城镇东阿王府的故
城遗址中央有一口古朴的水井，就是阿
井。

《地理部·景致》类中提到山东的条
目有“泰山四观”“海市”“山市”。其中“海
市”写道：“登州海中，有云气如楼台殿
阁、城郭人民、车马往来之状，谓之海
市。”蓬莱古称登州，自古以来就有很多
关于海市蜃楼的记载。

（本文作者为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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