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 报 记 者 刘 涛 
    本报通讯员 李朋泽

  泰安无金，却藏金魂。
  5 月 16 日，当记者踏入泰安徂徕山抗日武
装起义博物馆时，一块灰褐斑驳的金矿石静卧
展柜中央。它旁边，两根竹筒裂痕如泪，一条
子弹袋磨痕斑驳，三件看似寻常的物件，却是
八十多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黄金大转移”的
沉默物证。
  泰安为何陈列金矿石？“这块石头，是我
们从招远‘请’来的。”馆长丁兆村介绍。
1939 年的胶东，日军铁蹄践踏下的招远金矿，
每一粒沙金都浸着同胞的鲜血。而我党地下工
作者却以血肉为盾，将淘制的沙金，封入竹
筒，将一批批“特殊弹药”化作刺向敌后的利
刃，沿着敌占区封锁线，秘密送往延安。
  这条“黄金运输线”的守护者，就有从徂
徕山抗日武装起义走出来的战士孟英。
  1913 年出生的孟英，还在北平辅仁大学的
课堂里接触马克思主义时，未曾想到，自己的
人生竟与黄金产生宿命般的联结。 1936 年 7
月，23 岁的孟英在党旗下宣誓，从此将青春热

血融入民族解放的洪流。
  七七事变的炮火撕裂了华北的宁静。孟英
奉命南下徂徕山，在苍翠山峦间参与那场改变
山东抗战格局的武装起义。起义队伍分作两个
中队：一中队汇聚着平津流亡学生与泰安县委
的革命火种，二中队则由山阳庄的庄稼汉组
成。孟英在中队旗前接过钢枪，在武装起义爆
发后，又转战山纵一旅二团政治部，在战火中
淬炼成钢。

  1942 年深秋，延安窑洞的煤油灯下，一封
加急电报划破夜空：“山东根据地，急需黄金
破封锁！”在上级部署下，孟英临危受命，以
鲁中工商总局监察专员身份，踏上了隐秘的
战线。
  此时的鲁中山区，日伪据点如毒瘤般布满
在群山之间。孟英带着测绘工具翻山越岭，将
散落在敌占区缝隙中的零星金脉标注成册。他
创新实施“以粮换金”政策，政府用粮食从百
姓手中换取沙金。遇敌扫荡时，淘金户瞬间化
作耕田农夫，木盆中的沙金沉入溪底，竹筛里
的金屑埋进灶灰。
  两年间，三千余两沙金在孟英手中汇聚成
河。每一克黄金都浸透着血火淬炼的智慧。
  1943 年秋，孟英亲自率队押运。为让黄金冲
破封锁，他们用竹筒灌金、蜡封筒口，每根竹管刻
好编号与重量后，五十两为一组，塞进磨破边的
子弹袋里。队伍刺破津浦铁路封锁线，三天急行
军将黄金安全送达一一五师驻地。
  据统计，抗战期间，山东军民共向延安输
送13 万两黄金，这一数字背后，是孟英和战士
们用脚步丈量的万里征途，是百姓们用独轮车
推出的秘密通道。

　　□ 本 报 记 者 王思晴
    本报通讯员 尹 君 
          郭玥辰

　　在沂蒙红嫂纪念馆，跨过“沂蒙
母亲”王换于展室的门槛，透过昏黄
的灯光，记者看到战时托儿所雕像
中，王换于抱着一个尚在襁褓的婴
儿，与其他孩子互动。继续了解王换
于，就能发现这位“沂蒙母亲”机智
勇敢的另一面。
　　“除了创办战时托儿所，王换
于还将一本《山东省联合大会特
刊》保存了 38 年之久。”沂南县
党性教育基地副主任刘瑞艳，指着
展柜里的《山东省联合大会特刊》
（复制品）说。 1940 年7月26日，
山东各界代表300 余人，突破日寇
的层层封锁，来到沂南县青驼寺，
秘密召开山东省各界代表联合大
会，选举产生了山东省人民政府的
前身——— 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
会。联合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山东
省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的诞生和山
东抗日根据地的正式形成，在抗战
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会后，出版了
一本《山东省联合大会特刊》。
  “这本书共有 20 多万字，由于
当时纸张以及印刷材料匮乏，这本
书印数极其有限，是一份抗战时期
少有的资料。书中收集了所有在会
上作报告的领导人的讲话稿，登载
了山东省的行政机关和群众团体所
有领导成员名单，是极为重要的抗
战历史文献。”刘瑞艳说。
　　会议过后，战争仍在继续，形
势紧急。 1941 年，在日、伪军5万
余人对沂蒙山区发起大“扫荡”的
紧急关头，时任山东省临时参议会
副参议长的马保三权衡再三，将
《山东省联合大会特刊》交给王换
于，并嘱咐王换于：“您一定要像
保护自己生命一样去保护它，等抗
战胜利了，我们就来取。”虽然不
知道书中的内容，但是王换于能够
想到这本书的重要性，她把这本书
用一块印花棉布包好，收藏起来。
为给这本书找个安全之地，王换于

不得不将它频繁转移，有时藏在山洞中，有时埋在小
树林里，更多的时候是随身携带，睡觉也不离身。
　　“最惊险的一次盘查与搜索发生在1947 年。”王换
于的孙女于爱梅讲起奶奶说过的往事。有一天，国民党
还乡团闯进王换于家中，恶狠狠地问她有没有藏共产
党的东西。“过去打鬼子的，到俺家也不过是喝口水，俺
没见过什么东西。”当时，王换于沉着冷静地回答，但其
实这本书正塞在她的棉裤腰里。匪徒把刺刀架到她的
脖子上威胁说：“今天要是交不出东西，就要你这条老
命！”王换于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你们愿意要
我这条老命，就拿去吧！”
　　在王换于家中一通翻找之后，没有收获的匪徒又
要搜身。就在这时，王换于急中生智大喊大叫，故意
解开衣襟让他们搜身，接着她又做出解裤腰带的样
子，这些匪徒看见她的架势，断定她身上不可能有什
么重要东西，就走了。就这样，历尽千辛万苦，终于
把书保存了下来。
　　王换于常常拿出这本书来晒晒，怕被虫子咬了。
直到1978 年，王换于已经成为年逾九旬的老人了，
她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不能妥善地保存书籍，便把这
本书交给沂南县。随后，这本书被征调到山东省档案
馆，填补了省档案馆关于山东省联合大会的资料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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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博物馆

一块金矿石见证的“黄金运输线”

□记者 陶相银 报道
  党员干部在威海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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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浸染岁月的金矿石，一把锈迹

斑斑的匕首，一份记录历史的资料……

在齐鲁大地的抗战历史中，每一件文物

都是“沉默的证人”。它们用最质朴的

形态，诉说着山东军民在国难当头时的

抉择与行动。

  今年是抗战胜利80 周年，今天是国

际博物馆日，大众日报·大众新闻推出

“博物馆里的抗战记忆”特别报道，派

出多路记者，分别走进台儿庄大战纪念

馆、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博物馆、沂蒙

红嫂纪念馆、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地雷

战纪念馆、胶济铁路博物馆、青岛市博

物馆、淄博市博物馆，每个博物馆（纪

念馆）选择一件代表性文物，通过一件

件“沉默的证人”，打开一段段尘封的

抗战历史、热血故事。

﹃
沂
蒙
母
亲
﹄冒
死
守
护
一
份
特
刊

 

沂
蒙
红
嫂
纪
念
馆

  □ 本 报 记 者 李子锐
    本报通讯员 孔令欣

  5 月 16 日，枣庄市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内，
一把匕首静卧于展柜中，刀刃已锈迹斑驳，鲜
红的塑料手柄仍泛着微光。它的主人，是稚气
未脱的少女——— 刘守玟。这把匕首，承载着一
位18 岁女兵的血泪、一个家庭的遗恨，更见证
了中华儿女以青春赴国难的壮烈史诗。
  1935 年，湖南汉寿县军刘村的富商之女刘
守玟考入长沙女子中学。这所名校曾培育出杨
开慧、丁玲等革命志士，校园里涌动着抗日救
国思潮。临行前，父亲将一把匕首交到她手
中，用以防身。
  谁承想，这竟是父女最后的诀别。 1937 年
淞沪战役爆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指引下， 17 岁的刘守玟偷偷离开
家，加入湖南省战地救护队，赴上海战地救治
伤员。从上海到陕北，再到徐州，直至1938 年
转战台儿庄，一路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
  1938 年，刘守玟所在的救护队，随军转战
至台东十八里铺。一日，日军突袭阵地，连长
中弹倒地，她冲入火线施救。突然，一名日军

军官挥刀砍向连长，没有任何防护装备的她，
直接捡起路旁的一块大石头，义无反顾地砸向
日本军官的头颅，日寇当场毙命。然而，一颗
子弹从背后穿透她的胸膛。
  重伤的刘守玟，被抬至徐州铜山县陈塘村
的伤病所，弥留之际，她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照
片、两块银元、防身的匕首和之前写好的一封
信，希望照顾她的老乡将这些东西转寄回家。
那封血染的信上写着：“女儿不孝，没有告诉
父母私自参军，如果死在他乡，这两块银元和
在校时的一张照片就当作纪念，万望父母不要
悲伤。”她拼尽最后一丝力气，也没能向老乡
说清自己的姓名和家乡，随后便永远闭上了
双眼。
  陈塘村的陈奶奶，含泪将刘守玟安葬，并
在坟前栽下一棵小树。此后数十年，她每年清
明都去祭扫，并嘱咐自己的后人继续守护英
灵，继续帮无名女兵找到回家的路。临终前，
陈奶奶对孙子陈开灵嘱托道：“一定替她找到
家！”然而，战乱年代信笺字迹模糊，仅凭照
片与匕首，寻亲如大海捞针。
  直到2004 年，经多方查证，这位无名女兵
正是汉寿县军刘村失踪的少女，刘守玟的家乡

和名字最终得到证实确认，遗骸运回故乡，安
置在湖南革命陵园，英雄终于魂归故里。而她
防身的匕首，留在了热血浸染的鲁南大地，替
她讲述3 万将士为国捐躯的无畏与豪迈，成为
中华儿女热血报国的见证。
  如今，这把匕首与刘守玟的照片，共同陈列
于台儿庄大战纪念
馆。2019 年，刘守玟
铜像在台儿庄古城
落成，铜像手握石
块，目光坚毅。
  在台儿庄战役
中，中国军队伤亡
3 万余人，日军伤
亡逾万。如今的台
儿庄，“弹孔墙”
上的累累弹孔，无
声诉说着“无墙不
饮 弹 ， 无 土 不 沃
血”的惨烈。刘守
玟的故事，正是这
血色丰碑上最柔软
却最坚韧的一笔。

台儿庄大战纪念馆

她的故事，写下最柔软却最坚韧的一笔

  □ 本报记者 李媛

  5 月 16 日，青岛市博物馆二楼的第四展厅，
以“五四运动”为主题展示了从青岛被侵占到解
放时期的重要历史物品。其中一个展台里，摆放
了一张泛黄纸张，封面上印有“青岛特别市公署
发给居住证”，编号是第414007 号。内页右侧清
晰写着：姓名李炳玉，年龄26岁，居住地址为西
达翁村180号，职业德香斋伙。
  这是一张82年前办理的居住证，当时正处于
抗日战争时期的1943 年。然而，这张居住证上的
个人信息却是假的。
  “其实，这张居住证的主人真实姓名叫李研

吾（又名李砚吾），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
一位地下党员，李炳玉是他当时做地下工

作，用来掩护身份的化名。”青岛
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郑海燕告诉

记者。
  自 1939 年开始，中共胶东区党委把青岛、烟
台、威海等地作为敌占区建党的重点地区。1941 年
6 月，胶东区党委设立了“敌占区工作科”，胶东地
区大城市党的工作，也主要由区党委的“敌占区工
作科”负责管理。在抗战时期，青岛的地下党组织
就是这样一步步艰难地建立起来的。
  李研吾，是1942 年至1945 年中共青岛工委的
负责人，这张居住证，正是他先后三次来青岛开
展地下工作时，用以掩护身份办理的证件。如此
一来，李研吾得以安全进出青岛开展工作。
  根据李研吾回忆录记载，在多位革命同志暴
露被捕甚至牺牲后，李研吾和胶东区党委敌占区
工作科科长王台总结经验，针对青岛地区存在的
主要问题成立3个特支，由青岛工委直接领导，3
个特支在敌占区城市开展了大量发展党员扩大力
量的工作，为后续解放青岛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5 年 8 月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解
放青岛迫在眉睫。上级组织委派李研吾尽快打入
青岛传达上级指示，并尽可能组织力量配合解放
青岛。
  此时，青岛市区内形势十分严峻，国民党军
队设置层层封锁沿途盘查，关键时刻，居住证帮
助李研吾顺利通过了一道道岗哨，与市内地下党
员取得联系，积极组织大家收集情报、保护要害
部门，里应外合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一张小小的居住证，见证了李研吾作为中国
共产党人英勇奋斗的光荣事迹，同时也见证着青
岛的革命岁月。1960 年，李研吾回到青岛，将这张
屡次助他脱险的居民证，捐给了青岛市博物馆。
  “当时，李研吾先生并没有给我们留下更多
的历史物品和经历故事。但我觉得，这种‘不
说’正是地下工作者所一直遵循的信条和准则，
也是他们最坚定的信仰。”郑海燕感慨。

青岛市博物馆

一张假居住证与它“不说”的主人

  泰安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博物馆内陈列的
金矿石。

  枣庄台儿庄大战纪念
馆陈列的刘守玟的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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