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揭开山东省党组织独立领导山东抗战的序幕———

红色火种，在徂徕山点燃

一支驳壳枪

见证燎原星火
  □ 本报记者 修从涛 王雅洁 张锡坤 刘涛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珍藏着一件特殊的文
物——— 一支德制毛瑟手枪。它更加广为人知的俗称是“驳壳
枪”。
  1964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向全军动员征集革命
文物。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林浩，决定将其随
身携带了26年的驳壳枪捐献出来。
  鲜为人知的是，这支驳壳枪也曾是抗战英烈洪涛的
佩枪。
  洪涛也是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他参加过
长征，曾任红九军团第七团团长，暂编师代理师长。1937年
7月，全民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受党中央派遣，洪涛作
为红军干部，从延安来到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
  洪涛的佩枪，就是这支驳壳枪，这是其在长征途中缴获
的战利品。为了将这支枪带到山东开展抗日斗争，洪涛将其
拆卸后包裹在油纸伞里，一路从延安到山东躲过了层层
盘查。
  1938年1月1日，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誓师大会在大寺举
行。当时任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宣布成立“八路军山东人民抗
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时，被任命为第四支队司令员的洪涛，
高举这支驳壳枪，对空鸣放三枪，带领大家振臂高呼：“打
倒日本帝国主义！”顿时，徂徕山上一片山呼海啸。
  洪涛带着这支枪指挥战斗，带领第四支队在齐鲁大地上
南征北战，取得多场胜利。
  这支枪如何又传到了林浩手里？
  1937年10月，洪涛来到山东参加抗战时，林浩任中共山
东省委宣传部长。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成立
后，林浩兼任支队政治部主任。洪涛和林浩开始在同一战壕
里战斗。老红军的刚毅与山东人的爽直，加上共同的信仰追
求交汇在一起，两人很快就在并肩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
友谊。
  1938年5月初，第四支队在莱芜城西鲁西镇以东，与日
伪军展开激战。洪涛不顾伤病，亲自靠前指挥战斗，直到战
斗取得胜利。然而，战后洪涛因长征时肺部旧伤复发，伤病
继续恶化。1938年5月25日晚，年仅26岁的洪涛牺牲在泰安劝
礼村。
  临终前，洪涛从枕下抽出了这支伴随着他走过长征路的
驳壳枪，用尽最后的气力交到了林浩手里。
  第四支队指战员召开追悼会，安葬好洪涛后，林浩举起
洪涛交给他的佩枪，鸣枪三声，为自己的亲密战友送行。
  多年后，林浩在怀念洪涛的文章中这样深情描述：“望
着朝夕相处生死相依的战友永别，我心如刀绞！深夜，天黑
漆漆的，苍天和大地浑然一体，四野茫茫全都笼罩在一片悲
痛之中……”
  接过洪涛的佩枪，林浩也肩负起战友的嘱托。自此，林
浩带着这支驳壳枪，率领部队从鲁中、鲁南到胶东，打鬼
子、杀顽敌，浴血转战，杀出一片天地。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林浩的工作几经变换，但始
终把这支枪保存在身边。每每擦拭保养这支驳壳枪时，林浩
都会想起洪涛，默默流泪。
  1959年10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在北京建立，同
时向全国和全军征集革命文物。林浩斟酌再三，没有舍得交
出这支枪。1964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建馆五周年纪
念，再次向全军动员征集革命文物时，林浩依依不舍地把这
支枪捐献出来，让更多人了解那段血与火的历史。
  “枪擦拭好后，父亲又在枪身上仔细涂上了一层薄薄的
枪油，母亲拿来一块红绸布把枪包好，轻轻地装进枪套里，
父亲双手捧起枪，就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并再三叮嘱一
定要办好捐赠交接手续。”林浩之子林水星回忆道。
  “岁月的硝烟虽然已经磨去了它表面的烤蓝，但枪面依
然整洁，一尘不染，薄薄的一层枪油下没有一丝锈痕，枪身
上原毛瑟厂的钢印和厂标清晰可见。”回望历史烽烟，林水
星说，它见证了父辈们为挽救民族危亡发起的徂徕山抗日武
装起义，也正是这场起义点燃了山东人民武装抗日的烽火，
揭开了山东省党组织独立领导山东抗战的序幕。

  □ 本报记者 修从涛 王雅洁
         张锡坤 刘 涛

  1937年10月，日军侵入山东，中共
山东省委在济南召开紧急会议，根据中
共中央和北方局关于在敌后发动抗日武
装起义和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制定了
分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计划和山东抗
日游击队十大纲领。
  “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
去！”从1937年下半年至1938年上半年，
根据山东省委的部署，抓住日军入侵立
足未稳、国民党军队溃逃的历史先机，
各地党组织先后在冀鲁边、鲁西北、天
福山、黑铁山、鲁东、徂徕山、鲁东
南、泰西、鲁南、湖西等发动十余起较
大规模的抗日武装起义，对敌人作战100
余次，攻克了县城15座，消灭大量日伪
军，逐渐赢得了齐鲁人民的拥护，奠定
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冀鲁边起义是十大抗日武装起义发

动时间最早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
共鲁北特委等就着手在宁津、乐陵、庆
云、盐山等县发动武装斗争。1937年7月
15日，“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
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在盐山县旧县镇宣
告成立。不久，救国军改称“国民革命
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支队”。1938年该
支队先后攻克盐山城，以及鲁北无棣、
乐陵、庆云、阳信等县城，建立了盐
山、乐陵、庆云、南皮抗日民主政府。
  鲁西北起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
果的重要体现。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
山东省委与山东省第六区行政专员兼保
安司令范筑先建立了关系。在日军侵入
鲁北，韩复榘令其南撤的情况下，范筑
先毅然通电全国，决心留在鲁西北守土
抗战，并将其保安司令部改为“山东省
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先后建立了
30多个县抗日政权，开辟了鲁西北敌后根
据地。1938年11月11日，济南、德州、禹城三
路日军“扫荡”鲁西北，重点进攻聊城。范

筑先宁死不当俘虏，举枪自戕殉国。
  天福山起义创建了胶东人民第一支
抗日武装。1937年12月24日，胶东特委以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保存下来的昆
嵛山红军游击队为基础，在文登、荣
成、威海边界天福山举起义旗，创建了
胶东人民第一支抗日武装——— 山东人民
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打响了胶东抗日第
一枪，揭开了胶东人民抗战的序幕。随
后，胶东地区的蓬莱、黄县、掖县、莱
阳、招远、栖霞、福山等县也都建立了
抗日武装，成立了中共胶东区委和胶东
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黄县、蓬
莱和掖县三个抗日民主政权，初步建立
起蓬黄掖抗日根据地。
  “先后举行的徂徕山、黑铁山、天
福山、牛头镇、十字路、泰西、湖西、
鲁西北、苏鲁边等地武装起义，为开辟
山东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日斗争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罗荣桓在《谈山东抗日
战争》一文中写到。

山东十大抗日武装起义———

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

  □ 本报记者 王雅洁

    修从涛 张锡坤 刘涛

　　“徂徕山，举义旗，誓死守

土我们不离开……”7 月 1 日，

泰山脚下的校园里，传出孩子的

歌声。这是一首创作于抗日战争

年代的《山东纵队进行曲》。

　　记忆未褪色，历史有回响。

　　 87 年前，在中华民族生死

存亡的危急关头，一群不甘当亡

国奴的共产党人，汇聚于泰安徂

徕山，点燃山东人民武装抗日的

烽火，揭开山东省党组织独立领

导山东抗战的序幕。

一束微光，照亮前进路

　　“日寇侵入了山东，投降派便挂上
了免战牌。投降派逃跑了，我们便从地
下站起来。”
　　——— 《山东纵队进行曲》

　　在泰安市博物馆内，一盏高44厘
米、布满岁月痕迹的铁马灯，静立在展
柜，无声诉说着历史。87年前，当夜幕
降临，徂徕山间的油灯便会亮起。油灯
的火光，在玻璃罩内摇曳，忽明忽暗。
那微弱又坚定的光芒中，一盏铁马灯点
亮黑暗中的一缕曙光。
　　“这盏铁马灯曾为夜间行军照明，
为革命志士深夜集会照亮，也映照过起
义文件的字句。”原泰安市委党史办调
研员宋元明告诉记者。
　　这束微光闪烁的时代，正是山河破
碎的岁月。
　　1937年7月7日，日军蓄意制造卢沟
桥事变。1937年7月底，日军在占领平津
之后，又派一部兵力沿津浦路南犯。
  “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
去！”中共山东省委根据中央开展独立
自主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和北方局的指
示，担负起领导山东人民抗战的重任。
　　1937年12月27日，日军占领济南。当
天下午，省委在泰安篦子店召开紧急行
动会议，黎玉、洪涛、林浩、程照轩、
孙陶林、武中奇等10人参加会议，确定
起义时间为“县城沦陷之时，即为起义
之日”。
　　1937年12月31日晚上，日军侵占了泰
安城。1938年1月1日，也就是日军占领
泰安城的第二天，省委率机关人员、平
津流亡学生、省“民先”队员、泰安县
共产党员和泰安县发动的抗日武装等160
余人，携带着五六十支各式枪支和长
矛、大刀等原始武器，聚集在徂徕山西
麓的大寺，举行了庄严的起义誓师
大会。
　　为什么选择在徂徕山发动起义？
　　徂徕山区，山峰99座，群山构成天
然屏障。占据徂徕山既便于我武装部队
周旋，又可以控制周边交通要道，还能

与全省其他各地区进行联系。
　　在徂徕山发动起义，还因当地具有
较好的群众基础。“全民族抗日战争爆
发前，泰安一带有200余名党员，这在当
时是一支很可观的力量。”泰安市委党
史研究院四级调研员李海卫认为。

起义誓师，星星之火燎原

　　“徂徕山，举义旗，誓死守土我们
不离开！”
　　——— 《山东纵队进行曲》

　　泰安高新区房村镇黑石埠村，坐落
在半山腰的四禅寺（又称“大寺”）就
是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誓师旧址。蓝天
碧树，黛瓦红墙。这座始建于北齐的大
寺，历经千年，见证风雨。在此建立的
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展馆，诉说着那段
红色历史。
　　林浩之子林水星追忆了父亲手稿中
描绘的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庄严一幕：
绣着镰刀锤头与“游击”二字的队旗冉
冉升起，黎玉同志站在高处，宣布成立
“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
队”，红军干部洪涛任司令员，省委书
记黎玉兼任政治委员，红军干部赵杰任
副司令员，省委宣传部长林浩兼任政治
部主任。
　　洪涛司令员高举驳壳枪，向天鸣放
三响。“誓死不当亡国奴！”起义的口
号声、欢呼声响彻云霄，在山谷中久久
回荡。队伍中，有扛着土枪的农民，握
着长矛的学生，有五名深明大义的原韩
复榘部士兵携带着钢枪投奔光明，还有
十名女战士组成的宣传队——— 一支衣衫
褴褛、装备简陋，却意志如钢铁般坚硬
的抗日铁流，在徂徕山诞生。
　　展馆讲解员崔正峰指着誓师大会上
升起的那面队旗说，起义前夕，参加起
义的韩豁、赵新、傅生等女同志赶制了
旗帜。队旗中间写有“游击”二字。
　　徂徕山起义的消息迅速传开。山上
山下，人来人往，有来参军的，有来看
形势的，有给部队送衣服和粮食的。
　　“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是在日本
全面侵华、中华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

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发动的一次武装
起义，揭开了山东省党组织独立领导抗
战的序幕。”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研究
二处处长、一级调研员闫化川说。

青山忠魂，与淬火的刀锋

　　“我们用土炮打下过飞机，击沉过
兵舰，在雷神庙、魏家堡、杨家横……
曾用我们的热血写下了辉煌的战史。”
　　——— 《山东纵队进行曲》

　　细雨初歇，泰安革命烈士陵园笼罩
在一层薄薄的雾气中。年逾古稀的王庆
军手捧一束素白菊，早早来到这里。他
轻轻拂去墓碑上的浮尘，低声说：“外
公，今天是建党104周年，我们来看您
啦……”长眠于此的，是王庆军的外祖
父朱毓淦。在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的艰
难时刻，朱毓淦毅然变卖家产支援四支
队。朱毓淦后来在鲁中反“扫荡”的战
斗中牺牲。
　　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后，四支队打
出八路军的旗号，加强党的政治工作，
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抓紧军事
训练，使部队迅速生成战斗力。
　　四支队建立后不久，就打了两个伏
击战：寺岭伏击战、四槐树伏击战。
1938年1月26日，四支队在徂徕山南面的
寺岭村，伏击了日军的一支辎重马车运
输队。寺岭伏击战是四支队创建后向日
本侵略军打响的第一枪，使这支土生土
长的人民军队经受了一次战争的考验，
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
　　1938年2月18日，四支队再次在新泰
四槐树村设伏，炸毁日军汽车2辆，炸死
炸伤日军40余人，我军无一伤亡。四槐
树伏击战，是四支队建立以来取得的一
次较大的胜利。到1938年4月莱芜整编，
四支队已发展成为3个团4000余人的抗日
队伍。这支英雄的部队，转战南北，在
战火的洗礼中，逐渐成长为山东抗战的
劲旅。
　　历史的丰碑铭记着这些为民族解放
流尽鲜血的英烈。
　　2014年9月1日，经党中央、国务院
批准，民政部公布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

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
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朱毓淦等赫然在列。

和历史对望，闪耀信仰的光芒

　　“不断地战斗，胜利就在我们的前
头。”
　　——— 《山东纵队进行曲》

　　仲夏，柏油路如墨色缎带蜿蜒深入
徂徕山腹地，路旁农家小院探出的果树
硕果压枝。绕着盘山小路继续上行，路
旁百余个蜂箱旁，陶罐盛放的槐花蜜飘
散清甜。
　　“尝尝？这蜜是山里花给的，有机
认证嘞。”养蜂人宋伟张罗着递上木
勺。今年他的蜂场通过了欧盟有机
认证。
　　宋伟家的蜂场和樱桃林坐落于三面
环山的黑石埠村。他自幼听老人们讲述
“七颗豆粒吃一天，党的硬骨头陈善”
的故事。如今这片土地已成“花果
山”：5月初樱桃抢鲜上市，线上单价超
20元仍供不应求；6000斤有机蜂蜜就地
销售，年收入逾10万元。“以前山秃得
藏不住人，现在花多得蜂追不完。”
　　瞭望台上，徂徕山林场党委委员、
副场长焦圣涛展开一幅对比图。建场初
期，173平方公里的山域仅存不足2000棵
树。而今森林覆盖率大幅提升，正开展
林业碳汇试点行动。
　　泰山脚下，《山东纵队进行曲》的
旋律拂过泰山职业技术学院礼堂。教师
刘欣荣指尖在钢琴上跳跃，学生们齐声
高歌：“徂徕山，举义旗，誓死守土我
们不离开……”
　　作为一名音乐教师，多年排练红歌
参加演出的她，通过教学生们唱红歌，
来切入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刘欣荣
走访泰安几十个村庄，查阅展馆史料，
数年间搜集红色歌谣200多首，整理成册
后出版教材《泰汶谣》，“其中有15首
是反映徂徕山起义的。”
　　悠扬的歌声，如同穿越时空的对
话，让孩子们更懂得这片土地的红色。
　　巍巍徂徕山，见证着那红色信仰之
火，在新时代化作万家灯火，永不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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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道组特邀顾问：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研究二处处
长、一级调研员闫化川】

    徂徂徕徕山山抗抗日日武武装装起起义义纪纪念念碑碑。。
（（□□记记者者  修修从从涛涛  报报道道））

  泰安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博物馆纪念雕像。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丁兆村 报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