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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筹集经费“老贴”卖掉了自家粮食
抗日战争初期，天福山是

中共胶东特委的活动中心，被
誉为“小苏区”。特委书记理琪
曾隐藏在天福山沟于家村。13
日中午，记者跟随黄祖文来到
沟于家村，见到了张修己的儿
子张英滋。张英滋即将迎来70
岁大寿，老人穿着十分简朴，
家中看起来和其他农村家庭
没多大区别。见到记者，张英
滋老人十分热情。

谈起父亲张修己，张英滋
感言，“小时候我对父亲的印
象并没有那么深，因为父亲很
少在家，早起上班，晚上活动
又多。”在张英滋眼中，父亲是
忙碌的，但是他和家人都能理

解。
天福山起义的打响，离不

开父亲张修己的功劳，张英滋
却认为，“我全家对革命的贡
献只是沧海一粟，真正的功劳
来自胶东的党组织和人民，是
他们为革命注入了生命力。”
1935年11月，在以韩复榘为首
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
下，震惊全省的“一一·四”暴
动惨遭失败，胶东特委受到了
严重破坏。“听过去老人们说，
当时真是村村出殡。而胶东人
没有被敌人恐吓吓倒，胶东人
的觉悟了不得。”

“当时理琪叔叔常常在我
们家，总是称父亲是‘老贴’。”

张英滋脸上写满了笑容。原
来，1935年春，张修己任文登
一区区委组织委员期间，为了
筹集党的活动经费，常常背着
家人出卖自家耕地和粮食、家
产，作为地下党组织活动经
费，被同志誉为“老贴”。

张修己对孩子管教很严，
张英滋称小时候一次大雨天，
他没带伞，当司机想要接送他
时，被父亲张修己以“人家的
孩子可以淋雨，我的孩子为什
么不能”的理由拒绝。“也许正
是管教严格，让我学会了如何
做人。”张英滋说，“胶东抗日
的历史就是我的一部家史，这
是我人生的精神财富”。

“天福山起义”，是中共胶东特委于1937年12月24日在文登的天福山上领导
发动的一次抗日武装起义，因此，又称“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创建
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打响了胶东抗战第一枪，燃起了胶东人民武
装抗日的熊熊烽火，从而为中国人民的抗日解放事业谱写了不朽的历史篇章，
建国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31、32、41集团军，都是由这支起义部队发展壮
大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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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响胶东“第一枪”
走进红色天福山
文/片 本报记者 林丹丹 侯书楠

这里打响了胶东“第一枪”
驾山位于文登市文登营

镇，驾山东边的小山头是天福
山，高不过100多米，与周边数
百米高的连绵山脉相比，天福
山看着更像一个小土坡。“正是
这个看似平常的小山头，却打
响了胶东抗日武装的‘第一
枪’！”文登天福山革命遗址管
理所副所长黄祖文说。

天福山纪念馆，始建于
1972年，馆内珍藏着天福山起
义革命烈士的图片。数百张图
片记录了天福山起义的诞生和

革命烈士们的英雄事迹，仿佛
将我们带回了那个红色年代。
纪念馆内还陈列着一大批珍贵
的天福山起义文物，有理琪烈
士用过的手枪、文件袋，有起义
用过的刀枪、宣传品等。

黄祖文说，小说《苦菜花》
就是以天福山起义为蓝本写
成。这支英雄的军队在战斗中
不断壮大，成为中国抗日战场
和解放战场上的一支劲旅。“这
里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纪念馆出来，向东行走

近200米的距离，就到达了天福
山。黄祖文指着一块石碑说，这
是曾经起义会址石碑。位于石
碑北面近50米处，是为纪念天
福山起义而于1973年修建的天
福山起义纪念塔。在石碑西南
方向曾经是一座玉皇庙，“1937
年12月24日拂晓，理琪、林一
山、吕志恒、宋澄、张修己等人
踏着软绵绵的积雪，登上天福
山。一行行整齐的队伍在玉皇
庙前的场院上集结，起义正式
打响。”黄祖文介绍道。

天福山位于文登市城区东20公里处，
山清水秀，林深树茂，自古有“天赐福地”
之称，故名天福山。1937年12月24日，由理
琪、林一山等人发动了天福山抗日武装
起义，打响了胶东抗战第一枪。临近“天
福山起义”纪念日，13日，记者来到天福山
革命遗址纪念馆，感受当年那份激情燃
烧的岁月。

位于天福山上茅草屋，曾是胶东特委临时会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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