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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岁月里的“芳林嫂”

刘桂清，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们
都称她刘二嫂，她的三儿子刘宗礼
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金山的通讯
员。1946年，国民党军队进攻鲁南
时，刘桂清随铁道游击队的干部家
属，一起撤到了黄河北我军后方。全
省解放后，她的老伴已被国民党迫
害而死。她路过济南要回鲁南时，一
些老同志劝她在济南住下，于是，全
国解放后她便在济南槐荫区槐村街
落了户。

最初，刘知侠在写作《铁道游击
队》前，到鲁南采访时，刘桂清给他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刘知侠在
济南工作时，和刘桂清同住一个城
市。因此，便以嫂弟相称，结下了长
达40余年的深厚友谊。

1953年，刘知侠的长篇小说《铁
道游击队》由上海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先后被译成英、
俄、日、朝等多国文字。特别是改编
成电影后，秦怡扮演的芳林嫂，以一
双美丽动人的大眼睛，还有那个不
拉弦就扔手榴弹的情节永久留在了
人们的记忆中。然而，作品却在“文
革”中遭到了批判，作者刘知侠也经
历了非人的折磨。

电影《铁道游击队》在1966年5

月成为首批被点名批判的电影之
一。电影女主角“芳林嫂”的扮演者
秦怡，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原型，均被

“对号入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
击。刘知侠等作家、艺术家首当其冲
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大字报铺天盖
地而来。“山东省的文艺黑线头子”、

“苏修特务”等数不清的黑帽子，一
并强加于刘知侠。后来，造反派把他
囚禁到牛棚，珍贵的战地日记和资
料也被抄走，还经常遭到毒打批判、
游街示众……

为了躲避造反派的折磨，刘知
侠在一个初春的深夜，撕破床单，结
成布绳，拴在窗口上，从囚禁他的三
楼逃了出来，跑到济南市郊的刘桂

清家中。那个深夜，这位当初在日军
严刑拷打下未曾流过泪的“芳林
嫂”，望着冒死前来、被折磨得遍体
鳞伤的刘知侠，不禁泪湿满襟。望着
累累伤痕，一边用黄表纸蘸着酒，贴
在刘知侠伤口溃烂处，一边心痛得
直掉泪珠。她对刘知侠说：“大兄弟，
你只管在我这里住就行了，保你没
事！”

造反派把刘知侠的通缉令，贴
满大街小巷，还故意贴在刘桂清的
门前，并且进行了多次搜查。这时的
刘桂清，又变成了当年临危不惧、机
智果敢的“芳林嫂”。她运用当年的
掩护经验，在儿女和朋友们的帮助
下，使落难的刘知侠躲过搜捕。最危
险的一次，是造反派带着警犬来搜
捕。危急时刻，她让三儿子刘宗礼用
自行车，把刘知侠及时转移到住在
另外一个胡同里的二儿子家，又躲
过了一劫。

风声日紧，为了确保安全，无
奈，她只好把刘知侠连夜转移，托付
给自己的亲戚，于是，刘知侠来到肥
城县的一个偏僻山村里。那时山村
没有邮局，党性极强的刘知侠竟求
人到离肥城百里远的泰安寄出3个
月的12元党费，他的藏身之处由此
暴露，再次遭到追捕。

幸亏他警惕性高，凌晨4点前脚
刚走，济南的造反派上午就赶到了
肥城搜查。在外游走五六个县城、漂
泊了十几天后，刘知侠再次投奔到
济南刘桂清家。她一方面为刘知侠
治伤，一方面还要应付造反派袭扰。
造反派在她门前盯梢，寻机搜捕，出
现过很多危险的情况，由于她机智
的安排，都转危为安。直到四个月后
形势好转，刘知侠才安全地回到工
作单位。后来，刘知侠专门写了一部
以她为原型的中篇小说《芳林嫂》，
以此表达刘桂清在危难关头对他的
救助深情。

以教师身份
做掩护，从事党
的秘密工作

施中一从小家境贫寒，吃
不饱、穿不暖。为了儿子的前
程，即使在最穷困的时候，施中
一的父亲也坚持让他上学。在
十五岁上完小学后，父亲将他
送到了黄县耶稣教会学校学
习。后来几经辗转，施中一在家
乡下炉村做了小学教员。

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其思
想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了父
亲的极大影响。父亲施仁志是
清末秀才，喜欢革新、破除迷
信，是村里第一个剪辫子的人。
上世纪30年代早期，蓬莱地界
内就已经有了共产党的秘密组
织。父亲暗中与共产党有联系。
1938年，日寇侵入了蓬莱。施中
一经父亲的引荐，成为村里第
一个共产党员。

村里的小学是秘密抗日
小学，施中一以小学教师身份
做掩护秘密从事抗日活动。当
时抗日小学使用两套课本，一
套是伪政府的课本，一套是抗
日课本。二鬼子一般上午来村
里巡视，要求学校必须使用伪
政府的教材，严查抗日教材，
如果发现使用抗日教材，就将
老师抓起来甚至杀害。为躲避
日伪军的检查，学校每天上午
教伪政府教材，而下午教抗日
教材。抗日教材主要分为国
语、算术、政治和常识，还有书
法和美术等。下午上课时，老
师要派一两人在村口站岗。如
遇鬼子进村，同学们就迅速将
课本交给老师，老师再将课本
藏好，大家拿出伪政府课本装
装样子。

秘密组织地方武

装，开展游击战
日寇侵入胶东后，绝大多

数的国民党旧军队，采取了逃
跑和不抵抗的政策，有的甚至
投靠了日寇，充当镇压抗日力
量的汉奸。在白色恐怖下，共产
党领导胶东人民举起了抗日大
旗。

施中一在下炉村进行秘密
宣传和发动，号召大家团结起
来，暗地里与鬼子斗。1940年春
天，施中一被选为第八区区长。
当时区中队有十二名队员，几
支大枪、几粒子弹，有的枪打不
响。那时，不仅敌伪据点的武装
强，而且盘踞在下炉村以南河
南村的国民党顽固派也有五六
百人。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大家
经常在山间与敌人周旋，天当
房地当炕，经常露宿山洞或野
外。

这支小小的抗日武装，在
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昼伏夜出，
到处发动群众参军参政。在伏
击日伪军的同时，还要与顽固
派高炳旺部做斗争。抗日队伍
逐渐壮大,队伍每到一处，先安
排好民兵站岗放哨，避免敌人
偷袭，再捉汉奸进行教育改造，
同时向群众讲解躲避敌人扫荡
的办法。

下炉村是我方的红色根据
地，夜里区中队经常在这里聚
集。一天夜里，这里遭遇了日伪
军的偷袭。当天站岗的是村里
一位刚刚参加民兵队伍的年轻
人。他被敌人从背后捅了一刀，
当场牺牲。敌人快要进村时，被
一位村民发现，及时喊大家撤
离，村民们才快速赶着毛驴撤
往东山。施中一带领区中队为
掩护群众，最后才撤离村子。当
他撤到东山半坡时，腿部中了
敌人一枪。他一瘸一拐地走了五
六里路，躲到小埠村一个石碾子
后面，才躲过一劫。其妻李吉卿
为躲避鬼子，带着二儿子与三儿
子(长子已随施中一参加了八路
军)躲到了邻村亲戚家，但时间
长了，亲戚也不敢收留，母子三
人只好逃到南边的大山里，过起
了“野人”般的生活。

日军在巨山沟一带开了个
五花石矿，经常用卡车将矿石
运往大辛店炮楼，然后转运至
烟台港，再通过海上运输运往
日本。侵略者通过这种方式大
量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一天，
内线传出了敌人运输车队出动
的准确时间，晚上，武装队集中
兵力从下炉村出发埋伏在村西
南方向的大路两旁。当敌人的
运输车靠近时，我军迅速向敌
人发起猛攻，很快炸毁了敌车，

消灭了押车的敌人。
1942年前后，党组织调派

施中一到敌占区从事地下工
作。他先去了潮水区(六区)，由
于该区敌、伪、顽统治特别厉
害，开展工作非常困难。

他每天以肩挑小贩身份为
掩护去赶集，探听和传递情报。
集市上的伪军乱窜，他通过卖
货与伪军、鬼子套近乎，以此探
听情报。另外，炮楼里的内线将
情报秘密塞进筐子的货物里
面，由他传递出去。他有时化装
成卖水果的，有时是卖菜的，有
时挑着两筐豆腐去赶集。一天，
施中一照常挑着担子去赶集，
恰逢大黄家炮楼(胶东地区有名
的大炮楼)的二鬼子队长买了东
西当时没给钱，让他跟他到炮
楼里去取。他灵机一动，便挑着
担子跟进了炮楼，把敌情全摸
到了。这为我军攻打大黄家炮
楼起到了重大作用。后来，大黄
家炮楼就被我军端了。当俘虏
被押解出炮楼时，一个鬼子看
到路边八路中的施中一，大吃
一惊地脱口道：你是八路？！

1945年日寇投降后，蓬莱
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施中一
时任蓬莱县公安局副局长，分
管敌工工作，兼任蓬莱城厢分
局局长。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
发动了“九月攻势”，大举围剿
胶东解放区。胶东军民为全面
消灭敌人，按照上级统一部署，
主动从城市里撤出，设下了“口
袋阵”。在选调地下工作组成员
时，施中一介绍了他小学的一
位同学，名叫门福杰。门福杰与
即将上任的国民党蓬莱县长李
天一也是同学，便于掩护身份。

1947年农历8月16日，国民
党占据了蓬莱城。1948年农历2

月18日，八路军二次解放了蓬
莱城。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我
方潜伏人员在城外李前义(时
任蓬莱县公安局局长)和施中
一等的亲自领导下，多次获取
极具价值的情报，并顺利送出
城。由于蓬莱的地下工作组织
领导得力，潜伏人员工作突出，
使得国民党蓬莱县政府任命的
各乡镇长不敢上任，直到蓬莱
解放，他们一直龟缩于城内，使
得国民党统治的蓬莱城成为一
座孤城。

□ 李海流

刘知侠的长
篇小说《铁道游
击队》改编成电
影、电视剧后，胆
大、心细、朴实、
机智的主人公芳
林嫂，逐渐被人
们熟悉和喜爱。
其实，现实生活
中确有其人，名
叫刘桂清，1898
年出生在山东省
枣庄市薛城区常
庄镇刘庙村一个
贫苦农民家庭。

刘二嫂与刘知侠结下深厚友谊以教师身份做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施施中中一一的的地地下下工工作作岁岁月月
□施方侯、施立光

施中一原名施公田，于1902年生于蓬莱小门家乡下炉村，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做地下
工作时改名施中一)，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于1981年病故。虽然他已经离开我们三十
多年了，但是他的许多革命故事却仍然在家乡被广为传颂着，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地下
工作者。

当时，刘知侠并不知道，在那个
特殊的岁月，原铁道游击队副大队
长、在枣庄煤矿工作的王志胜(王强
原型)，被打成“走资派”后，早已于4

个月前来到“芳林嫂”家避难。他们虽
然住的只有一墙之隔，吃的是一锅
饭，却从没有见过面。原来，这是“芳
林嫂”按照过去搞地下工作的原则，
做的特意安排，免得他们遇到意外
时，互相牵连。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枣庄两派
武斗激烈。王志胜因为在一个造反派
的宣言上签了个名，人身安全受到威
胁。不得已，他跑到济南，在芳林嫂家
避难。芳林嫂一见王志胜就说：“你在
这里住下去就是，保证不会出问题。
你不是每天三顿饭都喝酒吗？我砸锅
卖铁也要供你一天三顿酒喝。”

后来，一个连长带一个战斗班到

芳林嫂家里去抓人。一个战斗班站满
了她的小院子，而王志胜就藏在她隔
壁大女儿屋里。芳林嫂沉着应对，略
施小计，就把连长和那个班的战士骗
走。当他们一出家门，芳林嫂就立即
从后窗将王志胜托到另一个院子里，
连长和战斗班回来搜查了几遍，也没
有找到王志胜。

就这样，在抗日战争中，掩护过
许多革命战士的“芳林嫂”，十年浩劫
的风暴中，她又大显身手、奋不顾身
地和造反派周旋，冒着生命的危险，
再次掩护了刘知侠四个月、王志胜
(王强 )八个月。在这些艰难的日子
里，时刻都是煎熬，时刻都有危险，时
刻都要做好逃跑的准备。在那个特殊
的年代，刘桂清作为一个普通的女
性，她的无私、无畏，她的勇气和胆
识，同样无比令人佩服和敬仰！

一墙之隔，芳林嫂还收留了王志胜(王强原型)八个月

“齐鲁英烈谱”

照片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前排为施中
一与他的妻子。

刘桂清（前右）与
王志胜（前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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