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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卖了了旧旧宅宅买买把把步步枪枪参参加加起起义义
参军仅24天就牺牲，杨桂芳成八路军山东游击队首名烈士

民族记忆·纸上硝烟

在莱芜市钢城区王国梁的
私人藏品室里，收藏着鲁中地区
抗战时期的各类档案文物数十
件。16日，记者的目光被摆放在
藏室门旁的一个书架所吸引，这
个小小的书架讲述了八路军山
东纵队第一位牺牲的烈士杨桂
芳弃笔从戎的传奇经历。

杨桂芳，别名杨振华，1910
年出生在莱芜许小洼村，当时家
中有座两层小楼，家境富裕。在
本村的私塾内读完小学，杨桂芳
升入莱城高等学堂，也曾到过莱

城武术馆学过武术，会点功夫。
20岁那年，杨桂芳在杨庄镇

太平官庄、柳行沟村当小学教
师。乡亲们都说，杨桂芳字写得
漂亮，当时很多人向他拜师求
字，他从不推辞。

23岁时，由于与莱芜共产党
人刘仲莹、孙启明、亓善青等相
识，杨桂芳的思想发生很大变
化，命运就此改变。他赞成共产
党人的主张，从家中拿钱资助党
的革命活动。

2007年，王国梁曾两次到访

杨桂芳的老宅，见到了烈士的儿
子杨振东。据杨家人讲述，1937
年10月，党在拉起武装时，杨桂
芳是积极分子，他跟着一名叫王
盛典的教师到处动员年轻人参
加起义。当时莱芜党组织准备在
莲花山聚集，为起义做准备。

那时，方下镇参加人数最多，
有三十几个人。杨桂芳把书架从
学校放到家中，带了两支枪参加
了革命。两支枪，一支是他卖了旧
宅花78块大洋买的单发式马式步
枪，另一支是从岳父家借的匣枪。

杨桂芳牺牲的地方位于新
泰楼德镇寺岭村。寺岭坐落在汶
河南岸，处在平原之地，庄东侧
有一片土包山，海拔百米左右，
山坡下就是通过新泰的一条土
路。杨桂芳就牺牲在这条土路
上。

现在村东小桥旁还有一块
当地政府所立的“寺岭战斗遗
址”纪念碑。碑文记载：1938年1
月26日下午，八路军山东人民抗
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在寺岭伏击
从大汶口去新泰城的日军，打响

了四支队成立的“第一枪”，我军
杨桂芳牺牲。

“我早些年实地寻访时，还
找到了一名亲眼目睹这场战斗的
老人乔培章。”王国梁告诉记者。那
时的乔培章只有十一二岁，在庄外
土坡玩耍时，突然发现山坡上出现
一伙人，腰里扎着绳子和皮带，手
里拿着大刀、枪头子等武器，还
有人持枪趴在那里。几个孩子都
十分害怕，赶紧跑回家，再后来
就听见外面枪响。

查阅史料，可以还原寺岭战

斗情景 :杨桂芳牺牲当日，有两
辆汽车从大汶口开来，后面跟着
三个日本兵，头戴钢盔、背着大
枪，骑着马耀武扬威地经过。此
时，伏击的八路军游击队首先开
枪，三匹战马应声而倒，日本兵
也顺势卧倒。杨桂芳见状以为日
本兵已经被打倒，就跑在前面准
备夺枪，谁知日本兵伸出枪来将
他打倒在地，战友赶紧拖住他往
回撤。杨桂芳胸口被打出了好几
个窟窿，撤退时失血过多，在新
泰凤凰庄牺牲。

经王国梁寻访，凤凰庄的赵
培江老人讲述了当年杨桂芳追悼
会的情景。追悼会设在村里的关
帝庙内，庙四面有围墙，还有几棵
百年的老柏树。

正值严冬，当时十二三岁的
赵培江看到，庙里摆着一口黑色
棺材，里面躺着一人，脸上盖着一
块黄布。听大人说，这人是杨桂

芳，在寺岭被日本人打死的。老人
回忆，追悼会很隆重，有一个叫黎
玉(徂徕山起义领导者、八路军山
东纵队政委)的八路军干部讲的
话。追悼会后在村北西岗坡林子
外杀了当时新泰县伪县长和两个
护兵为烈士祭奠。

目前保存在王国梁家中杨桂
芳烈士的书架、老照片和烈士证，

都是杨桂芳的后人所赠送，因为
王国梁说出的故事，一直以来没
有人向他们提起过，而且比他们
知道得还要完整。“杨桂芳烈士加
入游击队24天就壮烈牺牲，虽然
时间短，但可歌可泣。”王国梁对
记者说，“这些文物资料我都会捐
献给国家，这样才能不断教育后
人，历史才不会被遗忘。”

资助革命活动，到处动员年轻人参加起义

伏击日军，夺枪时不幸牺牲

追悼会后杀伪县长祭奠英灵

本报记者 高扩

敌人矛头直指

我军政领导机关

1940年3月，莒县、沂水、
朱蔚、东里店、铜井等据点的
日军300余人，伪军100多人，
进犯我沂蒙山南部地区，向我
孙祖一带扑来。当时，山东纵
队司令部驻在孙祖南面的东
高庄，《大众日报》社驻西高
庄，中共山东分局党校驻铁
峪。敌军扑向这一带，矛头指
向我军政领导机关，用心极其
险恶。

孙祖是一个二三百户的
大村，四面环山，紧靠村边有
一条河流，村北有一个山口，
两边是悬崖峭壁，中间一条大
道，像个葫芦嘴。村西南有一
座二三百米高的独山，名叫九
子峰，是个制高点，山后峰峦
起伏，连绵不断。村西有一片
小开阔地，与村庄一河相隔。
九子峰独居群山之中，又紧挨
村子，居高临下，形成天然屏
障，十分险要。

我部队发现敌情后，徐
向前司令员立即在东高庄召
开紧急战斗动员会议，命令
山纵二支队为战斗主力，山
纵警卫团及地方武装等配合
作战。徐司令员指着摊在桌
子上的地图，对二支队首长
孙继先说：“敌人这次行动路
线是过荆山，经孙祖，穿九子
峰，继续往南。你们要把主力
放在九子峰，给敌人以迎头
痛击。敌人受挫后必然强攻，
你们要坚守阵地，给以狠狠
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被打
下去之后，会退守孙祖，你们
要集中优势兵力乘胜追击。
这时，敌人就会顺着来路逃
窜，埋伏在荆山的警卫团要
断其后路。”徐司令员谈到这
里伸开有力的两臂，形成一
个形象的包围圈，又指着地
图上的孙祖说：“一定要把这
股敌人彻底消灭在这里！”

九子峰上打退

敌人七次进攻

3月16日拂晓，日军向孙
祖方向袭来。我埋伏荆山的山

东分局党校警卫连，以一个班
的兵力对敌进行阻击。阻击目
的有二，一是赢得时间，让我
军主力做好充分准备；二是迷
惑敌人，诱敌入我包围圈。太
阳出来的时候，敌我双方都撤
了兵，我警卫连又趁机占领九
子峰。

大约9时，敌人的大队人
马像一条长蛇，沿着蜿蜒的
山路，摇头摆尾钻了过来。

“蛇头”刚刚钻到九子峰下，
埋 伏 在 九 子 峰 上 的 我 军 战
士，便迅速插到山下，给敌人
以突然打击。与此同时，埋伏
在 周 围 几 个 小 山 岭 上 的 部
队，也一齐开火，把敌人打得
措手不及，乱作一团。

敌人遭到沉重打击后，
迅速收拢队伍，妄图抢夺九
子峰。山头上的枪声、手榴弹
爆炸声，及战士们的喊杀声，
响成了一片，敌人在强烈炮
火的掩护下，接二连三地往
山上冲，当敌人即将冲上山
顶时，我军便同敌人展开肉
搏，直到打退敌人的第七次
进攻，阵地始终牢牢握在我
军手里。

铜井敌伪“老巢”

被我军付之一炬

黄昏，纵队下达全歼敌
军的命令。我军冲下山来，夺
取 了 山 坡 下 敌 人 占 据 的 房
屋，敌人被迫退到一条壕沟
里。入夜，我军数次与敌人展
开激战，迫使敌人退到孙祖，
等待援兵。17日，在我军包围
下，敌军支持不住，于是便大
肆放火，烧毁民房20多间，将
沿途抢掠的粮食、财物全部
销毁。

在我军的攻击下，敌人慌
作一团，拼命向北逃窜。就在
这时，铜井敌伪据点空虚，我
军乘虚而入，将其老巢付之一
炬。18日晨，战斗胜利结束。这
次伏击战，共毙伤敌少佐小林
以下190余人，同时还俘虏汉
奸18名，缴获小车60余辆、战
马5匹及其他战利品。

孙祖伏击战，是沂蒙军民
抗战以来取得的第一次重大
胜利 ,它灭了敌人的威风，长
了我军的士气，提高了山东军
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肉肉搏搏七七次次，，九九子子峰峰上上打打退退敌敌人人
孙祖伏击战毙伤日军190余人，是沂蒙军民首次重大胜利

21日，山东省档案馆公布了孙祖伏击战的相关档案资料。省档案馆教育培训处韩磊介
绍，孙祖伏击战,又称九子峰战斗，是徐向前指挥八路军山东纵队,消灭“扫荡”我沂蒙山区
根据地日军的一次胜利。

指战员在孙祖伏击战中(档案照片)。

杨桂芳，
莱芜市方下镇
许小洼村人。
1 9 3 8年初，他
带着两支枪参
加 徂 徕 山 起
义，在第一仗
寺岭伏击战中
不幸牺牲。从
加入游击队到
牺 牲 只 有 2 4
天，杨桂芳也
成为八路军山
东游击队首名
烈士。经过十
几年的不断寻
访，莱钢退休
工程师、鲁中
抗战史民间研
究者王国梁找
到了杨桂芳的
两张老照片、
生前用过的书
架以及政府颁
发的烈士证。

为迎接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 ,省档案馆与齐鲁
晚报长期联合征集抗战档案史料。

如果您有相关抗战史料证据,可拨打本报热线96706,也可
邮寄或送至济南市泺源大街2号大众传媒大厦27楼齐鲁晚报
时政新闻中心。您也可以联系省档案馆档案接收征集处,联系
电话为0531-68609131、18668968953,省档案馆的邮寄地址为济
南市经十路11619号。

我们还将在全省范围内寻找当年叱咤风云的抗战老兵 ,

适时推出“民族记忆——— 档案里的山东抗战”大型主题展览 ,

并择机推出“致敬老兵”大型公益活动。

文/片 本报记者 高扩

杨桂芳（翻拍自王国梁收藏照片）

“纸上硝烟”继续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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