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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民抗日爱国人士
——马马云云亭亭

□编者按

小说《记住乡村》取材于章丘垛庄镇南峪村，
文中所有烈士的姓名皆是真实的，反面人物的姓
名和部分地名用了化名。小说再现了章丘抗战的
光辉历程，本报节选连载以飨读者。

最近，金锁爷爷和金龙外
出刷布时发现，鬼子从大寨到
垛庄据点运送给养的队伍人数
越来越少了。回来和县大队的
卜队长一说，卜队长笑着说，这
事上级通知了，是因为独立连
晚上去破袭胶济线了，鬼子为
了确保火车运输安全，收缩兵
力全力保护铁路线。鬼子把抢
的咱中国的好东西，比如煤炭、
粘土、粮食、矿石等战略物资要
运回日本，只能用火车运送到
青岛，再装船运回国内。所以，
如果没有铁路，小鬼子就会玩
了球的。今晚，独立连还要去胶
济线搞破袭，我正想和金二同

志商量着发动咱垛庄片的劳力
去扒鬼子的铁轨呢！

金锁爷爷笑了，劳力咱不
缺，光我家就有五个男子，加上
小金锁就够六个了。我马上通知
附近村的民兵队长，咱晚上就跟
着独立连和县大队去；金龙你去
通知咱村的劳力，准备好起石头
的撬棍咱去搞鬼子的铁道去。

这天下午，高家峪村里的
女人都在忙着给劳力改善伙
食，晚上好有劲去掀鬼子的铁
轨。天黑了，独立连在前，县大
队在后，民兵居中，竟然集中了
五百来人的队伍悄悄地绕过鬼
子的垛庄据点，朝着枣园到明

水的胶济线奔去了。
子夜时分，队伍到达胶济

线，独立连是拆铁轨的老手了。
在放过鬼子的一批巡逻队后带
领大家开始干活了。高家峪村的
民兵都是些石匠，善用撬棍，一
排男人一起用力，一段段的铁轨
就被他们撬了起来。卜队长一看
这帮人这么能干，马上分工，高
家峪的全体劳力和独立连负责
撬铁轨，其余的200多号人，负
责把铁轨抬到附近的几眼深
井，狠狠地插进水里，不能让鬼
子找着。大家伙子干得那个起劲
啊！金额平时话不多，那晚高兴
了说：老子现在军事训练拼刺刀

比不过鬼子，要是论起干活来，
他俩鬼子也不是老子的对手。特
别是给鬼子搞破坏，我金额干着
还不累，大家伙子使劲干啊！

寅时到了。胡连长和卜队
长开始撵着大家伙撤兵，催了
两遍民兵和战士们才停下来。
大家意犹未尽地往垛庄撤，在
路上金贵和金喜看见鬼子的电
话线不顺眼，还把能拽断的几
段也给拽了下来。那些铁丝真
顺溜啊！比咱垛庄铁匠捋出来
的铁条顺溜、匀和多了，韧性也
好，折好几下都折不断，金喜顺
便盘了几盘带了回来，准备绑
镢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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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海湖

□章丘市福泰小学 梁萍

海子曾说过：从明天起，做一个
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
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
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海
子看来，这是他眼中最大的幸福。

在城市住久了，才明白像海子
那种平淡但不乏诗意的浪漫的生活
状态是奢侈的，奢侈得令我想都不敢
想。我只想拥有一座房子，房子里有
一间书房，书房里有一面靠墙的书
橱，书橱里放满了书。闲来无事的时
候，我会为自己沏上一杯清茶，手捧
一本书坐在客厅的落地窗边，享受着
温暖的阳光照在身上的丝丝惬意。

这是我脑中经常出现的一幅画
面，也是我认为的幸福。这个理想看
起来不难实现，可惜的是，即使不难
也难以实现。因为结婚后，毕竟有很
多比读书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时
间就成了最大的奢侈。

因此，我才有了幻想中的幸福
画面。

生活毕竟不是一直这么悲观
的，虽然那种生活对我来说很遥远，
但是之后的“转折”令我感到一丝欣
慰，我毕竟在不是十分舒服和优雅
的环境中读了大量的书。

读书对于我来说已成为一种生
活习惯，成为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
少的一部分，更主要的是，它成为生
活中的一种快乐伴随着我成长。它
可以让我在喧嚣的都市里获得宁
静，让我在疲惫的奔波中拥有适当
的休闲，使我在纷繁的思绪中以冷
静的头脑处理问题，更可以使我紧
张的神经得以放松。

中专的时候，我曾六个学期都
获得一等奖学金，那时候一等奖学金
不多，只有300块钱，但在我看来，那就
是很大的一笔钱。很多同学发了奖学
金后都出去吃饭、买好看的衣服，我
把所有的奖学金都买成了书。

终于可以不受约束地读书了，
于是老师讲课的时候，我就在底下
偷偷地看，我中专三年的大部分时间
其实都用在了看书上，三毛、张爱玲、
巴金、冰心、刘墉、叔本华、蒋子龙、林
语堂等人的书我都在那个时候读过。
曾多次被老师没收过书，视力也随之
下降，但那段时间的确是与阅读有关
的记忆中最快乐的一段。

看书多了就明白，好文章是需
要品的。中专时我不喜欢看《红楼
梦》，不喜欢看鲁迅、余秋雨的书，因
为看不懂。工作以后才明白，这些
书，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读懂的，看
这类书，需要掌握一定的历史知识
才可以，否则，就如同不懂茶道的人
喝茶一样，认为喝茶只是解渴，而且
喝着所有的茶叶都是一个味道。

看书和品茶其实有相通之处，
品茶讲究的是程序，分洗茶、观茶、品
茶、回味等几个步骤，尤其是品茶的
时候，要先用舌尖舔，感受其甜润的
味道，然后再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细
细品茶的滋味，每一壶冲出来的滋味
都是不一样的；喝完以后的回味是最
主要的，这时候口中没茶，但心中有
茶，即使喝完了仍感觉到茶的余香。

阅读也是这样，同样一本书读
每一遍的看法都是不同的，每一遍
都有每一遍的收获，我完整地读完

《红楼梦》是在工作后的第一年，那
年我20岁，当时只看到了贾宝玉与
林黛玉的爱情悲剧；21岁看时发现
那不仅仅是他们二人之间的悲剧，
而是整个封建社会的悲剧；22岁看
时我认真看里面所有描写服饰的内
容；23岁时开始分析里面的诗词；24

岁看到了里面暗含的政治斗争，直
到这个时候，才看出一点道道来，才
第一次把这本书和康熙、雍正、乾隆
时期的那段历史联系起来，结果就
越看越有味道。

可惜的是，现在能静下心来真
正为兴趣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尤
其是我们的学生，每天被手机和电
脑包围，很少一部分学生能够在这
样的大环境下捧一本书用心去体会
书中的精彩世界……

在济南近代史上，马云亭
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志士，他发
起成立了“济南回民救国后援
会”，并当选为会长，他组织回
族群众参加爱国运动，是回族
群众抗日的一面旗帜。

马云亭（1855年-1919年），
原名春生，字云亭。1855年农历
正月二十日出生于山东省章
丘县大冶村一个回族农民家
庭。幼年父母相继去世，家贫
如洗，兄弟三人依靠牧羊、乞
讨为生。12岁时，因生活所迫，
到青州府（今青州市）东关真
教寺当“海里凡”（伊斯兰教的
学生），一边打零工，一边学习
伊斯兰经典。这时，在寺内结
识了青州府著名的拳师、回族
乡老马龙标。马龙标祖籍青
州，身高力大，精通武术。马龙
标见马云亭天资聪慧、品德端
正，便教他习拳练武，还经常
晓以社会常识、爱国道理，二
人情投意合，遂结为莫逆之
交。他们目睹清朝政府腐败无
能，决心投笔从戎，探索救国
道路，便毅然辞别家乡，奔赴
东北，投入回族爱国将领左宝
贵麾下。马龙标因精通武术，
又谙熟德国陆军操法，带兵有
方，逐年晋级，提升为都统。马
云亭在军中注重学习医道，在
马龙标的扶助下，医道与军事
技能进步都很快，在抗击日本
侵略军中屡建功勋。

清兵退守东三省后，年满
30岁的马云亭满怀愤懑离开清
军，在沈阳一带行医。由于认
真钻研，成了东北颇负盛名的
中医。不久，马云亭返回山东，
在济南正觉寺街路南开设保
安堂药店，自任坐堂先生。他
行医不分回汉，以济世救人为
宗旨，热诚认真，平易近人，深
得济南各族群众的赞誉。在行
医之余，他还热心公益事业，曾
担任过清真寺小学校长，在回
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因为他
患有先天性色素缺陷症，从小
就皮肤细润，眉、发都是银白色
的，所以人们都亲昵地称他为

“白倌先生”。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

这场革命风暴的席卷下，在山
东首府济南，以齐鲁大学为首
的学生爱国组织和各界民众爱
国组织纷纷成立，他们联合发
表宣言，倡议罢工、罢市、罢课，
组织游行示威，同军阀政府的
卖国行径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马云亭出于爱国激情，日夜奔
走于回族群众中，热情宣传爱
国救亡道理，积极组织爱国活

动。当时回族爱国人士朱春焘
和他的三胞弟朱春祥都在济
南，朱春焘是山东省历城县法
学研究所毕业的高材生，曾任
教于山东省高等大学堂，朱春
祥是山东河务局的职员，兄弟
二人对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非
常愤恨，于是马云亭与他们二
位召集马风元、周万顺、杨永
俊、陈左等爱国的回族同胞，聚
居在济南西关秘密集会，发起
组织了“济南回民救国后援
会”，马云亭当选为会长。

马云亭和朱氏兄弟等爱
国人士经常利用伊斯兰教聚
礼的“主麻日”（即星期五），在
清真南大寺内做完礼拜后秘
密集会，对回族群众宣传革命
道理，组织参加爱国运动。济
南各界穆斯林在“回民救国后
援会”的发动下，在很短的时
间内便组织起数以百计的“回
民救国十人团”。他们进一步
深入发动全市回民群众，在清
真南大寺和北大寺集合，配合
爱国学生组织及各界民众团
体游行示威。马云亭等爱国人
士到处发表演说，申述国家的
危急形势，慷慨陈词，号召回
族同胞与汉族同胞团结起来，
立即制止军阀汉奸的卖国行
为，提出了“誓死夺回青岛和
胶济铁路”、“坚决抗议巴黎和
会的无理决定”、“打倒日本帝
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
等口号。

当时，济南各家报纸都在
头版报道了爱国学生和各界
民众的爱国救亡活动。唯独亲

日派安福系喉舌《昌言报》和
日本帝国主义办的《济南报》
大放厥词，屡发谬论，攻击学
潮，并辱骂学生和爱国民众

“狂热”、“闹事”，激起了爱国
民众和学生的极大愤慨。

1919年7月21日，济南各界
救国联合会召开几千人的大
会，马云亭领导的“回民救国
后援会”也出席了这次大会。
与会者愤怒声讨《昌言报》和

《济南报》的卖国罪行，会后即
结队涌入这两家报馆，马云亭
带领回民爱国人士冲在前面，
怒砸印刷机器，愤捣报馆，并
把社长、主编等人捆绑起来，
游街示众。游行的队伍还到济
南镇守使衙门和日本驻济南
领事馆门前示威请愿。当浩浩
荡荡的游行队伍步出西门至
商埠时，惊恐万状的老牌回
奸、卖国贼、济南镇守使安福
系军阀马良立即派遣骑兵，企
图冲散游行队伍。但骑兵不忍
践踏同胞，勒马不前，马良手
持短剑，狂喊督阵，也不起作
用，示威游行大获全胜。

当时，山东正是亲日派当
权，济南镇守使马良等都是反
动军阀段祺瑞的爪牙。爱国民
众愤怒捣毁《昌言报》和《济南
报》报馆，吓得这伙军阀坐卧
不宁，省督军张树元与马良就
跳出来镇压爱国势力。马良首
先对回族下手，他来到城顶街

（今济南邮电大楼附近），一眼
看到回族金家估衣铺墙上张
贴着满壁爱国漫画、标语，并
揭露了马良卖国求荣的罪恶

行径，不由勃然大怒，追查情
报的来源。

马云亭曾经给马良的爱
女治过病，当时，马良的爱女
身患重病，求医无效、危在旦
夕，于是延请马云亭为她诊
治，痊愈后，马良十分感激马
云亭，并当堂命爱女拜马云亭
为义父。自此，二人便以兄弟
相称，交往甚密。马云亭平时
出入镇守使衙，无人阻挡，甚
至不论马良在家与否，马云亭
均可径直进入他的书房，翻阅
图书、信件和文稿，并无嫌忌。
五四运动期间，马云亭出于爱
国心情，凭借这个方便条件，
常常探听马良与日本帝国主
义者勾结的秘密，一有所知，
便立即召集“回民救国后援
会”的领导人到清真南大寺开
会，研究对策和采取行动。回
民中的败类、马良的奸细告发
了“回民救国后援会”的揭发
材料是由马云亭提供的这一
重要情报，当马良了解到泄密
真相后，就于7月20日深夜，派
遣亲信卫队，将“回民救国后
援会”的发起人马云亭、朱春
焘、朱春祥三人逮捕，并押在
戒严司令部军法处。

第二天清晨，学生联合会
和各界民众组织得知三位回
民领袖逮捕入狱的消息后，立
即集会奔赴济南镇守使衙门
前请愿，要求立即释放马云亭
等三位爱国志士。由于司令部
戒备森严，无法冲进，马良又
派军警用水龙一次一次地驱
散请愿的各界民众和学生。要
求释放马云亭等人的斗争坚
持了数日，竟然遭到了残酷镇
压，300余人被捕羁押在济南第
一师范。

马云亭等三人在狱中经
受了非人的折磨，坚贞不屈，
表现了崇高的爱国气节。反动
军阀马良等黔驴技穷，终于决
定杀一儆百，处决马云亭等三
位爱国志士。1919年8月3日上
午，穷凶极恶的马良命令反动
军警把马云亭等三人绑赴刑
场。三位志士威武不屈，一路
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打倒汉奸卖国贼马良!”“回民
穆斯林兄弟们，为了中国人民
的利益，大家要团结起来，抵
制到底!”马云亭等三位志士牺
牲后，回族同胞冒着生命危
险，把他们的遗体分别送到纬
一路清真寺和朱家住宅，均按
回民习俗料理殡葬。马云亭等
牺牲后，“回民救国后援会”的
其他主要成员以及“回民救国
十人团”的同胞就隐蔽起来转
入了地下活动。

以书为友

人物简介
马云亭是五四运动时期闻名全国的爱国回民领袖。

他领导的“回民救国后援会”活动，是山东回民接受马克
思主义影响的开端，积极协助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
钊领导的北方爱国学生运动。马云亭不幸遭到军阀马良
血腥镇压，震动全国，山东、天津、北京学生举行了大规
模的示威请愿，马骏、郭隆真、周恩来、邓颖超、王尽美等
都是请愿活动的主要领导者。

翟伯成

大冶清真寺

《马云亭先生荣哀录》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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