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俊义，北京大名府人士，绰号“玉
麒麟”，原本是一个大地主，是朝廷的坚
决拥护者。他本看不起梁山，也没想过上
梁山当寨主，不幸的是却被宋江逼上了
梁山。卢俊义是梁山群雄中为数不多的
正直、不乱杀人的好汉之一。

宋江上梁山后坐了第二把交椅，有
架空晁盖的嫌疑，晁盖带兵下山被射死。
晁盖早看透了宋江和吴用的阴谋，死前
他没有选择二把手宋江做梁山之主，而
是留下遗言：“若哪个捉得射死我的，便
教他做梁山泊主。”这是表面宽厚的晁盖
给宋江设下的一道大难题，以宋江的武
功，哪能捉住史文恭。原来以为铁定接班
的宋江，只能暂时当个过渡性质的。强行
当了一把手，宋江就会失去忠义的制高
点，被弟兄们唾弃。

为了名正言顺地当上梁山之主，宋
江决定请出身、能力、气魄都不凡的卢俊
义入伙。为了让卢俊义死心塌地，宋江和
吴用设计，利用与卢妻通奸的李固陷害
卢俊义进入死囚牢。然后宋江率兵救出，
不惜两打大名府，伤害了众多无辜百姓。
卢俊义从此心服口服，别无二心。在攻打
曾头市一役中卢俊义心领神会宋江的用
意，活捉史文恭而震撼群雄，在梁山上一
战成名。

金圣叹评卢俊义说：“卢俊义传，也
算极力将英雄员外写出来了，然终不免
带些呆气。譬如画骆驼，虽是庞然大物，
却到底看来觉道不俊。”这话说出了卢俊
义的无奈。卢俊义在梁山的地位，确实只
有庞然大物的架子，没有根基和人脉，最
多只有燕青和石秀，影响力与名分不相
匹配。

卢俊义设埋伏捉到史文恭后，宋江
在梁山好汉面前卖力地表演了一番，让
卢俊义坐第一把交椅，并标榜自己有三
不及卢：“第一件，宋江身材黑矮，貌拙才
疏；员外堂堂一表，凛凛一躯，有贵人之
相 。第 二件，宋 江 出 身 小 吏 ，犯 罪 在
逃……员外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豪杰之
誉……第三件，宋江文不能安邦，武不能
服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箭之功；员
外力敌万人，通今博古，天下谁不望风而
服。尊兄有如此才德，正当为山寨之主。”

宋江说的大体符合实际。论个人相
貌、出身、武艺，宋江的确不如卢俊义，但
相貌又不是坐第一把交椅的基本条件。
说卢俊义“力敌万人”，也许是对的，但说

“通今博古”就是夸张了，一个被藏头反
诗哄得团团转的人会通今博古？吴用拉
卢俊义下水那点计谋，根本就骗不过燕
青，卢俊义却上套，简直就是一个呆子。
至于宋江说卢俊义“天下谁不望风而服”
就更是胡说。和宋江相比，卢俊义缺少的
是急人之困、仗义疏财之举。卢俊义在江
湖中的声望，不但比不了宋江，连柴进都
比不上。宋江推举卢俊义是有原因的。首
先，卢俊义是河北首富，梁山会搞经营的
人并不多，卢俊义是个会搞经营的人，也
是第一个主动要求把家产搬上梁山的
人。其次，卢俊义活捉了史文恭，相当于
是前任领导指定的接班人。第三，卢俊义
武功很高。虽然具备这三个条件，卢俊义
还是不能上位。卢俊义在梁山上没有人
马，形不成和宋江分庭抗礼的气候。你看
看，不等宋江说话，吴用先说出了自己的
意图：“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其余众兄
弟，各依旧位。”卢俊义很明智，无论从道
义、实力上来讲，他都不会也不敢坐第一
把交椅。

“呆”仅是卢俊义作为二把手的一个
无奈。实在讲，作为梁山的二把手，卢俊
义在战场上是有上佳表现的。在征辽大
战中，卢俊义大显神威，独自跃马挺枪与
耶律四兄弟酣战一个时辰，最后杀死耶
律宗霖，吓跑耶律宗雷、耶律宗电和耶律
宗云，此战在整部《水浒传》中独一无二，
这是卢俊义最辉煌的战绩。卢俊义在军
事指挥方面也可圈可点，突出表现在“卢
俊义赚城黑夜”那一回，他兵贵神速，一
天夺二城。卢先锋收服了耿恭，又指挥轻
松夺取了高平城。

征讨方腊胜利归来，卢俊义没有听
从燕青的忠言，留恋官场，最后被奸臣设
计在皇帝的御酒里放入水银，卢俊义饮
后在泗州淮河乘船时失足落水而死。

窦来庚，字峰山，清光绪二十
六年（1900年）八月十二日出生在临
朐县的武术之乡——— 窦家洼村。由
于受武术之乡的熏陶，他自幼便习
武练功，而且极有功底。民国六年，
他在临朐县立师范讲习所毕业之
后，便去济南武术传习所学习武
术，得到了著名武术家马良、高风
岭先生的亲炙。他勤学苦练，积极
响应“强身救国”和“为国习武，报
效祖国”的号召，在原来已学的武
术基础上，结合祖辈的家传技法，
将拳术进行了创新，因而在1928年
的全国武术比赛中出奇制胜，名列
前茅。冯玉祥将军代表国民政府授
予窦来庚锦旗、宝剑等奖品，予以
鼓励。当时的民国报刊都刊登了此
事。

1931年,窦来庚任济南民众体育
场场长。同年秋，他被聘任为山东
省国术馆副馆长（韩复榘任名誉馆
长）兼齐鲁大学武术教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窦来
庚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司令
部（韩复榘任总司令）警卫武士队
队长。1937年10月，济南失守，国民
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司令部警卫武
士队被改编为国民军义勇队，窦
来庚任队长，率120人来到临朐。他
招兵买械，组织起了三百多人的
临朐县第一支抗日队。当时日寇
占据临朐县城，烧杀抢掠、无恶不
作。

1938年农历三月十二日，窦来
庚率领义勇队向临朐城北关阁展
开了猛烈进攻，把日寇打得溃不成
军，弃城而逃。临朐城又回到了临
朐人民手中，这是临朐抗日史中的
第一次胜利。可是日寇并没有善罢
甘休，在阴历四月廿五日，他们纠

集了三四千人马，并利用飞机、大炮掩护，再次攻
进了临朐城里。为了保存抗日实力，义勇队只好突
围出城，渡弥河、入山区，进行休整。这次临朐城争
夺战，义勇队固然遭受了一定损失，但是日寇也被
打死72人。这是临朐抗日史上不可磨灭的一大战
绩。

1938年秋，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将窦来庚
领导的国民军义勇队改编为“山东省保安十七
旅”，任命窦来庚为旅长。曾有记载说，“十七旅成
立了国术队 ,山东国术馆的原学员们则成了国术
队的中坚力量。他们教官兵习练刀术，用大刀与日
寇作战……当时‘大刀片’是十七旅的重要标志，
十七旅的大刀远近闻名，七个铜板摞在一起，一刀
下去劈成两半，大刀不卷刃、不开裂，鬼子闻‘刀’
丧胆。”在此期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宣传纲
领得到了窦旅长的响应。他对官兵说：“只要打鬼
子，军队是一家！”窦来庚率领十七旅队伍，喊着

“国共合作，枪口对外”、“抗日不分东西南北”的口
号，袭击日伪军据点，劫击敌军运粮队，炸毁胶济
铁路段，对占据临朐、益都的日寇发动了40多次进
攻，给日寇以沉重打击，在沂蒙山区谱写了国共合
作、团结抗日的历史篇章！

1942年8月29日，日伪军3000多人在柳山、上
林、盘阳等地，对十七旅队伍进行了包围。有的军
官提议撤退，而窦来庚却采取了破釜沉舟的战术，
与日寇决一死战。凌晨，敌人缩小了包围圈，将十
七旅将士围困在福山、洪山岭一带，最后防线被敌
人突破，十七旅将士全军覆没！窦来庚举枪自尽，
以年仅42岁的血肉之体，壮烈守节，为国捐躯！

窦来庚先生既是一位功底深厚的武术家，又
是一位壮怀雄心的抗日英雄，虽然有指挥不当的
缺憾，但是其抗日之举令人钦佩！他是临朐史上当
之无愧的抗日英烈，所以国民党中央政府追授他
为“少将”军衔。

为了缅怀窦来庚先生抗击日寇、为国捐躯的
爱国精神，为了纠正“文革”期间窦来庚家属遭受
的不公正待遇，1988年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窦来
庚先生为“革命烈士”，民政部为窦来庚先生的家
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同时将其遗骨安葬在
朐山烈士陵园。

□张铭璇

“太乙门”掌门人 曾任韩复榘警卫队长

抗日英雄窦来庚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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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济南市第二批支
援甘肃农建十一师的青年离开
生养自己的故乡，奔赴西域高
原。照片中的年轻人系趵突泉
分社成员，最小的只有十五岁。
当时农场的粮食供应像全国一
样是定量供给，质量很差，大伙
编了顺口溜：早上面汤照月亮，
中午炒菜油太少，晚上面条盼
天明，醒来依旧老三样。

1966年2月，我被调到新组
建的紫莹石矿任司务长，到营
里培训。所谓的培训，就是主管
会计讲了一下记账方式和与会
计的配合，农场中伙食费往来
全是记账，没有现金往来，所以
一天也就学会了。其余的时间
就去跑供应股、农机股，然后装
运进山的物资。

三日后，我押解着矿上的
生产、生活物资进山了。我坐在
拖拉机的后斗里，在“突突突”
的噪音中一路颠簸到了祁连山
的深处，大雪覆盖了一座座的
山头，凛冽的山风像针一样钻
进了厚厚的棉衣、棉裤，冻得人
瑟瑟发抖。在白雪茫茫的山谷
中偶尔能见到一座牧民的帐
篷，冒着袅袅的青烟。拖拉机转
过一个山坳，矿场的营地到了。
那是一排在山坡上挖的窑洞，
洞口黑漆漆的，有的洞内透出
一点煤油灯的光线，就像野兽
那深邃的眼睛。先头人员在露
天已将两口大锅支起，为后续
人员做好准备。

清晨星星还在眨眼，战友
们已干得热火朝天了。他们垒

墙的垒墙，挖土的挖土，我也赶
忙拿了一把铁锨加入到挖土的
队列。我好奇地问战友：“将山
坡挖成齐刷刷的坑，干什么
用？”战友告诉我这是为后续人
员建造的“地窝子”，几天后建
房工程已见雏形，在挖好的坑
边隔墙上架上檩条，摆上椽子，
铺上两领草席，在席上再铺盖
上十公分厚的土，前脸垒上门
窗，一间间宿舍便建成了。

3月初大部队上来了，有四
十多名济南知青（包括照片内
的人员）、四十多名兰州知青、
十几名陕北知青，还有部分老
职工。这一下子可热闹了，原本
荒凉、寂静的山谷顿时有了生
气，一溜三十多间“地窝子”和
三间伙房已建好，山上开矿的
工作面也已清理就绪，只待择
日放响开工的第一炮。

紫莹石矿，地处肃南裕固

族自治州。高山上，这种像水晶
一样的矿石是甘肃外贸供给苏
联炼钢的添加料。简陋的环境，
原始的工具，艰苦的生活，危险
的操作……就是在这种情况
下，用八磅铁锤敲击着钢针，导
火索点燃着炸药，一锤锤，一炮
炮，一筐筐，将外贸任务按时完
成。男战友手上的血泡变成了
茧子，女战友的肩膀磨压出老
皮，在那一掌宽、之字形的羊肠
小道上，上山下山，不知跌过多
少跤，摔过多少跟头。山上的气
候多变，一天能经历四季，盛夏
大雪纷飞是常见的事，大雪封
山时战友们相互牵拉着一步三
滑地爬到工作面。有一次大伙
正在睡梦中，突然被一阵扑棱
声给吓醒了，点上油灯一看，一
只牛腿在屋顶挣扎，这是牧民
的牦牛晚上在山坡吃草踏空
了，陷进了屋内，大伙忙把牧民

叫醒，帮他将牛牵上来。
山上没有蔬菜，只有到山

下农业连队调拨，因此连里号
召星期天到草原蘑菇圈里捡蘑
菇。一天各班捡来好几筐，让有
经验的老职工挑选一下，一部
分是不能吃的“马泡子”，一部
分是有毒的蘑菇，把能吃的蘑
菇用牛肉炖了一次，真是美味
佳肴。后来不敢吃了，因为一个
兰州青年采了一些蘑菇，我用
牛油炒了一下，吃了上吐下泻
两天，差点要了命。

裕固族的牧民很好客，有
一次我路过一安姓牧民的帐
篷，男女主人热情地弓着腰将
我们让进帐篷。落座后自然就
是酥油茶了，只见女主人从小
橱内取出一摞小碗，然后往碗
内搁一勺青稞粒子，一勺奶渣
子，在一个装酥油的牛尿泡中
舀出酥油疙瘩放在碗里，用炉
上混着牛奶的茯茶一冲，这就
是酥油茶。我不吃牛羊肉，闻
着这腥膻的酥油茶不知怎么
办好，为了不驳主人的面子，
我像喝药似的咕咚、咕咚吞了
下去。女主人忙拿着壶又过来
了，我有些傻了，忙说“不要啦
不要啦”！

1967年紫莹石矿解散了，
1969年我调入宣传队，到皇城
县演出时路过坡城子大队并给
他们演唱了两场，原来熟知的
牧民纷纷过来打招呼。从此再
也没有去过，听战友讲，那里现
在已经摆脱了落后闭塞，融入
到现代化的社会中了。

窦来庚，字峰山，中华武林“太乙门”掌门人，抗战烈士，他
的一生颇有传奇色彩，博得后人一片赞誉。在2014年9月1日民
政部公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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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窦来庚烈士名列其中。

玉麒麟卢俊义：

二把手的呆和能
□刘传录

祁连山里二三事【走南闯北山东人】

□韩同升

窦来庚

窦来庚烈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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