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跟随毛主席长征》书里
的故事发生在1935年4月的长
征途中金沙江畔，书外的故
事发生在1962—1963年的济南
军区军官子弟保育小学(或称
济南驻军无影山小学，俗称

“无影山小学”)。
先说说济南军区军官子

弟保育小学。1952年7月4日，
军委赖传珠、徐立清给聂荣
臻、彭德怀的报告中提出要
解决军队干部子女入学入托
问题。计划1952年开办子弟
学校19所，吸收11800名儿童
入学；托儿所拟解决30000个
儿童入托问题。同年7月7日
毛泽东批复：“同意这个计
划，预算请交杨立三与戎子
和二同志速予审复。”(《建国
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
485页)。

《济南市志》第6册载：“解
放初期至1964年，济南市先后
有保育小学11所(省市各一
所、部队9所)，这些学校主要
吸收干部子女入学、在校食
宿。”1955—1964年，保育小学
先后移交给市教育局，改为
教育部门办，有的并入市区
普通小学。济南军区军官子
弟保育小学自1952年创办到
1964年解散，共存在了12年，
但在山东教育史上曾留下辉
煌的一笔，1959年该校曾出席
过全国文教群英会。这所学
校在办学上确实有一套，每
个月都有全国各地教师来观
摩教学、听课的。学校后来出
了不少文化名人，据我所知
仅同年级的，就有军中著名
女作家王海鸰、著名理论家
罗燕明等。

1961年，我9岁那年，母亲
患病去世，父亲当时在济南
军区防化独立团工作，带着
我们4个孩子负担很重，后来
经上级部门批准，我和我的
大妹转入济南军区军官子弟
保育小学。我的两个妹妹进
济南军区保育院。入学后不
久，我就在语文课上学到了
节选自陈昌奉的《跟随毛主
席长征》的课文，题目叫《三
天三夜》，讲的是一九三五年
四月的一个夜晚，红一方面
军和中央机关到达了金沙江
边，这是突破乌江后遇上的
第一条大江。金沙江水急浪

大，船只又少，大家很着急，
毛主席更是忙碌，和各军团
的 负 责 同 志 研 究 如 何 渡
江……金沙江对岸的几万部
队，过江一直过了三天三夜，
主席也三天三夜没有离开那
张简陋的办公“桌”。

说来也巧，这篇课文中
涉及的毛主席警卫员陈昌
奉、“黄秘书”黄祖炎，他们的
孩子和我都有一些缘分，都
在济南军区军官子弟保育小
学上学。陈昌奉的儿子陈济
春和我是同班同学，黄祖炎
的遗腹子黄明是比我高两年
级的校友，于是发生了《跟随
毛主席长征》书外的故事。

我刚转学过来时被分到
了三年级二班。入学后不久，
听说班里有一个同学随他父
亲到外地，没有来报到。过了
一个多月，这个同学来报到
了，他就是陈昌奉的儿子陈
济春，当时他父亲在济南军
区警备部门工作。陈济春和
我分在一个小组，他个头在
班里较高，坐在最后排，和我
是前后位。从此我和他朝夕
相处了两年半时间。我清楚
记得他给我们讲过他父亲的
许多事情。他父亲因评定军
衔未提级有情绪，到北京去
找毛主席，受到毛主席的批
评，用他的话来说是“被剋了
一顿”。相隔时间不久，语文
课正好学到了节选自陈昌奉
的《三天三夜》那篇课文，学
过这篇课文后，老师布置同
学们写作文，谈自己的感受。
记得当时老师还向全班同学
宣读了陈济春的作文。陈济
春在作文中一口一个“我爸

爸”怎样怎样，同学们都感到
羡慕不已。班主任解如煌告
诫他不要因此骄傲自大，老
子英雄儿好汉，要继承革命
传统，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后
来，我常听陈济春说他父亲
给毛主席当警卫员时的一些
事情，特别是毛主席对一个
普通战士无微不至的关怀和
严格要求，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再说毛主席的秘书黄祖
炎的遗腹子黄明，我转学过
来时，黄明已上六年级，是比
我高两级的校友，每年清明
节时，军区都派车接黄明去
给父亲扫墓。说起来，后来我
还和黄明的母亲周泽成为了
同事，她是中共山东省委党
校老干部。给我印象最深的，
是1963年因学雷锋做好事被
姜文品、王力二位记者采访
的事。那年我和班上的李亚
东、潘斐同学成立了一个爱
护公物小组，利用业余时间，
把教室窗户上所缺的挂钩都
修起来了。黄明捡到一个钱
包拾金不昧交还了失主。两
位记者采访了我们，写出题
为《红色学校花朵红——— 访
济南驻军无影山小学》的报
道，在1963年5月30日的《大众
日报》上发表了。

《跟随毛主席长征》书里
书外的故事影响了我许多，
尤其是长征精神，更一直在
激励着我。今年是红军长征
胜利80周年，回想起这些往事
很有意义。这无疑是深刻理
解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初心、传承“红色
基因”的一段佳话。

烂漫的童年有许多梦想，得道成仙
便是其中之一，而腾云驾雾、畅游仙山，
更成了我梦寐以求的快事。但随着年龄
的增长、阅历的增多，这些美梦都像肥皂
泡一样破灭了。不过，对游名山觅仙踪依
然有着浓厚兴趣。最近，我就怀着“朝圣”
的心情，游览了道家名山昆嵛山。

昆嵛山又称“麻姑山”、“姑余山”，位
于胶东半岛东端，横亘于牟平、文登两
地。它方圆百里，峰峦绵亘，古木参天，自
古就有“海上仙山之祖”、“神仙之乡”等
美誉。传说中的蓬莱、瀛洲、方丈三仙山，
就是昆嵛山在大海中的延伸。而秦皇、汉
武东巡求仙、麻姑得道升天、王重阳授徒
传教……都在这里留下了“圣迹”和佳
话，并广泛流传于民间。

我们是从昆嵛山西北麓开始登山
的。车子在山间公路上掠过绿树繁花，左
拐右旋，行不多远，便见一座恢宏壮丽的
道观高高矗立在眼前，这便是全真道祖
庭之一的神清观。进正殿居中的三清殿，
高高在上的是三位道教至尊：元始天尊、
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东面为五祖殿，供
奉着道教五位仙祖：王玄甫、钟离权、吕
洞宾、刘海蟾、王重阳。西面为七真殿，供
的则是“全真七子”。神清观本是唐四仙
姑修道处，后又在此建全道庵。金大定六
年（1166），19岁的丘处机上昆嵛山访道，
就修行于此。金大定八年（1168），李重阳
师徒悟道于烟霞洞，这里便成了他们聚
众讲道阐玄之处。这座始建于800多年前
的道观，虽然历经劫难，但道教文化的传
承却始终没有中断。

走出神清观，我们继续沿石径西行，
在百多米外的一块巨石下，一眼古井引
起了大家的兴趣。古井为石砌，水自石缝
中涌出，清澈可鉴，源源不绝。它虽居山
间高地，水面却探身可触。据说这是当年
王重阳祖师及“全真七子”饮水的水源。
王重阳还用此井水炼成“七死回生丹”，
为大众治病。当地百姓深受其惠，称此井
为“丹井”，井水为“神水”，并有“丹泉喝一
口，活到九十九”的赞誉。如今，这天赐的

“神水”就在眼前，我们岂能错失品尝的
良机？

从丹井上行二百多米，便是著
名的烟霞洞。烟霞洞虽然不大，知名
度却很高，这是全真教的发祥地。从
这里走出的两位大师——— 全真教祖

师王重阳和成吉思汗的“国师”丘处机，
都是闪光青史的人物。尤其丘处机，他不
但是杰出的思想家和道教领袖，而且是
重要的政治活动家。他的最大贡献是将
济世安民思想付诸实践，突出表现是接
受元太祖成吉思汗的邀请，参与元朝统
治者的政治决策。

1219年5月，70多岁的丘处机应正在
西征的成吉思汗之邀，率领18名弟子横
渡大漠，远涉中亚，历时四年，始达万里
之外的大雪山，与成吉思汗会面。他的
目的，就是要教化、劝谏残暴的统治者，
戒杀而治天下。成吉思汗对他非常信
任，向他请教治国大计。问及治国之方，
他答以“敬天爱民为本”；问及长生之道，
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成吉思汗深以
为然，尊他为“国师”，称他为“神仙”，还赐
给他虎符、玺书。这一相当于列土封侯的
封赐，不但为道家增长了声威，还给了丘
处机更大的“特权”，他凭此“特权”，救助
了更多民众的生命。后元宪宗数召丘处
机“咨以治国保民之术”时，丘处机仍以
仁政爱民、举贤授能之言以对。在一个少
数民族统治时期，能对统治者施以教化，
并产生重要影响，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
的生命财产，保存民族命脉，实在功德无
量。清朝的乾隆皇帝曾称赞他说：“万古
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
济世有奇功。”这，应该是对丘处机的中
肯评价。

如今，已很少有人还记得丘处机的
名字和他的功绩。只有这烟霞洞依旧抱
朴守拙，不离不弃，以绚丽的烟霞再现昔
日的历史烽烟，唤起人们对英雄的思念。
想到这里，我向着烟霞洞倒头便拜———
对它，对山，也对已经远逝的英雄，表达
我内心深深的敬意……

昆嵛山上觅“仙踪”

【行走齐鲁】

□戴永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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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午故地刘公岛主干
道——— 丁公路中段的东面，
有一个古香古色的小村落，
一排排青瓦砖房，脊连脊门
挨门，还留有英伦建筑风格
的遗韵。该村叫东村，是目前
孤悬刘公岛上惟一有村民居
住的村落。由于刘公岛素有

“东隅屏藩”和“不沉战舰”之
称，东村被裹挟在战乱纷争
的历史之中，历经甲午战争、
英国殖民、日军占据等重要
节点，居民迁进迁出，成为一
座地地道道的移民村。

从刘公岛东村1978年发
掘出的陶器文物可以考证
出，早在战国时代，齐灵公灭
莱（公元前567年）后，齐国国
土扩展到东海边，齐国一部
分人迁移到岛上居住和开发
荒岛。这也是刘公岛最早居
民的考证，距今已有2500多
年。

明代倭寇屡犯我国沿
海，处于中转站的刘公岛首
当其冲。为避倭寇侵扰，魏国
公徐辉祖将岛上居民迁至陆
地城郊。东村居民的平静生
活被打破了，自此与战乱联
系起来。嘉靖年间，人称“海
贼王”的王宪五率农民军占
岛种田，威震朝廷，后遭官府
清剿而撤走，岛上又荒芜人
烟。

据记载，刘公岛上最早
有两个村落，因两村东西相
对而得名东村、西村，形成于
明代。清光绪年间，沉寂多时
的刘公岛突然热闹起来，从
1881年至1891年，清政府在此
创办北洋海军。短短十年里，
战舰云集，刘公岛上大兴土
木，万人进驻。1898年至1940
年，在英国租借刘公岛42年
间，殖民当局在刘公岛上袭
占原官产308亩土地后，又公
然违背租约规定，为把刘公
岛建成英国海军专属军事控

制区，征用了岛上的4811亩民
用土地和所有用房，甚至迁
出岛上大部分居民，并发布
禁令，严禁中国人随意上岛。

为了改善岛上卫生状况
和居住环境，当局专门做了
一个建设规划，将原来的中
国房屋全部拆毁，并按照英
国建筑标准，重新建设东村
和西村，提供给为基地服务
的苦力和低级雇员、商人居
住。这当中，东村基本完成改
建计划，改造始于1918年，1920
年竣工。改建房屋50多栋，分
三排，建筑风貌带有英伦风
情和胶东民居特色，主要租
给基地的普通雇员使用，如
今的东村大都保存了原有风
貌。西村建于1920年，只改建
了10户民宅，基本按中国的传
统风格而建，西方元素很少，
主要租给岛上的巡捕和商人
使用。1930年，殖民当局又在
东村南面海边上建设了海军
村，主要供英国海军中国舰
队香港籍和广东籍华人高级
雇员暑期度假使用。

当时刘公岛上的建筑
“英国范儿”十足。英国人按
照他们的规范和要求增设道
路,并为其命名“皇后大道”、

“西摩尔街”、“高街”、“朗街”、

“树路”、“井路”等街名。刘公
岛作为英国海军远东舰队训
练和避暑疗养基地，每至暑
期，战舰云集，上万名的洋人
突然登临这座小岛，间接催
生出了快速发展的服务业：
各式商铺林立,广告牌匾举目
皆是。当时刘公岛共有143户
居民，居民除少数商户开设
饭馆、面包房、洗衣房外，多
数以摇舢板、拉洋车、清扫街
道、摆台、剪草等各种低贱营
生，为外国人服务维持生活。
在英殖民者的统治下，村民
们的生活是屈辱的。据东村
村民刘元伦介绍：“英国人表
面看上去挺绅士，可他们根
本看不起岛上的苦力，看谁
不顺眼，非打即骂。”

解放后，刘公岛作为军
事禁地，由部队驻守。20世纪
50年代起，随着形势变化，对
居民进行了严格筛选，从文
登、荣成等地农村挑选了新
的农民进岛居住。1953年，西
村居民并入东村，自此，东村
成为岛上惟一的村落，此后
又经过屡次迁进迁出，刘公
岛东村号称有“两大怪”：其
一是岛上居民不姓“刘”；其
二是岛上居民不会出海捕
捞，主要因刘公岛居民多次
迁移，已无原住民，海岛居民
近海不吃海，这一奇闻也再
次验证了岛上居民的移民属
性。

由于居民增多和发展需
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村
增建房屋，房屋结构独门独
院，砖石构建，现有房屋69栋，
其中英租建筑45栋，整体村落
保存完好。1985年刘公岛正式
对外开放，东村村民告别了

“与世隔绝”和颠沛流离的岁
月。如今，作为中国历史缩影
和见证英租殖民屈辱历史的
东村已成为刘公岛一个新景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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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租时期的刘公岛东村民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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