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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有个双山村，双山有个
“双山张”。

双山村位于莱西市东南部，这
一带是平原洼地，双山村后独有小
山，两峰突起，故名“双山”。现今的
莱西，历史上属于莱阳县，解放后，
行政区划调整，析出莱西县，双山
村始归莱西管辖。“双山村”是个统
称，后来分成东双山、西双山和山
西头三个村庄，村民绝大多数为张
姓。

双山村是双山张氏的发源地。
张氏祖先来到这里，繁衍生息，历
经六百余年，单算已纳入族谱的现
今双山张氏后代，数量就超过10万
人，主要集中在青岛、烟台和东北
三省。

“双山张”的始祖是“簸箕张”。
簸箕张是一位簸箕匠，元末明初，
离别故土青州府乐安县（今广饶
县），筚路蓝缕，挈子逃荒，迁徙至
登州府莱阳县双山村。据说簸箕张
手艺超群，正直豪爽，方圆百里闻
名，关于他的故事，比如“东徙落户
白茫茫”，“草屋闹鬼金银罐”等，数
百年来在胶东大地广为流传。簸箕
张的后世子孙为祭祀先人，便共为
始祖取字“海山”，寓意始祖的恩德
比海深，比山高。自此，张氏后人悉
尊称簸箕张为“海山公”。

张氏定居双山村后，靠编修
簸箕起家，尔后家业昌盛，人丁
兴旺，“五世而大”。五世有名张
雄者，成为莱阳县巨富，拥有良
田数万亩。明弘治年间，山东大
旱，“人食草根树皮”，“饿殍遍
野”，张雄罄仓捐粮，张氏族人奔
赴各地赈灾，“输粟三千石，活人
甚众”。弘治皇帝特此降旨，旌表
张雄为“义民”。清康熙十七年

《莱阳县志》记载了圣旨原文：
“国家先务，养民为急，尔能出备
粮米，用助赈济，有司以闻，朕甚
嘉之。今特赐敕奖谕，旌为义民。
尔尚益敦仁惠，表励乡俗，以副
朝廷褒美之意。”

彼时，官府在双山村修建了表
彰张雄义举的牌坊，张家门前大街
被命名为“义民街”。大灾过后数年
里，前来张家谢恩的各地受惠灾民
络绎不绝。清雍正年间，在村里又
为张雄修建了“忠义祠”。

及至九世，双山张氏出了一位
重量级人物——— 张梦鲤。其父张锟
夜梦鲤鱼跃梁，继而生下一子，因
取此名。张锟后为明朝廷四品文
官，隆庆皇帝敕赠“承德郎”，万历
皇帝加赠“中宪大夫”。嘉靖三十五
年（1556），张梦鲤考中进士，随后步
入仕途，为官多地，张梦鲤恪守其

父“清、慎、勤”的告诫，恤民奉公，
政绩卓著，各地百姓皆呼称“张青
天”。据史料记述，张梦鲤做了三年
开封知府，只攒了80两银子。后来
张梦鲤又调任顺天巡抚，曾与兵部
尚书梁梦龙共同指挥修筑慕田峪
等处明朝长城，并立有碑文记载。
此碑文现今仍然存在，位置在北京
市怀柔区庄户村南山上，石碑上

“莱阳张梦鲤”字样历历可辨。张梦
鲤修饬蓟州武备，镇守北方边关，
三次大破“北虏”“土蛮”侵犯，万历
八年（1580）十月，张梦鲤奉旨率兵
援辽，在辽东镇（今辽阳市）击溃敌
军十万。

张梦鲤与戚继光都是山东
登州人，两人素有交情，并结为
儿女亲家，张梦鲤的次女嫁给了
戚继光的次子戚安国。张梦鲤仕
宦峥嵘三十载，清廉自守，后因
看不惯朝政争斗，三次请辞回
乡，终获万历皇帝恩准。退归故
里后，“家居犹亲灌园拾橡”，“家
无赢资，居园荆扉槿落而已”。张
梦鲤寿终桑梓，万历皇帝“钦赐
祭葬”，耗用48万两白银，在莱阳
旌旗山南麓，为其修筑墓地，连
同周围祭田，占地共约2000亩，并
谥号“节愍”。墓地南大门镌刻有
石额、石联，均为明朝礼部尚书、

大书法家董其昌所书，只可惜如今
只有一根石柱传世。

张嗣诚与张嗣谟是张梦鲤的
两个儿子。张嗣诚如其父也是出身
进士，张嗣谟被选为山东首名贡
生，进北京国子监深造，后来兄弟
俩都成为朝廷官员，留下“父子皆
为进士，兄弟同朝为官”的佳话。早
年莱阳县城立有“父子进士坊”“兄
弟制科坊”两座牌坊，即谓此也。明
清两朝，双山张氏“一门九进士”，
享誉胶东。

在明清时期，双山张氏已是莱
阳八大望族之首。那时候，在双山
村和莱阳县城，存在大量的双山张
氏牌坊、墓碑、家庙、祠堂，还有圣
旨、诏书、古籍和名人字画……这
些建筑和文物，因为岁月久远，社
会动荡，或毁于战乱，或灭于“文
革”，大都没能保留下来。

纵观双山张氏六百年历史，每
遇外敌入侵欺侮，在民族大义面
前，张氏族人威武不屈，从来不乏
血性亮剑之气魄，很是令人称道与
感叹。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中，
双山张氏都有仁人志士为国殉难。
再到后来的抗日战争期间，双山张
氏青壮年加入国、共抗日队伍者，
不计其数，他们抛头颅，洒热血，谱
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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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河大桥是胶济铁路上最大
的钢桁梁桥，距今已有110多年的
历史，它见证了外国列强的侵略，
目睹了中华民族抵御外辱、奋起
抗争、走向解放的历史过程。岁月
在钢梁上留下斑驳的痕迹，就像
一位耄耋老人在诉说着经历的故
事。

1994年，我正式成为一名内燃
机车司机，天天开着火车奔驰在济
南、青岛之间，每当驾驶着机车行

驶在淄河铁桥上，内心总有种穿越
历史的感觉。听老司机说，这座铁
桥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后来查阅
资料得知，淄河大桥于1899年（清
光绪二十五年）由德国人设计兴
建，1904年建成投入使用，现在该
桥的设计图纸依然保存完好。

据《近代铁路技术向中国的
转移——— 以胶济铁路为例》记载：
胶济铁路干线上共有856座铁桥，

其中最大的桥梁是淄河大桥，全
长470米，重达846吨，有9个40米的
主孔、2个35米的桥孔和2个20米的
排洪孔，桥跨度440米。路堤长约
500米，高11米，底面宽40米，顶面宽
6米，路堤上还建有两个宽40米的
涵洞。《德文新报》编辑芬克曾感
叹：“这么大的土方工程量，在德
国用机车作业也要1年或更长时
间，而1万名中国工人在短短的3个
月内就完工了，还用了大方石加

固，基本上可以经受
最 强 烈 的 水 流 冲
击。”

胶济铁路是外
国列强侵略中国的
产物，从建成通车之
日起，就成为德国及
日本列强掠夺山东
的工具。德国当初修
建这座桥梁，就是想
利用胶济铁路来掠
夺中国宝贵的煤炭

资源，这座桥无形中成为了帝国主
义的帮凶。直到抗战结束，胶济铁
路才回到中国人手中。而在抗日战
争期间，在淄河大桥下还曾发生过
一场夜袭大桥、切断日军运输线的
战斗。

中国人民解放军28军原副军
长商锡坤是山东淄博人，1945年在
临淄县独立营任战士、排长，亲自
参加了夜袭淄河大桥的战斗。

1945年初秋的一天，临淄三分
区独立营接到上级指示，命令二连
做好战斗准备，夜袭位于胶济铁路
的淄河大桥。

淄河是山东重要河流之一，是
淄博境内最大的河流，也是临淄人
民的母亲河。淄河是季节性河流，
这个季节，宽宽的河床早已干涸，
两岸长满了野草和大片大片的庄
稼，正好利于隐蔽。在夜袭前，二连
已对淄河大桥进行了多次侦察，对
大桥的建筑设施和兵力部署已胸
有成竹。大桥东侧有一个碉堡，是
日本鬼子用来保护铁桥和军事设
施的，有一排的兵力在这里驻守。
桥西侧是日本鬼子的占领区。破坏
铁路桥梁可以阻断敌人支援，将敌
人分散并各个击破，更可以切断日
本鬼子的补给及交通线路。

晚上十时左右，二连三个班的
战士，趁着夜色来到了淄河大桥
下。在大桥东侧的草丛后，连长观
察片刻，然后沉着镇定地说，一班
和二班火力掩护，三班负责炸桥。

商锡坤所在的三班，共九个人
分成三个小组，前后拉开距离，一
组抬着一箱40多斤重的炸药，一组
抬着一把从老百姓家借来的长木
梯，一组断后。

他们刚猫腰踏上裸露平坦的
河床，准备向淄河大桥的中心集
结，还没行几米就被碉堡内的小鬼
子发现了。鬼子的机枪瞬间响起，

打到沙石上火花四溅。一班和二班
立刻进行了还击，很快就压制住了
敌人的火力。

三班战士迅速从沙石上跃起，
冒着身边呼啸的子弹跑到大桥中
间的桥墩下，迅速架好了木梯。商
锡坤望着近10米的桥墩，挽着绳子
第一个上了木梯，另外两名战士也
随后上来了。鬼子的子弹不断从他
们的身边飞过，但是他们临危不
惧，沉着应战。三人迅速用绳子把
这箱炸药拉了上来，把箱子固定放
好，然后顺着梯子依次下来。

商锡坤下来时，把长长的导
火索用火柴点燃，和战友们一起
向河东岸撤离。刚跑到中途时，就
听到一声巨响，桥上火光冲天，安
放炸药的那个桥墩上面的桥梁、
钢轨被炸歪在了一边。在震耳欲
聋的爆炸声和连续不断的枪声
中，全班安全地返回出发地点，和
一班、二班战友胜利会合，迅速地
撤出了战斗。

这次夜袭，二连只有一名战士
受了轻伤，基本实现预期作战目
的，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胶济铁路
交通线，给侵华日军以强有力的打
击。

如今，淄河大桥虽已历经百年
风雨，却依然像钢铁战士一样矗立
在齐鲁大地上，仿佛在轻声诉说当
年在胶济线上数不清的抗战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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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济铁路最大桥梁淄河大桥(1905年摄)

1974年8月28日，微山县第一批知青上山下乡，260余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响应党的号召奔赴农村。我们30名十七八岁的高中生刚走出校门，就来
到微山县欢城公社蔡楼村，当时正赶上“三秋”大忙，大伙立刻和贫下中农一起忙三夏、战三秋、上河工、打夜战。

那时，我们拂晓就赶到农田掰玉米，月亮升起时再拉着地排车到坡里拉高粱秆，耕地种麦前要连夜撒粪，还高喊着“早早起四点半，地头两顿饭，中
午学理论，晚上加班干”的战斗口号。忙罢“三秋”，男知青又随着治河大军奔赴河工，整个河工全靠人力一镐一锨一一兜一筐地啃，寒风凛冽，雪花飞舞，

个半月才啃出一条河。繁重的劳动像个大铁爪把我们抓起来往黄土地上重重摔了几下，还
真把我们的骨骼摔硬了，把肌肉摔实了。

劳动之余，知青也有生活的乐趣，几位才子美女有文体爱好，我除画画作诗之外还喜
欢收藏。知青证、入团志愿书、下发的各种学习资料、日记本、皂盒、老照片及绘画习作都保
存完好。从农村回家有20里，我们不舍得花两毛钱乘车，全靠两条腿跑路，有一次我与老褚
跑到半路，热得下河洗澡，待爬上岸时乏得没劲了，正巧客车来了，我一咬牙掏3毛钱买两张
票爬上客车，这两张车票我也珍藏至今。

经过一年多的磨炼，我们陆续在村里当上了教师、会计、卫生员、计工员、播音员、拖拉
机司机和文艺宣传队队员。随后，十几名知青通过招工、升学，陆续离开农村。1976年元旦，
欢城公社的负责人到知青组看望留村的知青，那时的看望，不事先打招呼，不带任何礼品，
就是领导讲讲话，勉励年轻人为农村建设多作贡献，随后到照相馆合影纪念，照片上写着

“广阔天地练红心”几个字。知青老吴精心保存着这张珍贵的照片（见左图）。40年的风雨扫
过，在照片上留下赭黄色的秋风痕迹，刻上深深的岁月步履，而知青们的风华正茂、青春气
息永远定格在照片上。

知青旧物勾起的怀念
□杨建东

知青办发
的书籍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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