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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红

坐落在江西省南昌市赣江之
滨的滕王阁，碧瓦丹柱、雕梁飞檐、
造型雄伟、气势壮观，因“初唐四
杰”之一的王勃《滕王阁序》而闻名
于世，声贯古今。滕王阁与湖北武
汉的黄鹤楼、湖南岳阳的岳阳楼一
起被誉为“江南三大名楼”。唐代文
学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中写
道：“愈少时，则闻江南多临观之
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瑰伟绝
特之称。”

少有人知的是，这座始建于唐
代永徽四年，后又历经二十九次重
建的千古名楼，和千里之外的山东
滕州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滕王阁为唐朝宗室李元婴在
担任洪州(今江西省南昌市)都督时
所修建。李元婴出生于贞观三年
(630年)，卒于文明元年(684年)，为
唐高祖李渊之二十二子，也是唐太
宗李世民之弟。

据《旧唐书》记载：“贞观十三
年丙申六月，皇弟元婴封滕王”。李
元婴于贞观十三年(639年)被封为
滕王，食禄之地在山东滕地(今滕
州市)。李元婴从小锦衣玉食，备受
宠爱。相传在被封为滕王期间，他
曾大兴土木，于滕地建一阁楼，以
其封号命名为“滕王阁”，这就是历
史上第一处滕王阁。如今，滕州滕
王阁早已不复存在，踪迹难觅。

在担任滕王十三年之后，李元
婴又被贬苏州，“迁苏州刺史，寻转
洪州都督”。他于唐代永徽三年(652
年)转任洪州都督。

虽然已离开滕地多年，李元婴
却始终以“滕王”自居。次年，他因
思念滕州故地，又在南昌赣江东岸
大兴土木，兴建了第二处滕王阁。
历史上南昌滕王阁曾屡次兴废，历
经二十九次重建。

王勃的《滕王阁序》即创作于
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的九月九
日，为庆祝滕王阁新修落成的宴会
之上。开篇之语“豫章故郡，洪都新
府”即点明滕王阁所在地点。文中
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
一色”，更是成为千古绝唱。

十年之后的龙朔二年(662年)，
李元婴再被调任隆州(今四川阆中)
刺史。其间，他又在阆中城北的玉
台山山腰处兴建了玉台观和滕王
亭，这是历史上第三座滕王阁。此
滕王阁原称“滕王亭”，是三座滕王
阁中建成最晚的一个。诗圣杜甫曾
登临此亭，并留下了两首传世佳
作，即《滕王亭子二首》。诗中写道：

“君王台榭枕巴山，万丈丹梯尚可
攀。春日莺啼修竹里，仙家犬吠白
云间。清江锦石伤心丽，嫩蕊浓花
满目斑。人到于今歌出牧，来游此
地不知还。”

文以楼名，楼以文传。南昌滕
王阁因王勃的《滕王阁序》而名贯
古今，阆中滕王阁也因杜甫的诗词
而闻名遐迩。透过历史的烟云可以

发现，两座滕王阁都是由滕王李元
婴所修建，而“滕王”之名则源自山
东滕州。

位于山东省南部的滕州市历
史悠久、文化灿烂，享有“三国五邑
之地、文化昌明之邦”的美誉。

滕州是中华民族最早的人类
文明发源地之一，也是古代东夷炎
族后裔——— 滕、蕃、邾、薛等氏族的
摇篮，拥有距今7500年的北辛文化
遗址、大汶口文化的代表遗址———
岗上遗址，以及商周时期的滕国遗
址等历史古迹。

据明清时期的《滕县志》记载：
“黄帝有二十四子，赐土得姓者十
四。其第十子封于滕”。滕州原为周
武王弟弟滕叔绣的封地，称为“滕
国”，其中心位置位于今滕州市西
南七公里的古滕城。滕国面积不
大，因此历史上素有“滕小国”之
称。

战国中期，国君滕文公曾礼聘
孟子来到滕国，行仁政，施善教，滕
国因此被孟子誉为“善国”。在《孟
子》一书中有《滕文公章句上》和

《滕文公章句下》两章。因当时滕地
多雨，泉流腾涌，古汉字中“腾”

“滕”互通，故以“滕”为名，“滕”字
从此始见。

秦朝废除分封制，广置郡县，
于今滕州境内设置滕县和薛县，

“滕”作为县名从此始见于历史。历
经两千多年的历史风云，滕县的行
政区划也多有变迁。

隋开皇十六年(596年)，滕县升
为滕郡，郡治在滕县，此后不久滕
郡又改为滕县。金大定二十二年
(1182年)，置滕阳州，两年后改为滕
州，此为“滕州”名称之始。明洪武
二年(1369年)，废除滕州，滕县隶属
济宁府；洪武十八年(1385年)，滕县
改属兖州府。

新中国成立之初，滕县属鲁中
南行政公署尼山专署。1950年，尼山
专区和台枣专区曾合并为滕县专
区(驻滕县)。1953年，滕县专区和湖
西专区合并为济宁专区(驻济宁)。
1979年，滕县由济宁地区划归枣庄
市。1988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
滕县，设立县级滕州市，古老的滕
州开启了新的发展篇章。

滕州文化灿烂，名人辈出。在
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诞生了“科圣”
墨子、“工匠祖师”鲁班、造车鼻祖
奚仲、勇于自荐的毛遂、招贤纳士
的孟尝君等诸多名士；流传着滕文
公礼聘孟子施善政，成善国、墨子
兼爱非攻，止楚攻宋、孟尝君广纳
贤士，门客三千的历史传说；也产
生了“班门弄斧”“墨守成规”“毛遂
自荐”“脱颖而出”等数十个成语故
事。

如今，滕州是山东省人口最多
的县级市，也是全国百强县(市)之
一。世界首颗量子卫星以“墨子号”
命名；流传了2000多年，充满古代智
慧的“鲁班锁”作为国礼走向世界
各地，这一切都充满了浓浓的滕州
元素。

（本文作者为山东传媒职业学
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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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沂市蒙阴县北部的群崮之中，有
座具有传奇色彩的山崮，这就是令日本侵
略者闻风丧胆的岱崮。岱崮分南岱崮和北
岱崮，两崮四周陡峭，兀然自立，顶部平坦，
中间隔着一道小山梁，这样的地形易守难
攻。1943年，八路军鲁中军区第11团8连93名
指战员，为捍卫民族尊严，在这里与多我40
余倍的日伪军血战十几天，创造了抗日战
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

1943年11月，日军从临沂、临朐、莱
芜、蒙阴、沂水等地纠集了一万多名日伪
军，对鲁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企图
消灭八路军主力部队。地势险要的南北
岱崮，正处于敌人进犯沂蒙腹地的咽喉
位置。为粉碎敌人的“扫荡”，鲁中军区决
定留下第二军分区第8连坚守南北岱崮，
以牵制敌人主力，掩护八路军主力部队
转移到外线作战。

11月13日，天刚亮，岱崮周围就出现
了日军军旗。日寇、汉奸的大队人马，分
多路涌向南北岱崮周围，著名的南北岱
崮保卫战就此打响了。

8连5班的战士先在离岱崮不远的芦
崮伏击了进犯之敌，然后按作战计划撤
到南岱崮。这时，大批日伪军如同一群饿
狼向南北岱崮扑来。

南北岱崮相距约1 . 5公里，中间只隔
一条小山梁。两崮各有十几丈高，四周都
是刀削一样陡直的悬崖，悬崖上面就是
崮顶，下面是光秃秃的斜坡，易守难攻。
南崮南门上，有一条顺着石壁缝凿出来
的能上下人的石阶小道，是唯一可以攀
登崮顶的路径。

由于南北岱崮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早在战前，岱崮的党政干部就带领民兵、
群众与8连指战员一起挖战壕、修地堡、
筑工事，储备粮食、水、弹药等战备物资，
为守崮战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战斗打响的第一天，敌人攻击的重点
选择在北崮。从地形上看，北崮低于南崮，
容易攻击。当进攻北崮的日军离崮顶还有
100多米的时候，我军一声令下：“打！”顿
时，崮上枪声大作，子弹像雨点般倾泻到
敌群中。与此同时，南崮也传来了激烈的
枪声。日军还没来得及还击，就退下山去。
日军一个机枪组，企图到南崮西北方向的
一个小山上实施火力掩护，刚爬到山顶，
就踩上了8连预先埋设的地雷。

战斗连续进行了两天，敌人始终被
阻挡在山下，不能向岱崮靠近一步。敌人
发现北崮防守严密，就改变战术，对北崮
围而不打，把主要力量转向南崮，进行重
点攻击。日军先是飞机滥炸，后是排炮乱
轰，接着是步兵进攻。但是，在我军英勇
顽强的战士面前，他们能得到的是死伤、
溃败和枪弹的消耗。

日军不甘心失败，集中轻重武器，对
南崮进行更猛烈的轰击和扫射，又从岱
崮附近村庄抬来了十多米长的云梯，竖
在峭壁跟前。战士们就把几个手榴弹捆
在一起，用绳子吊下崮去，然后再拉响引
线。还有的战士把地雷也吊下崮去，炸得
敌人四处躲藏。有些日军躲到战士们打
不到的死角去，可刚到那里，就被地雷炸
倒。有些日军顺着梯子向上攀登，不是刚
上梯子被炸翻，就是爬到半腰被埋伏在
墙洞里的战士打掉。

为了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白天，8连
指战员坚守岗位，阻击敌人的轮番攻击；
夜间，派出小分队向敌人出击，有时把地
雷埋到山下，炸得鬼子死伤累累，有时就
往山下滚石头，惊扰敌人，消耗他们的弹
药，让日军日夜不得安宁。经过4天鏖战，彻
底打破了敌人3天拿下岱崮的狂妄吹嘘。

17日黎明，敌人又调集大批兵力，占
领了岱崮周围的大小村庄，炮火比以前

更加猛烈，飞机从3架增至8架，轮番轰
炸、扫射。8连指战员在副营长张栋指挥
下，凭借天险据守，沉着应战。接连十多
天，日军飞机炸、大炮轰，步兵集体冲锋，
轮番进攻，均被打退。鲁中11团和当地民
兵则连续袭击岱崮周围的翻金峪、郭家
庄之敌，并于夜间向崮上送粮、送水、送
弹药，传递情报，支持守崮战斗，极大地
鼓舞了8连官兵的斗志。

敌人连续发动的进攻屡屡受挫，从23
日开始，昼夜实施轰炸攻击，南崮的南门成
为敌人轰炸和攻击的主要目标。能否守住
南门，是这次战斗胜败的关键。8连的战士
奋力坚守南门，刘贵祥冒着枪林弹雨，钻进
前沿碉堡监视敌人，一颗炮弹打过来，他随
着碎落的石块滚进壕沟；李应斗倒在血泊
里，李玉金立即挺身而出继续监视敌人。当
敌人释放毒气时，战士们赶紧用事先准备
好的湿毛巾捂上口鼻，继续战斗。

狂轰滥炸、投掷毒气弹都没有奏效，
日军便采取了更卑鄙的手段，他们端着
明晃晃的刺刀，逼迫当地的老人、妇女、
孩子上山劝降。日军让乡亲们走在前头，
上到半山腰，日军便缩在山石后面。乡亲
们只穿着单薄的衣服，一个个冻得浑身
发抖，一个年纪大的老乡喊着：“八路军
同志们，鬼子让我们上来送信，要你们投
降，你们千万别听他们的！”见此情景，8
连连长冯华德对被威逼的群众说：“乡亲
们，你们对鬼子说吧！只有打胜仗的八路
军，没有投降的八路军！”

各种招数相继失败后，日军恼羞成
怒，便把进攻部队全部换成32师团的精
锐，在飞机的配合下，进行狂轰滥炸。整
个南岱崮顶被翻了几遍，防御工事全部
被摧毁，到处是焦土碎石，随手抓把泥
土，都能捡出几块弹片。

随着时间的推移，8连的处境越来越困
难，不仅与外围失去了联系，两崮之间的
联络也被敌人卡断了。南岱崮南门原来3丈
多高的悬崖，被炸成大约60度的斜坡，缺口
正随着炮火的轰击不断扩大。伤员不断增
加，弹药所剩不多了，水更缺乏。从23日开
始，基本上就断水了。经过十几天的烟熏
火燎，饥寒交迫，战士们的嘴角都糊着干
唾沫，嗓子眼里如同冒火。被炸去半截的
水缸，仅存的一点水都成了泥浆，战士们
只好把泥水含在嘴里解渴。

在极端艰难危急的时刻，敌人的进
攻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他们集中轻重
武器，对南门进行一次又一次更加疯狂
的轰击和扫射。

8连指战员为了节约弹药，用刺刀
挑、石块砸，将爬上来的敌人一个个打下
去。经过十几个昼夜的激战，8连的战士
们胜利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27日夜，
他们悄悄地从敌人包围的缝隙里突围出
来，在预定地点与迎接部队会合。

8连以伤7人、牺牲2人的代价，取得
了歼敌300多人的重大胜利，拖住了敌人
的重兵，消耗了敌人大量弹药，有力地配
合了外线部队作战。为此，八路军山东军
区通报嘉奖了8连，授予8连“英雄岱崮
连”的光荣称号。

这是一场敌我力量悬殊的战斗，在这
场战斗中，日军出动了将近2000人，其中包
括日军的精锐步兵大队，这些日军不仅有
机枪、步枪、手榴弹、掷弹筒等各种武器，还
有炮兵支队和空军的支援，敌人在战斗中
还使用了燃烧弹和毒气弹来攻击八路军。
八路军将士仅仅使用步枪、手榴弹，以及
各种各样土制的地雷，以英勇无畏的精神
与敌人战斗。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
下，再加上岱崮山坚固的山体作依托，我
军最后以极小的代价，击退了敌人的疯狂
进攻，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岱崮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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