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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青未了

□李秀珍

时光飞逝，不知不觉间日
历翻到了2013年。每一天的日
子都是新的，但历史的记忆却
不会随风而逝，民族的仇恨更
会铭记在心。尤其是，当今的
世界总是被某些人搅和得不
平静。比如，钓鱼岛本是中国
无可置疑的领土，日本人却日
日变本加厉地虎视眈眈。我们
当然不答应更不示弱。

齐鲁男儿自古有担当。即
便积贫积弱的上世纪30年代，
日本侵略者的刺刀惨无人道
地砍杀中国人的头颅，同样有
我们的热血青年不畏列强视
死如归。今天刊发的这篇《山
东青年铁血锄奸》，追述的就
是发生于1938年，齐鲁大地上
一群热血青年自发组建“山东
抗日铁血锄奸救国团”，打击
日寇、惩治汉奸的一段可歌可
泣的事迹。“位卑未敢忘国
忧”，“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中
华儿女源远流长的民族精神，
深受儒家“修身、齐家、平天
下”传统文化浸润的山东青
年，在民族危亡之际，更表现
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热
血男儿气概。那些号称“铁团”
的成员，他们的名字在今天的
这篇文章中被一一追记，英灵
在地下看到国家今天的安宁
富强，当会含笑九泉，更为当
年的壮举而不悔。

有民族英雄，就有民族败
类。在历史最为动荡的时刻，
人性总会表现出最光辉与最
卑暗的一面。代表抗战年代

“最卑暗一面”的日寇和汉奸，
其罪行和丑行，我们仍要让其
昭昭于天下而无处遁形。

先辈的鲜血和生命，换来
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幸福。《“驴
行”太甲山》，就让人感到在安
宁稳定的社会背景下，一种快
乐而自由的生活方式。“虽说
是冬日的周末，寒风凛冽，但
依然阻挡不住驴友们爬山的
热情。”“‘驴行’的队伍在乡间
小道上排成了一条长龙。音乐
响起来了，驴友随身携带的音
响一路浅吟低唱，优美的旋律
在 空 旷 的 山 野 中 随 风 飘
荡……”看着这样的描写，我
禁不住也蠢蠢欲动，想哪一天
自己一定要加入到“驴行”队
伍中，当一个快乐无比的驴
友。

枣刊前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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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勇

1938年夏，一群热血青年自
发组建了“山东抗日铁血锄奸救
国团”，威慑伪鲁北道尹成逸庵，
行刺伪教育厅长郝书暄，刺杀伪
高院院长张超骥，枪击伪山东省
长唐仰杜，令日伪惶惶不可终日。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
发，平津沦陷。此后，日军大举南
侵，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
榘不战而逃。当年12月27日，日军
占领济南。不久，山东全境沦陷。

为维护对沦陷区的统治，日
本实行“以华治华”政策。1938年3

月5日，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山东
省公署(1943年8月改为伪“山东省
政府”)，任命马良为省长。同日，
马良及各厅长在济南就职，伪山
东省政权正式开张。

为打击日寇，惩治汉奸，1938

年夏，一群热血青年自发组建了
“山东抗日铁血锄奸救国团”(以
下简称“铁团”)。

流亡鲁南的国民党山东省政
府主席沈鸿烈获悉后，召见了“铁
团”负责人毕复生、李景禹等，给
予鼓励、资助，并注册在案，委任
毕复生为济南地区“铁团”主任，
李景禹为青岛地区“铁团”主任。

济南地区“铁团”成员还有赵
敬之、潘炳玉、于文甲以及骨干曹
梅村 (上世纪八十年代任台北市
副市长)等人，以后陆续发展至100

多人，在济南展开大规模的锄奸
活动。

打入日伪同盟电台

当时潘炳玉在芙蓉街开了一
家服装店，这里就成为济南“铁
团”团部的秘密据点。它西面是伪
山东省公署，南面是日本济南城
内宪兵队。日伪没有想到，令他们
心神不宁的“铁团”就在自己眼皮
底下。

潘炳玉有位好友叫颜果夫，
在日伪同盟社担任报务员。因“铁
团”团部离日伪较近，不便设立电
台，潘炳玉就请他代收发密电、传
递情报。颜果夫不仅欣然应允，而
且也加入了“铁团”。

这个安插在日伪心脏的电
台，不但被“铁团”所掌握，而且截
获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威慑伪鲁北道尹

成逸庵

成逸庵，淄博桓台县人，曾任
国民政府青岛市警察厅长，济南
红十字会经济部主任、副会长。
1937年 12月降伪，任济南维持会
副会长。1938年 3月任伪鲁北道
尹，驻德州。

道尹，民国时期官名，相当于
现在的地区专员。当时全省划分
为鲁东、鲁西、鲁南、鲁北4个道公
署和济南、烟台2个市公署。

1939年5月的一天夜里，毕复
生带领李景禹、康有三、梁鸣一等
人，化装潜入伪道尹公署，挟持了
成逸庵，命他辞掉汉奸职务，交出
赃款作为抗日活动经费。成遵命，
并交出伪币5000元。

“成逸庵受此惊吓，心惊肉跳，

随即称病，辞去伪职，回济南红十
字会任副会长直至日本投降。1946

年8月被国民党山东省高等法院逮
捕，判处8年有期徒刑。”(齐人：《日
伪时期的山东汉奸政权》，载于《春
秋》杂志1995年第4期)

行刺伪教育厅长

郝书暄

郝书暄(1893年—1946年)，泰
安市东平县州城镇刘桃园村人，
1915年考入山东高等师范，毕业
后在济南省立第一师范教书。
1938年5月任山东省伪教育厅长，
在学校推行“奴化”教育，竭力宣
扬“日中亲善”、“东亚共荣”，深为
人民所憎恨。

毕复生曾为郝的学生。一天，
他与王一湖以拜见老师为名，闯入
郝的卧室行刺。郝大声呼救，引来警
卫。毕中弹负伤逃出，王被抓至日本
宪兵队，受尽酷刑，壮烈牺牲。

因没有刺中要害，郝书暄逃
过一劫。1942年10月27日，郝书暄
任伪济南道尹。

关于他的死因，“山东省情
网”说他于“1946年被国民党山东
省政府主席何思源解除职务。后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以汉奸罪将其
逮捕入狱，羁押数月。他自知罪责
难逃，在狱中服毒自杀”。

而齐人所撰《日伪时期的山
东汉奸政权》一文，说他“1945年4

月24日在济南病死”。不知哪种说
法准确。

刺杀伪高院院长

张超骥

1939年前后，山东日伪临时
政府成立山东高等法院。

张超骥，伪高等法院院长，与
日本人沆瀣一气，迫害我抗日志
士、无辜同胞，乃罪大恶极的汉

奸。“铁团”把他列为锄奸对象。
高等法院书记官范奇是“铁

团”成员，他利用工作之便，将李
景禹、王夷民带进张超骥家中。张
走进客厅，李景禹当胸就是一刀。
张受重伤，急忙呼救，伪警闻讯而
入，相互展开搏斗。三人夺路而
逃，范爬墙时被击中，在日本宪兵
队受尽酷刑，至死犹骂声不绝，铁
骨铮铮，堪称硬汉。

枪击伪山东省省长

唐仰杜

唐仰杜(1888年-1951年)，山东
省邹城市邢村人，1938年3月出任
伪山东省公署财政厅厅长。1939

年1月，继马良之后任伪山东省省
长兼财政厅长，帮助日寇推行治
安强化运动，进行经济掠夺。1941

年7月3日，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
机亲自署名发给唐仰杜“感谢状”
一件，以表彰其在人力、物力上资
助“圣战”之功。

1940年11月，“铁团”获悉，唐
仰杜将在伪省公署接待华北日军
指挥官，决定趁机行刺。

这天，“铁团”成员卢化西(历
城区孙村镇卢家寨人，时为小学
教师，后去了台湾)、李景禹身藏
武器，穿褐色西装，戴上小胡子，
化装成参加会议的日本要员，乘
坐租来的卧车进入省公署，昂然
进入集会厅。此前，卢化西、李景
禹利用从日商那里劫来的土药膏
(大烟)，买通了伪省公署专员潘兴
福和常驻济南的伪嘉祥县县长周
某，弄到了两枚省公署人员佩戴
的证章，先后六次进入省公署侦
察地形。

进入会场，两人掏出手枪，向
唐仰杜射击。卢又扔出一颗手榴弹，
日伪吓得狼奔豕突，乱成一团。

卢、李二人趁乱从后院西北
角越墙而出。场外接应的刘百川
(后被敌人捕去)早已备好自行车，

二人骑上车子，飞驰而去……
卢逃到其族叔开的德聚昌成

衣店(趵突泉北门对面，山东文物
总店西部)，脱下西装，摘下胡子，
换上便衣，化装出城。

这段历史被卢化西的族叔卢
宝生 (曾任历城区孙村镇中心小
学校长)写进《伪山东省省长唐仰
杜被刺未遂经过》一文。

遗憾的是，手榴弹因受潮没
有爆炸，射击也未见效，唐侥幸不
死。1945年，唐仰杜升任伪华北政
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工务总署督
办。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北平行
营督察处以汉奸罪拘捕，后解送
南京高等法院审理，但迟迟未作
出终审判决。解放后，被山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951年4月
29日毙于济南。

“铁团”组织

遭受重创

锄奸行动震惊日伪，他们开
始全城搜捕。人员进进出出的芙
蓉街团部，引起日本宪兵队的怀
疑。在一次突然搜查中，“铁团”花
名册被抄出，另抄去伪钞一批。四
名成员被捕，服装店店主潘炳玉
逃逸。

“日本宪兵队根据花名册‘按
图索骥’，大批‘铁团’成员被捕，先
后捕去于文甲、蔡佩章、马子依、陈
语今、万茂如等共100余人，后来连

‘铁团’济南地区和青岛地区主要负
责人毕复生、李景禹都被捕去。”
(“铁团”成员回忆录：《日特汉奸对
抗日铁血锄奸救国团的大搜捕》。作
者赵敬之、李景禹、潘炳玉、马节松，
整理崔力明)。

这些被捕的人，有的被折磨
致死，有的被杀害，有的被判刑。

“于文甲、蔡佩章、马子依、陈语
今、万茂如等5人被判处15年—20

年徒刑，被送往北京监狱执行，直
至日本投降后才被释放。”

日本特务对他们认为的要犯，
在无法捉住本人的情况下，竟将家
属捉去当人质。赵敬之的母亲、哥
哥、妻子都被抓去审讯。财务组长
荣福堂两个上中学的妹妹被抓，在
逼问无果的情况下，“竟惨无人道
地将烧红的铁棍刺入其阴道中，一
人被折磨致死，一人被逼疯”。

卢化西的家人和同乡被捕。
德聚昌成衣店是卢经常落脚之
地，店主卢成亮、卢成福兄弟二人
也未能幸免。卢成福仅穿着一件
夹袍和裤头，在狱中煎熬冬春三
个半月，出狱后身体极度虚弱。曾
为卢提供过掩护的尾源团洋服店
学徒卢化芳备受折磨而死。

日本特务这种灭绝人性的暴
行，更加激起未被逮捕的“铁团”
成员的愤怒，他们有的将只身外
出的日本宪兵暗暗投入井中，有
的则抓住日本特务装入麻袋，投
入黄河。

令人没想到的是，毕复生被
捕叛变，“铁团”损失惨重。梁鸣一
继任主任，赵敬之副之。后来，梁
鸣一、赵敬之、潘炳玉、张芹香等

“铁团”成员分别在益都、济南等
地被捕。张芹香在济南被杀害。主
要负责人叛变，致使“铁团”活动
无以为继，渐至销声匿迹。但他们
铁血锄奸的英雄事迹理应被后人
所铭记。

1938年3月5日，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山东省公署(1943年8月改为伪“山东省政府”)，任

命马良为省长。同日，马良及各厅长在济南就职，伪山东省政权正式开张。

为打击日寇，惩治汉奸，1938年夏，一群热血青年自发组建了“山东抗日铁血锄奸救

国团”。

▲ 20世纪40年代初伪山东省公署内景（资料片）。

▲ 驻守山东的所有日方高层与伪山东省省长唐仰杜(前排右四)合照
(于济南，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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