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07绣江亭
2014年3月18日 星期二

编辑：武俊 美编：晓莉 组版：继红

今日章丘

快快枪枪““章章丘丘造造””史史话话

征
稿
启
事

为了给章丘广大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读者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今日章丘》特开辟《绣江亭》专版。《绣江亭》主主要包括“我拍我
秀”、“章丘地理”和“名人轶事”等栏目。其中，“我拍我秀”主要是为广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投稿图片可以是章丘的风
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有趣的或感人的场景；“章丘地理”主要是介绍章丘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古镇村落、山川河河流，以及和它们有关
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则主要是介绍章丘名人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故事。另外，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己创作的散文、诗歌
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登。投稿邮箱：qlwbjrzq@163 .com。

章丘自古铁匠多。有歌谣曰：“村村净是叮
当声，锤点压过寺庙钟；家家不用打鸣鸡，锤声
连连报五更。”章丘铁匠不仅多，而且出了许多
技艺精湛的能工巧匠。早在清光绪年间李朝贞
(埠村镇徘徊村人)打制的镰刀(人称徘徊镰)行销
于河北、内蒙古和东北各地，一时为全国“镰刀
之最”。据史料记载：清末，章丘境内即有步枪，
比“土压五”(即汉阳造步枪，原型是德国1888式
步枪，1896年生产)略晚一些。口述史料证实：民
国初，袁绍绪、袁绍年、袁福康等人锻制的土枪、
火铳之类的民用武器，享誉山东、河南、河北等
地。近代有文字史料记载：章丘铁匠最早手工制
造的快枪，始于1928年，由章丘名铁匠刘干臣制
造。后翟毓蔚部大量仿造，俗称“章丘造”。

□翟伯成

刘干臣最早手工制作快枪
历史上的铁作是与军工

分不开的，随着社会发展，“万
里横互羽林枪”等旧式刀矛己
被新式快枪取代。所谓快枪就
是步枪，是战争中基本的武
器，乃兵器之王。据史料记载：
章丘铁匠最早手工制作的快
枪，开始于1 9 2 8年。沂水县青
旗会总头领张恒远来章丘聘
请名铁匠刘干臣到他老家东
营庄 (今属沂南县 )兵工厂，督
造大刀、铁矛、快枪等武器，心
灵手巧的刘干臣等章丘铁匠，
在一没有图纸、二没有机械设
备的情况下，奇迹般地造出了
可以和兵工厂产品媲美的新
式快枪。为张恒远迅速壮大武
装，攻打 (国民党六区 )沂水县
警备队、攻占沙沟、高桥的国
民党据点，发挥了极为重要的
作用。

追溯历史，早在清末，章丘
境内就有铁匠能制造步枪，只
是没有详细的文字记载。光绪
元年(1875年)丁宝桢筹建了山
东机器局，他认为：“练兵必先
利器”，他经过慎重考虑，选在
泺口以东地势高亢地区设厂，
是因为“设厂内地，不为彼族所
觊觎，——— 加之附近章丘、长山
等县煤铁矿产素饶，民间久经
开采。”“那些著名的利器，如格

林、克虏伯各炮、林明敦、马氏
呢等枪，均可自行添造，不必购
自外洋。”(《山东巡抚丁宝桢奏
折清单》)当时兵工厂的燃料、
铁器大多来自章丘南部，一部
分章丘铁匠被征召入厂。在章
丘北部“叮叮当当的袁庄”，袁
氏家族就是一个铁匠世家，尤
其钢火(热处理)技术过硬，早期
以生产农具远近闻名，有“袁庄
板镢徘徊镰”之说。清末，袁氏
袁绍绪、袁绍年、袁福康、袁学
易等人开始锻制土枪、火铳之
类的守村护院和围猎之用的

“民用武器”。袁氏铁匠适应潮
流，开始打造快枪。

章丘铁匠最早为我军制造
武器见于记载的是抗战初期、
邹平县抗日游击队“特务营”
(由中共地下党员以国民党第
十专区专员梁建章的名义拉起
来的队伍)军需主任卓贡西，通
过关系从章丘聘请铁匠技师，
于一九三七年九月用轨道钢自
己造枪，一个月的时间就造出
了一百六十支长枪和四十五支
马步枪。铁匠们回县后又继续
研制成匣枪、橹子枪、手榴弹等
等。动乱时期，分散在各地的章
丘铁匠，在造快枪的基础上，又
造出了机关枪、迫击炮等，为民
族解放做出了贡献。

牛推枪厂成为抗日义勇军军工基地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章
丘境内出现了多派武装势力，
可谓硝烟弥漫，烽火连天。由中
共领导下的“章丘人民抗日救
国军”，负责人是李曼村、宋乐
生，主要活动在章丘东、南部山
区；张鸣九部系历城县兵痞，在
章丘西部流窜；土匪便衣队王
连仲在中南部，其兵工厂设在
前营、浅井，后来转移到三涧、
侯家、朱公权等地；高松坡部系
当地土顽，盘踞在普集、明水胶
济铁路两侧；程学通部，初为地
方武装，后被改编为国民党山
东抗日游击队第九十三大队，
盘踞胡山；李延熤盘踞锦屏山，
成立义务团，建起了造枪炉；以
翟毓蔚为首的抗日义勇军活动
在相公庄、章丘城一带。兵工厂
多设在章丘北部，以牛推官庄
为中心，分设周边各庄，总厂在
牛推官庄。牛推官庄铁匠较多，
占全村人口一半以上，不少铁
匠会打造步枪，加上南面袁庄
又有许多造枪高手，这一带成
为各股军事力量争夺的军事要
地。在牛推官庄，他们分工协

作，高士贵家中专搞“冷作”，钻
枪筒造栓皮；牛桃林家专设烘
炉，锻打各部件的毛坯；牛俊补
家中专管组装出成品，当时可
谓造枪工艺流程“一条龙”，环
环相扣。以翟毓蔚的造枪规
模最大，到1939年初，常
常有三十余盘烘炉同
时点火冒烟，铁匠最
多时达到一千零八
名。

牛推枪厂军械
处从1939年建立，到
1945年结束，6年间
共生产步枪 2万多
支，机枪3百余挺。
军械处下设四个枪
厂：机枪厂、七九步
枪厂、六五步枪厂和
捷克步枪厂。翟毓蔚
曾说：“他从二十来人
十几条枪起干事业，
发展到十个团三万军
众，在某种程度上是靠
家乡铁匠兄弟们的资
助。”概言之，翟毓蔚就是
靠章丘铁匠“起家”的。

任继述造出

第一挺转盘机枪
任继述何许人也？他是埠村南凤庄

人，自幼爱好工艺，凡家中有的器具，他
都细心观察，精心琢磨，是造枪有名的高
手。上世纪30年代，他被王连仲带到浅
井、前营枪械处，被封为兵工营营长。
1939年麦前，王连仲瞄上了日本鬼子驻
皋埠大桥的一个据点。在一个黑夜，他带
领部下袭击此据点，缴获了一挺转盘机
枪。王很是欣赏，当下对任继述说，你是
章丘名铁匠，能不能仿造一挺？任继述答
应，试试看。“他把缴获的日本转盘机枪
按部件一一拆卸，分别记好规格尺寸，然
后再作安装，反复数次，研究了两个月后，
一挺崭新的转盘机枪在章丘造了出来。此
枪采用导气式自动原理，闭锁片撑开式闭
锁方式，47发弹盘供弹，有效射程800米，可
连发射击。机枪造出后，当场试验，王连仲
手下的机枪手刘继续(浅井村人)摸过枪
托，瞄准一座老房子的小瓦连续射击，用
子弹从下到上一层层掀瓦。一盘射完再
换第二盘，枪筒爆热时，可进行更换，与
缴获的日本机枪丝毫不差，王连仲喜不
自禁，当即对造枪工人进行了嘉奖。

自1938年以后，章丘铁匠大部搭伙
为伍，投入军工生产，为正规部队和地方
武装生产兵器。桑园刘家章的手艺绝妙、
威望高，他组织起30多盘红炉，为章丘武
工队制造“五七”快抢、掷弹筒，仅一个月
的工夫便生产出160支“捷克式”快枪，45

支“马步枪”等；袁庄袁绍德资历老，人缘
好，他一人便召集了160余名铁匠师傅。
利用土方妙法，凭借手工人力，生产出

“挂牌撸子”(短枪)、转盘机枪……像这
样隐藏身份的军工铁匠，当时章丘有中、
小型团伙60余帮。为抗日、抗战胜利提供
了及时的援助和坚定的保障。

造枪名铁匠

“军工转民营”
解放后，技艺精湛的章丘铁匠，有的

进入工厂，有的加入铁艺合作社。曾是翟
毓蔚造枪处督察长的刘家章，1946年到
莱芜县修械所任技术员，后到重工业部
华东兵工局二厂任技术员，在修理枪支
和兵器方面做出了贡献。

任继述解放后去了关东，曾在沈阳
东盛韧铁工厂任八级锻工，后回乡创办
了南凤大队铁工厂。

袁绍绪、袁绍年、袁绍伦、袁福康等
袁氏铁匠，组织了铁业合作社。袁绍伦曾
在普集组织成立了章丘农具四厂，后他
们皆加入了章丘农具二厂，即后来的章
丘鼓风机厂。

如今，朱家峪正在恢复过去的造枪
处和铁匠铺，以还原那段“快枪”“章丘
造”的峥嵘岁月。

迫击炮

手持老式步枪的章丘县武工队。

铁匠铺雕塑

老式步枪

铁匠铺老照片

铁铁匠匠雕雕塑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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