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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轰！……”随着一连串惊天
动地的巨响，顿时血肉横飞，瓦砾遍地，
许多房屋被夷为平地。这就是66年前发
生在青岛的大爆炸。时间：1948年3月9日
上午11点多。地点：商河路秘密军火库。
这是青岛历史上最大的军火库爆炸案，
文史专家王铎在《青岛掌故》一书中有这
样的记载：“直接受灾户竟达1007户，倒
塌房屋2000余间，当场死亡90多人，重伤
92人，轻伤236人，其余灾民无法统计。”

军火可以武装两个步兵师

对于商河路的地理方位，许多人并
不清楚。不过，这里有个地标性建筑：大港
火车站。军火库位于商河路29号(一说37

号)，在大港站以东约百米左右。军火库
内，有抗战胜利后日本的剩余军火，还有
国民党第八军进驻青岛时的调拨物资。据
说，这里的军火可以武装两个步兵师。

这座军火库是国民党青岛第三军火
库，归李弥部队所有。李弥(1902—1973)，
云南腾冲人，黄埔四期毕业生，时任国民
党第八军军长。大爆炸这天，李弥升任第
一绥靖区副司令长官，第十一绥靖区司
令兼青岛警备司令丁治磐为之庆贺。李
弥在青岛咖啡店 (今青岛饭店 )大宴宾
客。剧烈爆炸打破了宴会喜庆的气氛。李
弥大惊失色。不多时，宴会草草收场。

青岛市人心惶惶，谣言纷传。有的说
共产党打进来了，有的说苏联飞机来轰炸
美国军营了。而国民党市政当局对外的解
释是，这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所为。

军火库主任监守自盗

爆炸发生后，青岛码头一对男女正在
焦急地等待，因为轮船马上就要启程，没
想到却等来了捉拿他们的士兵。不过，这
两人不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男的叫刘
子辉(一说刘应辉)，是这座军火库的留守
主任，一天前刚刚卸任，女的是他老婆。

接替刘子辉的是他的老相识、第八军
独立旅军官李贵。这次人事变动乃李弥所
为。因为李弥风闻刘子辉手脚不干净。的
确，刘子辉吃喝嫖赌，尤喜抽大烟，要满足
这些欲望，光靠那点津贴根本不够，于是
他找到一个发财的路子：倒卖军火。

所有交易都是在海上完成。据青岛
文史专家王铎介绍：“当时他们主要有三
条路线，第一条是从大港(或小港)出发，
经胶州湾、大沽河往外运输；第二条是从
大港(或小港)出发到海西(今黄岛沿岸)

进行运输；第三条则是通过胶州湾外海
直接到烟台等地。之所以走海路，是因为
陆地上既有解放区又有国民党占领的区
域，可能随时被发现。”

刘子辉也不是什么军火都敢倒卖，他
主要卖一些轻武器，重型武器目标太大，
容易暴露。“至1948年3月初，刘子辉已将军
火库中的所有军服、轻便枪支、弹药倒卖
一空，剩余的全是重型炮弹和炸药等。”

此事被李弥察觉，于是安排李贵前
来接替。3月8日，李贵由烟台来青岛，与
刘子辉办理交接，刘子辉当即将钥匙交
给了李贵，并约定第二天上午8点，一起
到军火库清点货物。

急于潜逃，却因忘带船票落网

刘子辉回去和老婆一商量，怕事情
败露，当即买了第二天去上海的船票。9

日一大早，刘子辉对李贵说，自己有些东
西忘在仓库里了，李贵没有任何怀疑，就
把钥匙交给了他。刘子辉交回钥匙，走后
没多久，惊天动地的大爆炸就发生了。谁
也没想到，刘子辉在军火库里安置了定
时炸弹。

如果不是一时疏忽，刘子辉可能真
的逃走了。事情偏偏就是这么凑巧，因走
得太急，他把船票忘带了。刘子辉急忙派
勤务兵去取，正撞上前来捉拿他的独立
团第一营营长张其先。就这样，刘子辉落
入法网，不久被押赴烟台枪决。

监守自盗的刘子辉得到了应有的惩
罚，却害苦了周边死伤惨重的居民。为了
赈济灾民，当时在青岛很有影响的“欢声
国剧研究社”曾组织京剧票社举办“救灾
义演”7天。由于军火库周围民房全被炸
毁，当局在四方建了一个新村，用以安置
灾民，于是也就有了“炸了军火库，有了
建国村”的说法。

66年前，

青岛军火库惊天大爆炸
□于建勇

【口述城事】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党政
军领导中心在鲁中的沂南，约
三年多。1941年底至1942年初
移向滨海的临沭与莒南，三年
半。罗荣桓和115师在沂南，住
的时间较久的地方是留田。在
滨海，住的时间较长的是莒南
十字路附近的石泉湖和东、西
良店。我的老岳父曾经常说起
当年民兵守卫一些老首长的
故事，那时他是民兵队长，后
任支部书记。1945年8月省战工
会更名省政府后，都一齐移到
大店村内，直到鬼子投降后的
9月去临沂。

日本鬼子从1939年起，就
重点“扫荡”沂蒙山，其中1941

年和1942年最凶。1941年，侵华
日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指挥
五万多人，对沂蒙山根据地实
行“铁壁合围”；1942年，侵华
日军华北总司令冈村宁次指
挥二至三万人，搞“拉网扫
荡”。这两次“扫荡”，都十分残
酷，我们的损失也大。1942年
是沂蒙山根据地最困难时期。
还剩“东西一条线，南北十里
宽”，被形容为“一枪能打透”
那样一点地方。

1941年11月3日夜，蒙阴的
鬼子四百余，不走村庄走野
坡，长途偷袭马牧池山东纵队

司令部，半道上被兴旺庄民兵
发现了。民兵以为全是汉奸，
挡住打了三个小时，鬼子以为
遇上了蒙山支队，也认真地和
民兵打。此时住这村的山纵通
讯员公茂和急去司令部报了
信，鬼子蒙蒙亮包围时，司令
部人员已基本转移出去。只是
到了第一个集合点西北的归
山，遇上了鬼子埋伏，当改向
东北黄山子第二个集合点，又
遇上了鬼子的埋伏。

11月5日夜，几股鬼子向
留田115师驻地包围。罗荣桓
在驻地召开了一个紧急会
议，说事不宜迟，今夜一定突
围出去。向哪突？向北，那里是
国民党地盘，刚发生过摩擦；向
西？那里敌人已有了里三层外
三层；向东？敌人估计我们会突
围向滨海，是他们的重点防守
地带。向南突，向鲁南，那里是
敌人的后方，兵力空虚，倒可能
是安全地带。决定了，便率师部
机关与部队二千余人，悄悄过
汶河，沿河边山脚，巧妙地通过
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一枪
未放，一人未失，突到了费东
县的汪沟一带。在那里住了
一段，月底决定一部分精兵
打回根据地，不让包围留田
扑空的敌人久久摧残百姓。

罗荣桓与代师长陈光领一部
分精兵，去打绿云山，拔除刚
安在那里的据点。师机关人
员与山东分局及抗大一分校
等，转移向大青山。罗嘱咐他
们要向大青山以东，在临蒙
公路两边，看见西有敌人往东
去，东有敌人向西回，我们打
绿云山回来正好接应。他们派
人探好大青山里边没有敌人，
便向了山里。不料敌人正埋伏
在那里。他们接着向西南突
围，又恰是敌人重兵所在。这
次突围损失大，战工会秘书
长陈明、刚写过《无声的战
斗》的国际友人希伯以及姊
妹剧团团长辛锐等，都
在那次突围中牺牲。

罗荣桓与全部突围
出去的人员，在天宝山
一带停了停，便决定一
齐转向滨海。要越过沂、
沭两道河和临沂到沂水、临
沂到莒县两条公路，大家一
批批走。罗帅是一个骑兵班
护送。我采访了曾给罗帅当
过勤务员的王汇川老友。汇
川说，罗帅他们这一拨，在走
到临沂北面的时候，望见东
面远处来了大股敌人。他们
连忙换上缴获的鬼子服装，
有两件呢子大衣，罗荣桓穿上

了一件。然后从容地向西，又
往南，再往东，绕过了大股敌
人。敌人远远望见他们，没有
异样反应，可能以为是自己
人，各有各的任务，各走各的
路。罗帅他们就这样从鬼子的
眼皮子底下，安全地通过了。

1942年鬼子“扫荡”沂蒙
山，头目冈村宁次鬼点子多，
让特务在济南放风说将“扫
荡滨海”，这情况被我们的地
下工作者获知。敌人又二次
放风，我们的情报又二次传
到滨海。住甲子山附近的山
东地方党政领导带领大队人
马转移向沂蒙山，结果陷到

了敌人拉网扫荡的网
里。当时罗帅想，敌人

“扫荡”从来没有预先通
知，这次一再通知，蹊
跷，他和115师领导机关
原地未动，结果平安无

事。
1943年，住在莒南一个

山村的罗帅得了尿血症，听
说江淮有个泌尿科专家，便
决定去那里医治。罗躺在担
架上，指挥着又巧妙地通过
了敌人三道封锁线，最后一
道是大运河的陈道口，顺利
去了陇海路以南，治好了病，
又连忙返了回来。

□苗得雨

从沂蒙山到滨海
——— 罗荣桓和115师在山东抗战的岁月

【忆海拾珠】

荣成将军王宝山

据民国时期的《荣成县
志》(手抄本)记载：“王宝山，
字耀崑。貌魁梧，有干略，幼
隶军籍。甲午中日之战有功，
补千总。入民国，擢任安武军
统领。时江淮间盗氛方炽，调
防定远淮河间剿抚兼施恩威
并用，防区得以安谧。加陆军
中将衔，简任将军府将军。”

从笔者对成山镇十几位
8 0岁以上老人的采访中得
知：王宝山，1867年生于山东
荣成市港西镇芹夼村一个普
通农民家庭。据成山二村94

岁的田喜麟老人讲，听老人
说，王宝山到北京后，刚开始
在一家烤鸭店当伙计。后来，
为了当兵吃粮当了北洋海
军。

王宝山当练勇后，听从
指挥，训练刻苦在官兵中口
碑好，很快升为“千总”。在甲
午海战的一次战斗中，我方
军旗不幸被炮弹打掉，敌舰
人员蜂拥而上，在这千钧一
发时刻，王宝山不顾生死，冒
死保住了军旗，挽救了军舰
和舰上官兵，战斗结束后受
重奖，并晋升为清军的“把
总”(相当清朝六品官)。

进入民国后，他升任安
武军统领。当时，江淮、定远
一带战事频起，民不聊生。
王宝山奉命率部剿灭盗贼，
维护社会治安。到任后由于
他身先士卒，深入防地，体
察民情，恩威相施，平定了
江淮地区的叛乱，保住了江
淮一带的社会安宁。他军政
在先平乱治理有功，被擢升
陆 军 中 将 。此 后 因 安 民 功
高，享誉当时，在军中功高
德隆，被选为京城将军府将
军。

参加黄海海战的刘

中福
1881年，清政府派丁汝

昌统领北洋海军，将威海作
为北洋海军舰只屯泊之所。
就在这个时候，北洋海军开
始从威海、荣成沿海一带招
募练勇。

刘中福1867年出生，荣
成市成山镇黄埠山前村人。
他到北洋海军当兵，应当在
1887年(光绪十三年)威海海
防工程全面展开以前。甲午
战争的第一仗是在黑驴岛以
北的黄海海战。在黄海海战
中，刘中福所在的“定远”舰
表现尤为出色。“定远”舰受
弹伤 1 5 9处，但将士毫不畏
惧，果敢沉着，坚决抗击。甲
板中弹起火，烈焰汹腾。舰上
官兵一面救火，一面抵敌，终
将大火扑灭。在“定远”舰同
日本军舰的战斗当中，刘中
福掉入大海，所幸抱住一块
船板，在大海中漂浮，后在旭
口海岸被人救起。

关于中福落水得救，当
时还流传一个故事：中福落
水后，海天茫茫，一片阴冷，

他的水性有限，开始一段还能
轻松游动，可是在海浪中折腾
了一个时辰后，便逐渐感到力
不从心，难以坚持。可就在这
紧要关头，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感到身子下面有什么东西
托着他，不再用力划水，身子
就能稳当地浮了起来，大半夜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天
刚蒙蒙亮，就可以看到海南边
的山和房子。这时，他又不知
不觉地踩到了海底的泥沙。于
是他鼓起了全身的力气，向海
边那个村子跑去，发现竟到了
自己媳妇的老家——— 港西旭
口村。

黄海海战遇险得救后，
中福回到了家乡，一心一意
生产劳动。他不一定知道，自
己参加的这场大战对于中国
命运发生的巨大影响。

来远舰文案李申之

李申之，字锡亭，(1878—
1961)，山东省荣成市成山镇
马山蔡家庄人。李申之志存
高远，去北洋海军当了水兵，
经学习后分配到“来远”舰任
文案。

李申之在舰上与驾驶二

副谢葆璋 (著名女作家冰心
的父亲)志趣相投，结下深厚
友谊。甲午战争后，为培养海
军人才，1902年清廷在烟台
嵩武军左营旧址设立海军练
营。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又在嵩武军右营旧址兴建校
舍，由谢葆璋负责筹建，并于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完工，
改称烟台海军学堂。李申之
于1906年参加烟台海军学堂
第三届驾驶班的学习。

在校学习期间，李申之
以其卓越的才能，深得海军
提督兼学堂筹办萨镇冰和谢
葆璋的赏识。于光绪三十四
年(1908年)担任海军协教官，
1914年又升任烟台海军学校
正教官。1915年调至交通部
吴淞商船学校任学监。在民
国早期海军教学及回归故里
后，他秉持教育救国理念，大
力兴办地方教育。1958年长
春电影制片厂《甲午风云》剧
组来荣成成山镇拍摄外景，
李申之利用曾在来远舰服役
熟悉北洋海军生活战斗情况
的条件，义务为剧组绘制清
朝的龙旗和北洋海军军旗以
及水军官兵的武器、衣服与
装饰等。

□李继发

甲午参战的荣成三将士

荣成将军县(市)，享誉海内外。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中日甲午海战中，荣成也有
诸多将士参与其中：在甲午海战中对日作战立功被晋升为“把总”，民国时期又因军
功擢升陆军中将的王宝山；荣成成山镇黄埠山前村在黄海海战中英勇作战的刘中
福；北洋海军来远舰文案李申之。

李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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