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静

即将到来的2015年，全世界人民将迎来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将迎来
抗战胜利70周年，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纪念
节点。牢记历史，不忘国耻，缅怀先烈，面向
未来，将成为重大的纪念主题。为此，近期本
报与省民政厅正式启动了主题为“铭记历
史、缅怀先烈———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型
征文活动。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国以伤
亡3500万军民的巨大代价 ,取得了最后的胜
利。据史料记载,抗战中,“山东共有登记在册
烈士30 . 1万余人,其中抗日战争牺牲烈士8万
余人”。征文一经发出，征稿邮箱就陆续收到
省内外各地读者发来的文章，一篇篇热血文
字，打开了多少人的记忆闸门，一段段抗争
岁月，讲述着先烈们的铮铮铁骨。

今天，征文刊发的《抗日英雄张郁光的传
奇一生》，讲述的是出生在济南的抗战初期著
名华北抗战烈士张郁光的故事。作为上世纪30

年代的知名学者和教育家，他曾经意气风发地
教学、办学，使曲阜二师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欣
欣向荣，民主进步思想在那里蔚然成风，被誉
为“小莫斯科”。日寇入侵，文人书生亦有胆识，
他协助范筑先将军在聊城英勇抗战，最后数百
健儿全部殉国，年仅34岁的张郁光被日寇残
杀。“烽火漫漫鲁西北，雷霆震荡失英豪。”齐鲁
大地上，一定还有更多烈士的事迹不曾被人熟
知，我们期待着更多读者的参与，一起分享记
忆中最深厚最凝重的沉淀。

同样是回忆，B2版上的《80年前上海国货
旅行团在青岛》一文，更容易触动大家对上海
货的回忆吧。反正在我这个“70后”的脑海中，
小时候爸爸出差去上海买回来的东西，就跟现
在“海淘”的外国货一样时髦。上海，作为我国
轻工业最发达的地方，上海货就是一块“金字
招牌”，钻石牌、宝石花牌手表，永久牌、凤凰牌
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红灯牌收音机……无
一不是过去那个时代的骄傲。而再往前推移，
在上世纪30年代，就更不得了了，国货就是指
上海货，上海货遍布大江南北。所以，在曲海波
老师笔下，我们可以领略到上海货当时的受欢
迎程度，更令人开眼界的，是上海国货商人的
精明与超前。他们晓得“赠品促销”：购买“三
星”牌化妆品等满五角者，赠小号牙膏一支；他
们晓得“现场广告营销”：用“鸡球”牌药沫灭火
机在栈桥边现场灭火，颠覆了人们用水救火的
传统理念，难怪当时“参观者人山人海”、“购买
者排起长龙”了。经营，就需要创新，看来这是
不变的“真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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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见南子”案后就任曲

阜二师校长
张郁光(1904—1938)，原名张舒

义。少年时入济南制锦市小学，从学
于山东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鲁佛
民，接受了进步启蒙教育。1919年考
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今济南
一中）。192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数
学系。在校除孜孜钻求学业，还积极
参加革命斗争，曾参加过1926年李大
钊领导的“三一八”爱国运动并在斗
争中加入国民党。

不久，大革命狂飙骤起，志在救
国救民的张郁光毅然终止学业，投
笔从戎，于1927年南下广州，加入北
伐军，次年随军返鲁。不久，因鄙视
国民党党政军界的黑暗和国民党山
东省党部书记长张苇村的横霸龌
龊，愤然退出国民党党部转入教育
界，先后任北平山东中学、畿辅中学
教员，泰安山东省立三中校长。同年
10月，任山东省教育厅督学。

1929年，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
学校（简称曲阜二师）在中共地下党
影响下，爆发了震动中外的反帝反
封建的“子见南子”案。张郁光参与
调处，坚持进步，反对封建。1930年2

月，年仅25岁的张郁光抵古城曲阜，
就任二师校长。

张郁光的到来，使沉寂的曲阜
二师重又生机勃发。张郁光敏锐深
邃，办学有方，治校不久就成绩卓
著。他大力改革教学内容，添置大批
教学设备，亲自设计并监制建造了
寓意“劳工神圣”的“工”字形教学大
楼。更重要的是，他大力延聘进步教
师，支持学生开展进步活动，很快就
形成一支以共产党员和左翼教师为
核心的进步而有真才实学的教师队
伍，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这些教师
深受学生爱戴。其间，国民党曲阜县
党部要逮捕教师楚图南。张郁光知
道楚图南是共产党员，马上掩护并
资助他离校。

未几，二师又欣欣向荣。在周围
一片白色恐怖中，二师却是另一派
天地。爱国、民主、进步又成时尚。

曲阜二师积极抗日被誉

为“小莫斯科”
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

危亡迫在眉睫。张郁光大力支持师
生要求，积极协助党组织，建立抗日
团体，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活
动。1931年12月中旬，二师学生会又
联合鲁南七校组成一两千人的南下

请愿团，在兖州卧轨截车，赴南京国
民政府请愿抗日。二师的斗争，震动
鲁南，成为山东共产党活动的重要
阵地，被誉为“小莫斯科”。

二师高涨的革命气氛逐步被反
动势力瞩目和忌恨。曲阜、泗水、兖
州等数县国民党县党部联合向国民
党山东省政府控告张郁光窝藏、袒
护共产党等等，并将攻击传单四处
散贴。寒假前，张郁光突从济南其内
兄李澄之处获知省政府主席韩复榘
要搜捕二师共产党的消息，马上撤
离骨干，送走任白戈等教师，转移程
照轩等几名重要党员，连夜焚烧部
分“违禁”书刊，使敌人扑空。但省政
府旋即宣布将张郁光撤职查办。山
东省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迭次传
讯，他被迫离校躲藏。

反动当局的行径，使二师全体
师生极其愤慨，纷纷要求挽留张校
长。党支部组织了350人的“挽留张校
长赴省请愿团”，提出“不把张校长
挽留回来，不回学校”。然后在姚村
火车站卧轨截车赴济，向省政府提
出挽留张郁光、南下请愿抗日等要
求。不料，在省府大门前得到的却是
对张郁光通缉的消息。当即，一学生
飞跑至东关张郁光家报信，适张在
家，匆赴黄台火车站，经青岛逃亡日
本。请愿学生被韩复榘用铁甲列车
遣返曲阜。1932年5月，省政府下令通
缉张郁光。

壮烈牺牲，被誉为“华北

抗日三烈士”之一
张郁光在日本考入东京帝国大

学教育研究部，潜心研究教育科学。
1934年毕业回国，执教于北京师范大
学，任教育系讲师。此时，与进步教
授许德珩、张友渔等过从甚密，热心
于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一二九”运
动爆发后，参加中共北平市委领导
的“北平教师救国联合会”，并被选
为执委。1937年春，中共中央北方局
组织部长彭真召集平津各地救亡团
体党团负责人开会，成立“华北救国
联合会”，张郁光被选为执委。“七七
事变”后，张郁光以华北救国
联合会代表身份，利用他
在山东教育界的影响，
赴济南推动山东教育
界起来抗战。1938

年6月，张

郁光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前，1月，张郁光与大批党员

干部被党派往聊城，协助、推动国民
党爱国将领范筑先抗战。9月，陪同
范筑先将军出席中共中央北方局在
河北南宫召开的冀、鲁两省联席会
议，会见了朱瑞、陈菁玉、徐向前、杨
秀峰、宋任穷等同志，范筑先对抗战
充满了胜利信心。他说：我们政治有
郁光，军事有（袁）仲贤（建国后曾任
外交部副部长），写文章有（齐）燕铭

（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
理办公室主任等职），这就是我们的

“三杰”，何愁打不败日本！根据地广
大民众也到处传唱民谣：“范筑先，
范筑先，长胡子，飘胸前，日本鬼，大
汉奸，日日夜夜心胆寒！”“张郁光，
没有枪，良心抗战好主张。”

1938年11月12日，日寇114师团勾
结汉奸进攻聊城。张郁光协助范筑
先率部英勇抗敌。他本已率部突围
出城，后发现范筑先还在城内，又毫
不犹豫返回城内继续战斗。终因寡
不敌众，逐渐失利。张郁光与范筑先
指挥部队血战一昼夜。15日，城破，
范筑先与700位守城健儿全部英勇殉
国。张郁光等7人赤膊与敌巷战，坚
持到最后，被日寇残杀于状元街一
老百姓家，年仅34岁。同时殉国的还
有共产党员姚第鸿（范筑先秘书、政
治部副主任）。范筑先、张郁光、姚第
鸿牺牲后，受到全国人民的痛悼，被
誉为“华北抗日三烈士”，其殉国之
日被定为“华北抗战纪念日”。

1981年，笔者以曲阜师范校史编
写组名义函请山东省原副省长、时
任省政协副主席的余修同志为曲阜
师范学校建校80周年题词。余修同
志未题词而寄来抄赠诗一首，“六十
年前总角交，家君门墙君最俏。曾为
孔案震海内，正义凛然育新苗。芦沟
晓月战火燎，隐留敌后寄高韬。烽火
漫卷鲁西北，雷霆震荡失英豪。延水
当年传噩耗，遥望战云碧血抛。誓继
先烈未竟志，长征四化新目标。”

□赵吉胜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0年5月1日，
到如今已经34年了。前排自左至右
分别是付农华老师、张宝森老师和
徐风坡老师，后排左一是笔者。

34年前，经过两年的学习，我们就
要从无棣二中毕业了。想想即将离开
母校，离开可亲可敬、如师如友的老
师，心中有股难以言表的情愫。5月1日
这天，无棣县教育局组织人员到校为
我们拍毕业照，我们几个要好的学友
邀请老师，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1978年，“白卷”不再是英雄，从这
年开始（1977年还是考试加推荐），学生
要凭自己的真才实学才能考入高一级
的学校，我有幸赶上了头班车，成了无
棣二中十级三班的一名高中生。

当时无棣二中分高一、高二共6

个教学班。其中每个年级的一班是重
点班，其他班为普通班。虽然刚刚拨

乱反正，但学校的管理却很正规，现
在想来，这主要归功于校长穆云烟。
他是严师，批评学生切中要害，一针
见血。在政治老师请假的情况下，他
还当了我们几个月的政治课老师。

那时的学习不是很紧张，除了课
堂上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外，极少加
班加点。课外活动时间就到操场打篮
球、跳双杠，或者三五个好友结伴到
校外的林荫路上畅谈理想和未来。

当时的农村生活还十分艰苦，
上学时家长往往要给我们捎上几天
的干粮和咸菜。学校为我们准备的
主食是棒子面窝窝头，形状像钢管，
没有一粒豆，吃起来却香喷喷的。我
们住的是大通铺，冬天铺上一层麦
草，权作御寒之用。

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却自得其
乐，衣食无忧，感觉在二中学到的知
识远比初中时多得多。到了高二重
新分班，按成绩我被选到了一班，还

成了班上的“作文课代表”。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师范学

校毕业后，我也曾在讲坛上挥洒自
如，换来桃李芬芳，因此也就倍加怀
念那些老师们。

师恩如山。
如今，无棣二中也几经搬迁，迁

入了县城。最年轻的物理和数学老
师也该退休了吧？敬爱的老师，亲爱
的同学，你们还好吗？

济南市青龙桥西侧古城墙内，有一条著名小巷——— 按察司街，110年前，名
震华夏的抗日民族英雄张郁光将军就诞生在此巷的一个普通职员家庭。1938
年，张郁光被日寇残杀于聊城状元街一老百姓家，年仅34岁。范筑先、张郁光、姚
第鸿牺牲后，受到全国人民的痛悼，被誉为“华北抗日三烈士”，其殉国之日被定
为“华北抗战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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