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 抗 日 烽 火 中 主 办

《泰山时报》

《泰山时报》为三日刊，四
开四版的石印小报，每版可容
纳3000字左右。一版主要刊登
国内要闻和社论；二版刊载
本地区新闻，特别是抗日斗
争要闻；三版是国际新闻及
世界动态；四版为文艺专论
等。当时报头上印有“定价每
月三角”的价格，但实际上全
部免费。第一期报纸印发1000

余份，通过战时邮局逐级分
送到本地区各县委机关、区、
乡、村的党组织以及抗日武
装和团体。

《泰山时报》报社分为编辑
部、经理部、印刷部。编辑部负
责稿件的采写。经理部负责经
费的筹措、采购出版用的机械
和纸张、油墨，接送稿件，还承
担着战时邮局的工作。在当时
险恶的环境下，经理部的工作
难度最大。为此，战时邮局配有
7匹战马，确保两日内将出版的
报纸送往所辖七县各处；印刷
部负责排版、印刷以及印刷厂
的安全保卫工作。三个部门各
设一名主任，报社社长则由地
委委员、宣传部长高启云同志
兼任，由此可见当时的工作难
度和危险性是相当大的。

中共山东省委的机关报
《大众日报》创刊于1939年1月1

日。但是由于抗日根据地处在
日寇据点和伪顽军队的分割
包围之中，省委与各地区之间
的交通十分不便，尤其是泰莱
地区很难看到《大众日报》。因
此《泰山时报》于1939年10月10

日应时应运而生。《泰山时报》
编辑部配有无线电收报机，可
接收到延安新华社的电讯，可
以把国内外大事、党中央的号
召和指示传送给各抗日的县、
区、乡、村。

由于泰山地委机关地处
泰山山脉，有时为躲避日寇
的扫荡，常在山阴之处办公，
故收报机常常因信号不好而
不能全文抄录新华社电讯。
遇此，高部长就凭着平日积
累的对中央文件精神的准确
理解，不失电讯大意地亲自
抄录。高部长抗战前在济南
乡师读书时就才华横溢，常
给《中国农村》、上海的《文化
报》等进步报刊写评论文章
和散文等。

吉 山 战 斗 突 围 成

功，保留报纸火种
在1942年10月17日的吉山

战斗中，当非战斗人员在高部
长的带领下，离开刘白杨村到
达高白杨村东时，吉山方向传
来密集的枪声，听阵势敌人是
有备合围而来。报社编辑部和
地委电台部的同志都是非战
斗人员，为了保护电台和编辑
部机关，高部长缜密分析敌情
后，当机立断，毅然决定改变
原行军路线，从凤凰山下的曼
里村穿插至法山峪，爬上吉山
北面的潘家崖村。这时，枪声
逐渐停了下来。同志们都急着
下山去看看，但高部长认为下
山去无济于事，还是保护电台
和编辑部要紧。在不停地转移
中，他们来到了坐落在悬崖边
上的逯家岭村，又登上了卧铺
村东面的摩云岭。站在摩云岭
上，已经看到博山城的电灯亮
了。高部长说：“不知道上王庄
的印刷厂怎么样了，我们到那
里看看情况吧。”于是，一行十
几人摸黑下山来到上王庄，幸
好印刷厂完好无损。在吉山战
斗中，编辑部遭受惨重损失。
跟随汪洋政委（时任泰山地委

书记 兼 军 分 区 政
委）主力先行的资深编
辑李爱文、李新华、腾振戈、郝
克昌及年仅17岁的誊写员孟华
全部壮烈牺牲。跟随高启云部
长突围的编辑部主任宫达非、
编辑董彩、记者方正、誊写员
查仲谦幸免于难。就是这几个
人日后成为《泰山时报》的核
心骨干成员，担负起泰山区党
报宣传的重任，继续编辑出
报，直至终刊。由于高启云部
长的多谋善断，英明果敢，才
保留下《泰山时报》的火种，保
留了泰山区党报宣传的基本
力量。

吉山战斗结束后的第二
天上午，高部长组织茶叶区
的党政干部与群众，将烈士
们的遗体掩埋。每座坟墓前
大都竖起一块木牌，上书烈
士的姓名。高部长抚摸着木
牌心如刀割，痛哭失声。

1944年7月，《泰山时

报》完成使命停刊
1944年，山东根据地的抗

战形势逐渐好转，敌人对根据
地的封锁愈显乏力。省委与各
地区的交通开始顺畅起来。在
泰莱地区可以看到三日前出

版的《大众日报》了。在这种情
况下，泰山地委报上级批准，
要求停办《泰山时报》。这份在
山东抗日根据地内，唯一的一
份由中共地区级组织创办的
党报，在历经五年艰苦卓绝的
刊行岁月之后，于1944年7月印
出了自己的《终结号》，完成

了其光荣的历史使命。
编辑部和印刷部的大
部分人员编入《大
众日报》社，部分
进 入 地 委 宣 传
部。经理部人员
大都具有丰富的
对敌斗争经验，
他们继续为民
族解放事业做
着重要的工作。

《泰山时报》
刊行五年间，高部

长在莱北茶叶区这
块热土上度过了近

三年的时光，其中大部
分时间就活动于茶叶区的

青山绿水之间。吉山战斗后，
高部长指示报社编辑部改变
原来跟随地委行动的路子，
采取机动灵活的方式，穿行
于茶叶镇的村村寨寨与地委
所在地之间，下法山村、中法
山村、上法山村、卧铺村、逯
家岭村、上王庄村都曾是报
社编辑部的常驻之地。重要
的是在这里我党有着深厚的
群众基础，茶叶区人民自觉
而有组织地站岗、放哨、传递
消息，提供食宿，甚至不惜牺
牲生命。茶叶区人民为抗战、
为《泰山时报》的顺利刊行与
高部长一样做出了重大贡
献。

当时，泰山区的抗日宣
传工作就受到了上级的表
扬，时任山东分局宣传部长、
省战时工作推进委员会秘书
长的李竹如同志，在省宣传
联席会议上指出：“应该表扬
的是泰山区的工作，对党员
的教育比较普遍细致。《泰山
时报》进步迅速，材料充实，
编辑活泼，印刷亦颇精美，为
地方报纸中最好的一份。”

（本文作者系中共莱芜市莱
城区茶业口镇党委书记）

□李文汇

高启云与抗战期间的《泰山时报》

1942年4月，由于日寇对泰山地区的拉网式扫荡，莱芜县北部茶叶区地处莱芜、章
丘、淄博三地交界处，群山环绕，山林密布，故泰山地委与军分区机关进驻茶叶区办公，
在此可进可退，便于机动。自此，时任泰山地委委员宣传部长的高启云同志（1914－
1988），在茶叶区度过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除搞好党的抗日工作宣传，发动群众参加
抗战外，最主要的任务是负责指导其参与创刊的《泰山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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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很多人还都记得，前
几年市场上曾一度流行“无烟
锅”,说它是采用含磁化分子的
航天特种陶瓷合金一次精铸
成型技术，从根本上杜绝了油
烟的产生。但最后事实证明，
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虽然用
航天特种陶瓷合金做锅的没
有，但用飞机做碗的事，早在
抗日战争时期就曾发生过。

快30年前，我刚从军校毕
业，去一位朋友家里。他用一
个玻璃杯给我倒了水，自己用
的却是一个铝碗。见我有些不
解，他说这碗是他家的宝贝，
现在花再多的钱也买不到，是
用日本飞机材料做的。

当时我还以为他是同我
开玩笑，直到后来他结婚时我
见到他父亲，才知道这事是真
的。打架飞机做碗用，也只有
我们八路军有这样的气魄。

1943年，刚由八路军山东
纵队五支队三团二营精简为
东海独立团的二营，在结束了
1942年冬季反拉网扫荡后，又
奉命在荣成打游击，经常活动
在崖头一带。盘踞在荣成的日
军几近困守孤岛，企图挽回处
处挨打的败局，就请求飞机对
我抗日根据地狂轰滥炸。

4月22日这天，两架日本
飞机欺负我们武器不行，在崖
头进行超低空轰炸，甚是猖
狂。东海独立团二营五连指战
员忍无可忍，就用机枪、步枪
予以还击。一架敌机还真被我
军打落一块铁片，并当即仓惶
而逃。估计敌人不会善罢甘
休，极有可能再来报复，于是
连里就召开了“诸葛亮会”，总
结这次对空作战的经验教训，
研究应对措施，讨论怎么个打
法，才能更好、更狠地打击敌

人。最后决定，组织几个射击
组，据点防守，并将机枪绑在
崖头村北庙里的大银杏树的
主枝上，既便于掩蔽，出敌不
意，又能增加机枪的射高。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上
午，一架敌机从东南方向直扑
过来，并在崖头村上空进行轰
炸。当敌机低空俯冲轰炸时，
我各射击组同时瞄准射击，敌
机中弹爆炸，敌机当场就摔了
下来，三名机组人员也全部上
了西天。

这次对空作战，我军缴获
机枪筒和转盘各一个，探照灯
一个，测量镜一副，大型炸弹、
毒瓦斯弹各两枚，以及电报密
本、日记等文件一宗。同时，从
缴获的文件和破碎的机身上
查出，被击落的这架轰炸机是
敌第三潜质支舰队青岛空军
部队337号。

听到八路军击落日本飞
机的消息，当地群众无不欢欣
鼓舞，奔走相告，崖头附近几
个村庄的乡亲，冒着敌人随时
都有可能再派飞机进行报复
的风险，都过来看热闹。

由于那时各种金属都十
分稀缺，兵工厂的同志就废物
再用，将机体残骸化铸成了七
百多个铝碗，发给了东海独立
团的战士，大家都当成了稀罕
物，这才有了打架飞机做碗用
的说法。

据有关史料记载，在8年
抗战中，八路军在一没有空
军，二没有高射炮、高射机枪
等对空作战武器的情况下，共
击落敌机51架。1943年在崖头
击落的这架敌机，是我抗日军
民当年击落的8架敌机之一，
也是在胶东地区被击落的第
一架日本飞机。

□李炳来 打架飞机做碗用
【齐鲁英雄谱】

上大学时看《水浒传》,常常有一种激
愤，梁山为什么不再跟朝廷斗下去，并且特
别讨厌宋江，对他接受招安有几分无奈与
不满。宋江为什么要接受“招安”呢，招安就
意味着投降啊!当时没有细致地思考，只是
觉得像李逵说的那样杀到东京夺了鸟位才
心里敞亮。

宋江一心招安，在多数人看来不可理
喻。其实这是不了解宋江的苦处，他是一个
受儒家影响比较大的文人，从骨子里是忠
君的，他也有野心，想成为一方大员，他把
梁山军队作为他实现野心的砝码。但是军
队是需要吃饭的，粮食是第一位的，但是梁
山在发展的过程中，忽视了粮食的生产，最
后为了活命只能选择招安。

梁山处于梁山泊中，没有耕地。王伦时
期以抢劫为生，是典型的土匪时期。晁盖、
宋江都是奉行的流寇主义，没有像田虎、方
腊建立根据地或游击区，不从事粮食、渔牧
等生产劳动。梁山集团唯一的收入就是抢
劫，应付一段时间后，就去打仗抢劫，为喽
啰们提供衣食保障。

王伦时期，梁山不足700人，山寨最
重要的经济指标就是月耗粮食量，每人的
花销折算成粮食计算，平均每人每天最低
耗粮一斤，月耗食量为700×1×30=21000

斤。当时梁山泊摊子不大、人员不多，吃饭
没有问题，还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搞了基
础设施建设，建起了山寨，修筑了聚义厅和
耳房。

晁盖上山带来了10万生辰纲，梁山的
人数没有大的变化，经济状况有了根本好
转，晁盖又做了三件大事：修理山寨、打造
军器、安排船只教水手上船厮杀。晁盖只取
金帛财物，不伤害客商性命，将打劫所得的
财物平均分为公私两部分：一半用于山寨
的公共事务，赏赐有功喽啰，花钱贿赂官府
官吏、接山寨大头领的家小上山居住生活。
而余下的一半财物，又平均分成两半，1/4

由十一位有交椅的大头领均分；另外的1/4

则由其余的七八百号喽啰平均分配。此时
是梁山和谐发展的黄金时期，持续了2年左
右。即使是花荣、秦明等好汉上山后，梁山
吃饭也没有出现问题。

江州劫法场，宋江上梁山后坐了第二
把交椅，梁山的人数激增，领导不得不为手
下吃饭奔波，本来晁盖不赞成攻打祝家庄，
宋江以“即日山寨人马数多，钱粮缺少”为
理由，晁盖就不好说什么，可见梁山严重缺
粮。从宋江的言语中能推测出梁山攻打祝
家庄时的大体人数，宋江推测若打得此庄，
倒有三五年粮食。打下祝家庄以后，梁山将
士把“祝家庄多余粮米，尽数装载上车；金
银财赋，犒赏三军众将；其余牛羊骡马等
物，将去山中支用。打破祝家庄，得粮五十
万石”。在宋朝，1石约有76公斤，那么，打破
祝家庄梁山得粮有7600万斤！以梁山人马
吃三年计算，假设每人每天吃1斤，梁山人
马将近8000人。当时梁山出动6600人马攻
打祝家庄，占军队总数的80%以上。

宋江入主梁山第一把交椅后，盲目扩
大规模，二龙山、少华山、桃花山、白虎山、
芒砀山，有的三五百人，有的七八百人，芒
砀山则有三千之众。特别是呼延灼、关胜的
入伙，让梁山补足了军械，军队的战斗力有
了提高，梁山攻打曾头市出动军队近2万
人。但随着投降军的大量增加，梁山人马达
到3万人以上，却陷入了没有隔夜粮的困
境，梁山集团只好下山借粮，先后攻打了高
唐州、青州、东平府、东昌府和北京大名府，
每次破城，梁山都打开仓廒，将粮米装载上
车，运往梁山泊贮用。

宋江、卢俊义清楚地知道，梁山的实力
无法夺取大宋江山，长期作山贼草寇又没
有经济基础，无法养活大批人马，梁山的现
实出路只有两条，一是没有吃喝自行解体，
二是接受朝廷招安。解体不符合宋江实现
野心的需要，那只有一条路可走——— 招安，
宋江竖起“替天行道”的大旗，亲自去东京
寻求招安路子，终于得到了朝廷的回应，最
后众人随宋江接受招安，归属朝廷，当下辞
去的也有三五千人，可见招安符合梁山的
大局利益，实现了梁山好汉招安做官的人
生价值。但由于宋江想凭借梁山军队和朝
廷谋取更大利益，不按照朝廷分散安置的
办法办理，以回梁山为要挟，妄图保持梁山
的原建制，受到了朝廷的猜疑，受到不公正
的待遇，最后以悲剧的色彩落下了梁山事
业的帷幕。

宋江为什么

最后选择招安
□刘传录

抗战时期的高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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