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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人 文 知 齐 鲁

1938年3月至4月，鲁南大地上发生了震惊中外
的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击溃侵华日军第
五、十两个精锐师团主力，歼灭日军一万余人。鲜为
人知的是，在当年这场恶战中，有多个战地服务团
如三十一师战地服务团、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四
川旅沪战地服务团青年军人服务部、第五战区文化
工作委员会等，都曾活跃在鲁南大地上，为台儿庄
会战取得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十一师战地服务团：

大炮轰炸下排演歌剧

1937年12月初，西安平津流亡同学会，应三十一
师师长池峰城的要求，组织国民革命军三十一师战
地服务团。团员大多是平津一带的流亡学生。

1938年3月中旬，三十一师受命集结台儿庄附
近。服务团随师部驻扎在台儿庄车站西北约1里的
村庄。队员们一到位就忙碌起来，印宣传材料，进行
战地动员，以讲演、唱抗战歌曲、演短剧等形式，激
发群众的爱国热情。自3月23日起，队员们在日军的
飞机、大炮轰炸下工作，很少休息。队长是北大学
生，他写的小歌剧《赶牛车》针砭时政，内容是男女
村民兴高采烈地赶着牛车把粮秣、弹药送上前线支
援抗日，剧情新颖，载歌载舞，于诙谐中表达了人们
对日军的鄙视、仇恨和我军民团结抗战的壮志豪
情。此剧上演后，博得军民的阵阵掌声，收到较好的
宣传鼓动效果。

为了及时将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作战的英勇事
迹向全国和国外报道，克服当时一些人的“亡国论”
和悲观情绪，三十一师战地服务团团员们抓住胜利
事实，写了多篇台儿庄大战的通讯，发往徐州。为了
扩大宣传面，服务团组织6人的先遣队到徐州，与新
闻记者、作家联系，组织他们到台儿庄采访。军法处
长、地下党员丁行还派作家蒋弼到武汉办了《战地
半月刊》，主要发表战地服务团团员的文章，兰荣棠
的《挥泪别徐州》、他与房焕章共同摘录翻译的在台
儿庄缴获的日兵日记《血泪斑斑的日记》，都曾发表
在当时的报纸上。

服务团团员大多是一些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
在丁行领导下，对池峰城及该师中下级军官做了大
量统战工作，交了许多朋友。1939年春，蒋介石意识
到该团有地下党员，下令解散该服务团，除3位同志
在丁行掩护下留下工作外，大部分团员撤回延安。

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

女儿出生起名“张台儿”

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成立于香港，中山大学
校长邹鲁的夫人梁定惠女士担任团长，在香港设立
办事处，在香港、九龙进行抗日宣传，举行义卖、义
演、捐款、捐募医药物品及慰劳品，许多爱国同胞亲
自抱着物品送到服务团办事处，有的侨胞青年则毅
然随同回国参战。

1938年3月，中山大学服务团在团长梁定惠的率
领下，携物品去前线慰问。此时，台儿庄正在激战，
胜利在望。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由武汉直奔徐州，
拜会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李宗仁见到
这些来自祖国南疆的大学生，十分高兴，要服务团
尽快赶赴台儿庄见证胜利的奇迹，以便把抗战实情
告诉南国的父老乡亲。

1938年4月9日，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乘军车来
到了台儿庄。在台儿庄，团员们被爱国官兵的英雄
事迹深深感动，即兴作诗。中山大学服务团成员张
克强的女儿在4月12日出生，为了纪念台儿庄大捷，
张克强便给女儿起名叫“张台儿”。他家乡的亲友知
晓了名字的来历，有时就不再叫她“张台儿”了，而
直接叫她“台儿庄”。

四川旅沪战地服务团：

炸掉南沙河大桥

川军广大将士为了民族存亡，毅然出川抗战，
日夜兼程奔赴抗日前线——— 滕县。为了支援前线，
1938年3月中旬，上海的四川同乡会组织战地服务团
来到枣庄，在枣庄吸收了部分中兴煤矿的矿工、学
生，直赴滕县进行慰问和战地服务。

服务团分3个组，即宣传组、谍察组和爆炸组。
宣传组成员，不畏山高路遥，往返于枣滕之间。即使
战斗最激烈之时，队员们也勇敢地活跃在前沿阵地
上。谍察组神出鬼没，他们密切配合，曾多次破获日
本侵略者的破坏活动。南沙河纵火、桃村投毒等重
大案件，皆为谍察组的杰作。爆炸组队员也相当出
色。为配合我军牵制日军兵力做了不少工作。南沙
河大桥是津浦路上的一座主要桥梁。日军利用装甲
车协同作战，我川军无强力炮火，难以阻止日军前
进。爆炸组便主动承担了炸桥任务，为迅速成功地
掐断敌人的运输大动脉献计出力。

台儿庄大战胜利后，鲁南特委以四川旅沪战地
服务团为基础，组成“抗日义勇军”。这是中国共产党
在鲁南地区最早的抗日武装随军人员组织，后来这
支队伍在峄枣一带为配合主力部队做了许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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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伏夜起独家治国学

著名学者张默生曾是吴秋辉的
学术弟子，他在《现代学术界怪杰》
一文中这样描写其师：“他的相貌生
得很古怪，是一个像干姜般的老头
儿。下颏上生着历历可数的几根髭
须，又粗又硬，一律向外挺着；只有
一只眼睛，而且特别小，但是锐利有
光，令人几乎不敢逼视。”

吴秋辉是科举考试的廪生，年
轻时考入山东师范学堂，之后考取
留日生，却因一只眼睛“有碍国际观
瞻”，被提学司取消录取资格。他自号
侘傺（chà chì）生，斋名侘傺轩。所
谓侘傺者，乃失意的样子。他住在济
南榜棚街9号的一座小楼上，昼伏夜
起，研究学术，穷数十年功力，在国学
上别树一帜。如其《周公封鲁考》一
篇，发前人之未发，认为周公始封，乃
在河南之鲁阳（鲁山之阳），绝非远地

（奄国）之曲阜。东征灭商践奄，子孙
始据奄而国之。此说，著名史学家傅
斯年极誉扬之；著名学者胡适亦将
其引为同道。

1922年10月，胡适来济参加教育
会议，曾请济南教育界人士吃饭，他
在日记中写道：“席后闲谈甚久；于丹
绂（明信）说，此间有一位吴秋辉先
生，说周公封于鲁，不是曲阜，乃是河
南的鲁山附近。他有金石可证。此说
与我相合，当访问此君一谈。”1924
年，胡适到济南讲《诗经》，动静颇大。
对《诗经》深有研究的吴秋辉得知后，
悄然来到胡适下榻的“津浦大旅馆”，
与其坦率交流。两个小时后，吴秋辉
辞出，胡适立即嘱旅馆订回程车票，
取消了演讲。个中原因不言而喻。

吴秋辉对《楚辞》也颇有研究，
他认为，《楚辞》上有许多字是讲不
通的，有许多字音是不能照汉以后
的音去读的。为正视听，他遂著《楚
辞正误》。上世纪二十年代，从事《诗
经》研究的有两派，一派是疑古派，
还有一派是《古史辨》派（用现代歌
谣内容与唱法来研究《诗经》），而吴
秋辉与顾颉刚是这两派的带头人。
后来，顾颉刚随燕京大学旅行团访
问山东，住济南齐鲁大学。他“夜观
齐鲁大学出版物，见有此间旧教员
吴秋辉先生（桂华）文字数篇，考古
书古史及古文字甚密，因录入笔记。

（张）维华告我，此人负才兀傲，坎坷
一生，于前几年病没矣。闻之怅然。”

（顾颉刚《辛未访古日记》）可见其惺
惺相惜之心。

《学文溯源》曲通梁任公

1922年，吴秋辉所著《学文溯源》
一书，由济南滋文石印局石印出版。
其书上溯三代古文字，穷本溯源，一
矫后世说文之弊。此书得到国学大师
梁启超（号任公）的青睐。1924年春夏
间，梁氏在北京师范大学讲学时，得
到一学生所赠《学文溯源》，“归而读
之，字字莫逆于心，欢喜踊跃，得未曾
有。”遂将吴秋辉视为“天涯知己”。他
正想寻访作者，却值妻子李蕙仙病
逝，家室纷乱之下，书亦不知去向。梁
启超每每引为憾事，“惘惘不怡匪朝
伊夕。”（《梁启超复吴秋辉书》）

1926年10月9日，在其学术弟子

栾调甫、张默生再三劝导下，吴秋辉
勉强答应给梁启超写信，谋求其《货
币源流考》《商代迁都考》等著作出
版之事。信由张默生代笔，主要述说
其治学经过。正在天津的梁启超收
到吴氏信函并附寄的《诗经通义》

《说易八卦分宫正缪》《古今文字正
变源流》等著作后，不由大喜过望，
立即复信曰：“奉书欣若晤对，先生
以为启超不知并世有先生其人，岂
知我之与先生心藏心写者，两年有
余。”在回顾与《学文溯源》的书缘之
后，又表示：“大作不可不亟谋全部
分公之天下，若剞劂之资，一时不
给，启超愿出全力负荷之。”信末
说：“且俟暑中休假，或南游，以图
良晤耳。”谁知还没到第二年暑假，
吴秋辉已遽归道山，两位学人的

“良晤”失之交臂。最终，因吴秋辉自
己的动摇而辜负了梁任公助其出版
著作的美意。是年冬，梁启超聘请吴
秋辉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
还派研究生兰文徵等二人来济促
驾。吴秋辉却因身体不佳，且不想去
讨人家的厌，终不肯去。

吴氏后人舍命护遗稿

1927年6月，穷困潦倒的吴秋辉
在济南西更道街寓所去世。临终前，
他将六女儿吴少辉叫到跟前说：“我
一生著作的精华还在脑子里没写出
来，你把我写好的稿子收起来，二十
年后再拿出来。十本《诗经通义》在
张默生学生处，现在张默生没在济
南，将来找他要回；还有《说鬼》数本
在泺口关友声学生处，记着要回。要
把稿子保存好，任何人买稿子都不
能卖。”

吴秋辉逝世后，其妻马氏带着
两个女儿吴玉峰、吴少辉回到故里
临清，把吴秋辉手稿妥善收藏。1937
年，抗战军兴，怀有身孕的吴少辉携
一个装有父亲手稿的铁皮箱，带着
两个孩子，随丈夫张乾一率领的临
清省立十一中师生流亡西北。敌机
轰炸，旅途艰辛，连生活必需用品都
不得不咬牙舍弃，可那视为生命的
手稿箱却寸步不离。几年颠沛流离
之后，他们定居西安，幼小的次子却
因饥寒交迫在途中夭折。当时，虽处
抗战時期，吴少辉夫妇也没断与重
庆出版部门联系，但因国家不安定，
出版遗著的事情一直未能如愿。

解放后，吴少辉和张乾一又与
多家出版社联系，均无着落。“文革”
中，吴秋辉的遗稿被红卫兵抄没，后
幸得发还。出于对前辈的亲情及社
会责任，吴少辉的儿子张树材，女儿
张东蕙、张东林及其二姐吴玉峰的
长女周永芳等也都参与进来，他们
还寻求并得到张政烺、邓广铭、任继
愈、王敦化等专家、学者的帮助。1982
年，吴氏家人联系上家乡的齐鲁书
社。1997年8月，定名为《侘傺轩文存》
的吴秋辉遗著问世。而吴氏的最主
要著作《侘傺轩说经》，亦经张树材
耗时多年抄录整理，由齐鲁书社在
2008年10月影印出版。2011年4月，国
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吴秋辉遗稿》
共五册，收入遗稿近三十种，涵盖了
经学、史学、文字学、音韵学、甲骨文
等多个领域，以及吴氏创作的诗文、
小说。三代人的心血，凝聚成不朽的
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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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秋辉（1877
～1927）是我国卓
越的历史学家、
语言文字学家，
被称为“现代学
术界怪杰”，2017
年是他140周年
诞辰。他出生于
山东临清，治学
于省城济南，以
阐明古代文史真
相为己任。尝曰：

“吾将在古代文
化史上开一新纪
元，而在学术史
上起一大革命。”
惜伟论至多，少
有人知；著作等
身，鲜有问世。他
英年早逝，其遗
稿尘封几十年后
方得出版。

左：吴秋辉先生；右：《吴秋辉遗稿》五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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