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唐地下党第一支武装红团团副靳光荣：

从从习习武武走走向向革革命命 见见证证新新中中国国成成立立
本报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靳军

“上阵父子兵”，在战火硝烟的时代，聊城的很多革命党人几乎
是全家投身革命，29日本报C04版报道的“小兵张嘎”的父亲——— 靳
光荣，也是一位革命党人，他参加过义和团，参与组建高唐的民间
革命组织“红门”，还参加过武装暴动，是高唐地下党第一支武装红
团的团副。

靳光荣，曾用名靳光龙，字闹海。
(1890年1月——— 1960年6月)，山东省高唐
县城北邵庄人，兄弟三人他排行老大，另
有姐妹三个。当时正值晚清民国初期，政
府腐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10岁那年
春天，因家中无粮，靳光荣外出逃生，一
路上遇见了许多不平之事，有官兵、歹徒
任意打骂穷苦百姓，有洋鬼子在城里横
行霸道，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虽然气
愤，但唯有忍气吞声。

时隔不久，老父亲又带靳光荣进城
逃荒，当走到高唐县城内钟楼前时，获知
是义和团正在广招拳民，在靳光荣的迫
切要求下，父亲为其报了名，开始在唐
南，杨顺天、王立言等人指导下学习义和
拳。不幸的是，在同反动势力战斗中，杨
顺天牺牲，王立言被俘后牺牲，练武场被
迫解散。靳光荣的第一次练武就这样被
迫中断。

1910年夏天，高唐突然来了场雹灾，
眼看就要收获的麦子倒了。为了家人的
生活，靳光荣开始走街串巷，为人磨刀。
在这个过程中他结交了不少患难朋友，
包括曾在一起学过义和拳的姜占甲。

民国八年5月，靳光荣去高唐县城，
正赶上小学爱国师生上街演讲，抵制日
货，支持“五·四”运动。这次演讲对靳光
荣触动很大，他回村后逢人便谈起。恰

好这时，姜占甲请靳光荣去助建“红
门”，组织高唐城北一带有志青年习武
强身，除暴安良。虽说“红门”是民间群
众团体，但他们深得民心，影响面不断
扩大，从开始的十几人最后发展到600
多人。这支队伍的壮大引起了反动势力
的注意，被他们视为眼中钉，时常受到
土匪骚扰。“红门”忍无可忍，一举粉碎
了两个土匪组织，赢得了当地百姓的赞
扬，同时也受到了当地地下党的高度重
视。

为壮大革命队伍，1927年，高唐县第
一个共产党员金谷兰按照地下党组织的
要求，特意到靳光荣家拜访。靳光荣和金
谷兰交谈甚欢，并把他介绍给姜占甲，金
谷兰也成了红门组织中的重要成员。加
入后，金谷兰积极向群众宣传和渗透党
的思想和主张。三月份，金谷兰根据党组
织的通知精神，为早日实现举行武装暴
动，向红门原首领姜占甲，靳光荣等提
出，将红门与金谷兰所组织的高唐县城
北谷官司屯村的农会400人合并，命名为

“红团”，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鲁
北特委直接领导指挥下的群众组织。特
委书记李春荣任红团书记，金谷兰任团
长，姜占甲、靳光荣任副团长，下设七个
独立武装大队，团员分布在高唐县城北
的25个自然村。

从练拳习武到走向革命

“红团”组建后，几位负责人作了
具体分工。靳光荣几乎昼夜坚守在团
部，只能抽空到家看看老人和孩子
们。在来回的途中，经常发生一些被
反动派、土匪袭击事件，大都被学过
一些武艺的靳光荣击退。

按照组织要求，他每天忙完正常
工作外，还带领团员深入到各村庄进
行革命宣传。从百姓、地主、富家中寻
找进步势力。当村地主靳宝仨接受了
靳光荣的宣传教育后，主动向红团捐
物捐粮。为了配合红团对外联络，他
还主动将自己家的大黑驴借给副团
长靳光荣用。

靳光荣坚持以身作则，严格要
求家人，积极把思想进步的有志青
年吸收到革命队伍中来。如当时被
红团命名为打虎勇士的第七独立大
队队长靳光禹就是他当家兄弟。他
年仅14岁的大儿子——— 靳文星也被
送入了红团。靳文星本人性格内向，
善于劳动助人，被人们称为少壮老
成的接班人。

1928年初，中共鲁北特委第二次
代表会在红团所在地谷官屯村召开。
会议初步拟定举行武装暴动的时间，

并动员民众捐资捐物。团长金谷兰率
先宣布自己卖地十八亩，将卖地收入
全部捐给红团，靳光荣接着也把自己
提前准备好的家人凑起来的138块大
洋捐献给红团。这次会议结束后不
久，靳光荣村的大地主靳宝仨也派人
给红团送来了粮食和银元。这时却突
然传来了本村恶霸地主李洪楼正在
谋划要杀害团长金谷兰，破坏红团组
织镇压革命的消息，最终处死了这位
恶霸。

1928年4月，鲁北党的地下组织
特委决定利用蒋介石北伐军未到来
之时，于5月4日举行武装暴动，建立
谷官屯苏维埃。不料行动被敌方侦
知，红团余部也遭到反动派追杀。

为确保金谷兰的人身安全，靳光
荣拖着受伤的身体，将金谷兰乔装后
送到安全区域。尽管敌对势力到处追
查，但仍没有得到准确消息。于是敌
人将怒气对准了靳光荣。他最后只得
一家人弃家外出，过上了流浪的日
子。高唐形势有所好转后，在大家的
帮助下，他们结束了流浪的日子，回
到了自己家中。随后传来了喜讯———
金谷兰出狱了。

从筹建农民武装到发动谷官屯暴动

1937年，日军在北京发动“七 .
七”芦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高唐后，
金谷兰也回到高唐，准备利用红团余
部再扩大一部分力量组建一支抗日
武装。对此，靳光荣全力支持金谷兰。
大约9月底，高唐大地第一支抗日武
装成立起来了，革命队伍活动在高唐
大地上。就在此时北来南下的日军越
来越多，有一天，一大批日军由高唐
北至恩城公路南侵高唐，进入高唐北
十里铺受阻。受阻的日军在几十辆装
甲车的掩护下向高唐城进犯，来势凶
猛，形势逼人。要袭击敌人首先要摸
清底细，在这关键时刻，金谷兰提出
让靳光荣完成这个任务。

1938年1月10日，大批日军再次
侵驻高唐县城，对高唐实施报复性打
击，几乎天天都能看到日军杀人放
火。特别是1月29日这天，由高唐城出

发南去的日军在南镇制造了一次残
杀无辜百姓80余人的大惨案。消息传
来后，金谷兰非常气愤，决定再扩大
武装力量，准备收编活动在金郝庄一
带的群众杂团组织。没想到金谷兰刚
到金郝庄，就被暗杀。消息传回来后，
靳光荣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拖着伤
残的身体临时进行了尸体安葬。

自从暴动失败后，靳光荣不间断
地为当年失去生命的战友们扫墓。
在高唐基本解放的1946年5月，他
率自己的后代和红团余部人员，协
助金家人重新将金谷兰尸骨安葬到
金家的农田中，在他生命最后一年
的春节，还带着自己的孙子徒步到
离他家五里外的谷官屯西门外的寨
墙下为李春荣等烈士扫墓。直到今
天，靳光荣的大孙子还记得当时扫
墓的情景。

从坚持抗日到全国解放

靳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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