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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宅岁月》
——李陶 摄

伫立赵德林的墓碑前
思绪澎湃

静静的墓碑
向我述说着

赵德林抗日的故事

我仿佛听到
鲁南抗日的子弹

从头顶飞驰而过的声响
直穿敌人的心脏

马景佩区长
与敌寇巧周旋

避难赵德林的家里
赵德林的家属

巧妙的伪装秫秸
淡定的把手枪

掖在晒玉米的簸箕中
凶狠的敌人
再审三不知

保护了抗日区长

交通员赵德林
进敌区
穿叠嶂

一次次的搜集传递情报
与敌展开长期的斗争

让敌人闻风丧胆
被叛徒告密

肝胆热血撒鲁南
赵德林浩气长存

永远铭刻在活人心中
（作者系枣庄市作家协会会员）

墓碑前思绪
○侯敬方

□艾里香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当年的抗
战早已离我们远去，但战场上留下的一封
封家书，却成为历史永远的见证。今天，重
读抗战先辈的绝笔家书，依然能读到对侵
略者的满腔怒火，对亲人的无尽思念，对国
家、民族的赤诚之心。

抗日名将吉鸿昌，1934 年牺牲前以手
指为笔，在刑场上写下浩然正气的绝命诗：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走上刑
场前的几小时，吉鸿昌还为妻子写下绝笔
信：“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
死，我死您不必过悲伤，因还有儿女得您照
应。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作教养子
女等用。”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妻子、儿女深
深的关爱之情。

抗战将领左权，牺牲前三天写给妻子
的信中，不但谈论战争形势，揭露日本侵略
者的暴行，而且字里行间饱含着他对妻子
和女儿的牵挂。“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

得很多事了，她在保育院情形如何？你是否能经常去看她？来信
时希多报道太北的一切。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
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
时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这封满载

着骨肉亲情的家书，至今读来感人至深。
革命烈士赵一曼，在牺牲前写给儿子一封催人泪下的遗书。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
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能
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九一八事变后，赵一
曼被党组织派往东北进行抗战工作。1935年11月，在与日军作
战中，赵一曼负伤被俘。日军屡屡动用酷刑逼供，赵一曼仍坚贞
不屈。在英勇就义前，赵一曼留下了这封遗书，其文亲真意切，感
天动地。

第七战区长官部参谋长傅常，出川抗战前给妻儿留下了一封
家书。“余奉命出川参加抗日战争，将奔赴前线，希汝等勿忘国难，
努力学习，强我中华。”由于当时受通讯条件限制，傅常的妻子等
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见其归来，以为其已牺牲，便将傅常留下的亲
笔信刻在灯柜上以期长远流传。看到灯柜上的家书，我们仿佛听
到了当年奔赴抗战前线的川军将士们“川军出川抗战，战而胜，凯
旋而归；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的铮铮誓言。

爱国绅士于登云，为捐助东北抗日义勇军，被日本宪兵逮捕
后给其儿子留下了遗书：“成儿知悉：你年已不小，本拟父子天年，
未想半途分别，你之命，父之运也！所望读书尽心，务必前途。侍
母要孝，勿劳其生气，以便领你们兄弟姊妹过日子。”在反抗日本
侵略的斗争中，有多少普通人像于登云这样毁家纾难，别妻离子，
只因为国尽忠！

由此看来，抗战先辈的绝笔家书，既有满腔的国仇家恨，也有
对家人的无尽牵挂。这些家书充满了人之常情，是先辈们最真实
的情感流露，值得后世永远纪念！

（作者系山东滕州市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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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兆雷 侯铭

枣庄是块英雄辈出的热土，抗战英雄
鹿广连就是其中的传奇人物。他的许多英
烈事迹在其故土广为流传，成为人民心中
的一座崇高的丰碑，激励和教育后人铭记
历史，爱国爱家。

鹿广连 （1916－1943），又名鹿子泉，
曾化名黄牧平，1916年生，山东峄县二区
李家庄人 （现属枣庄市永安镇）。3 岁丧
父，跟着其叔父鹿传本生活。19岁在张捷
三举办的峄县师范讲习所学习，学到了许
多爱国道理，三个月后分配在官桥小学当
教员，教学中认识了苍山县地下党，在党
的教育启发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日寇
加紧侵略中国，面对国土沦丧，同胞罹
难，他义愤填膺，毅然投笔从戎，与其爱
人徐德兰共同踏上抗日救国的道路。

1938年3月17日，鹿广连夫妇随鲁南
特委从枣庄撤出，转移到抱犊崮山区。第
二天，日军侵占鲁南，枣庄沦陷。当年的
8 月初，鲁南中心县委书记宋子成找到鹿
广连，安排他带领徐德兰等同志打进枣庄
去，开展地下工作，化装进入枣庄后，在
鹿传本的帮助下，搞到了良民证，在南马
道安了家。不久上级又派马平、李康两同
志协助他工作。从此他以教师的身份，白
天教书，晚上到民众中宣传抗日救国，先
后在矿工中发展了20多名党员，在日伪警
察中发展了 6 人入党。1939 年 6 月，经鲁
南中心县委批准，组建了“中共枣庄矿区
支部”，这就是令日军胆战心惊的“鹿广连
抗日救国党支部”，鹿广连担任支部书记，
马平、李康为委员，鹿广连的爱人徐德兰
负责通讯联络工作。他们当时的活动范围
是以枣庄为中心，东到大洼街，西到沙河
子村。其主要任务是发展壮大党的组织，

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搜集敌伪军事情报，
购运山区抗日根据地军用物品。

为了宣传抗日，他们灵活机动，利用
一切机会把抗日传单撒遍大街小巷，将标
语贴进敌人军营，有一天，竟连戒备森严
的枣矿八号楼、日寇高级头领阪口的家中
也出现了“打倒日本侵略者”、“血债要用
血来还”的标语。弄得日寇晕头转向，惶
惶不安。同时配合山里抗战，他们还想尽
办法搜集情报，给根据地搞紧缺物资，一
次次冒着生命危险送到山里。一次，他叔
父鹿传本得知鬼子要扫荡二区，鹿广连及
时将情报送到，军民设下埋伏，打死日军
30人，缴获了部分枪支弹药。鹿广连还通
过各种关系，把买到的弹药、医药、纸
张、油印机、布匹等送往山里根据地，满
足了山里部队所需。由于鹿广连党支部抗
日救国宣传活动频繁，特别是日军特务组
织正泰洋行的大掌柜、二掌柜先后被铁道
游击队的洪振海、王志胜等人枪杀后，引
起了日本宪兵队和特务组织的密切重视。
他们密谋策划，派特务和剿共班四处侦
探，监视我地下党的活动。正巧一个叫袁
海亭的伪警长就住在地下党支部活动点的
附近，时间久了，他察觉到了一些蛛丝马
迹，向敌寇告了密。从1939年11月底，疯
狂的敌人连续四次进行搜捕，支委李康和
郑毓林，党员李继荣、赵德全等12名党员
同志被捕并遭杀害。1940 年元月十六日，
正是农历的腊月初八。这一天，乌云密
布、朔风寒骨，枣庄街突然戒严，大有狂
风欲击，暴雪压顶之势。大批日伪军包围
了鹿广连的住处，并进家搜查，幸好高度
戒备的鹿广连已经转移，穷凶极恶的敌人
随即把徐德兰和她不满周岁的儿子抓走。

徐德兰落入魔掌受尽折磨，为了解地
下党的秘密，敌人对她天天严刑拷打威逼

利诱无所不用其极，其手段之残忍，伎俩
之卑鄙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可是年轻
的女共产党员徐德兰，始终大义凛然，忠
贞不屈，没有泄露党的秘密。敌人黔驴技
穷，拿她再也无计可施，1940 年 2 月 7
日，正是农历的腊月三十，按照我国传
统，本该是全家团聚，老少欢乐，贴春
联、放鞭炮、换新衣、过除夕的日子。可
是徐德兰母子却被残忍的敌人拉赴刑场。
这时寒风呼啸，大雪纷飞，敌人剥光了徐
德兰的衣服，把她牢牢地捆在矿区西南门
外木头桩上，以此想让徐德兰就范。但她
双目圆睁、射出仇恨的光芒，口中怒骂不
止。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企图用杀害
她的儿子相威胁，敌人提着孩子的双腿来
到她面前，孩子声嘶力竭，暴哭不止，徐
德兰虽流下了仇恨的泪水却毫不屈服，敌
人无计可施，残忍地将孩子活活劈死。徐
德兰怒目圆睁，痛骂鬼子灭绝人性。这一
切把敌人惊呆了，他们不理解伟大的中国
母亲为什么面对自己孩子的惨死却依旧毫
不屈服，不理解一个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
甘愿牺牲一切的崇高精神。最后，敌人两
手空空，暴跳如雷，不得不举起屠刀将徐
德兰同志剖腹杀死，时年她只有23岁。徐
德兰母子随着怒吼的狂风，漫天的飞雪去
了，大雪很快掩盖了血迹，但英灵永留人
间。大地在悲鸣，枣庄在呜咽。因为当时
形势严峻，没人敢去收尸，至今徐德兰母
子埋在哪里还是一个谜。

面对亲人的离去，鹿广连悲痛万分，
更增加了他家破亡国的仇恨和对敌斗争的
决心。在枣庄脱险之后，他回到鲁南区党
委，在机关工作了一段时间，于1941年8
月到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在校期间他刻苦
钻研马列主义，使他的政治思想水平有了
进一步的提高，1942年5月结业后在山东

分局城工部、鲁南区党委城工部接受对敌
占城市交通要道点线工作的指示，奉命到
抱犊崮山外地区负责领导枣庄的点线工
作。同年担任中共峄县运北工委书记、峄
县二区区长。1942年腊月三十夜，鹿广连
和峄县三区中队长刘刚带领80多人进入枣
庄，翻墙进入日伪警长袁海亭的家，将这
个汉奸处决。日军后来闻讯赶来，鹿广连
指挥战士们一阵猛打，打死打伤日军40余
人。1943年秋，鲁南军分区又派武装工作
队进入。不久，峄县二区抗日政权公开建
立。鹿广连和刘刚带领区队经常夜里端碉
堡、扒铁路、砍电线，吓得日军、汉奸胆
颤心惊，慌恐不安。日军一面悬赏通缉鹿
广连，一面派特务四处刺探他的行踪。

聂庄在枣庄西南，村子西边和南边离
山很近，鹿广连的区队经常在这村里活
动，如果发现敌情随时向山上撤走。1943
年 10 月 29 日夜，鹿广连夜宿聂庄，被日
本特务发现，日军与伪峄县警备第三大队
长杨桂岭人马包围了聂庄。在激烈的突围
战中，鹿广连身受重伤，在敌人围上来的
时候，他拉响了仅有的一颗手榴弹，和敌
人同归于尽，年仅27岁。为了泄恨，日伪
军汉奸将鹿广连的头颅割下带到枣庄，用
铁条穿上悬挂在西门外的槐树上示众，其
状惨不忍睹，行人无不掩面而泣。后来其
叔父鹿传本趁着一天夜里非常冷，站岗的
伪军不在，将鹿广连的头颅偷走，与其遗
体合葬一处，抗战胜利后，才将鹿广连的
尸体从聂庄东北路边的岭上迁到故里埋
葬。”

“丹心照天地，忠贞垂千古”。鹿广连
精忠报国，为抗日献出了年轻生命和家
人，表现出中华优秀儿女威武不屈的英雄
气概，其英烈壮举永垂不朽！

（作者均系市中文学爱好者）

一门捐躯国难一门捐躯国难 丹心誓灭日寇丹心誓灭日寇
———枣庄英烈鹿广连的抗战传奇—枣庄英烈鹿广连的抗战传奇

那温暖的乳汁带着羞涩的慈爱
流向风华正茂的心河

义无反顾的撞开明天的福门

重新站起的男儿英勇的身姿
更加健壮，坚强的完成
一次次乡亲们的期待

站在沂水河畔，看见
冉冉升起的红日

把捷报频传

此刻，来自四面八方的队伍
走进沂蒙的沟沟坎坎

他们都有说不出口的夙愿

静静的望着小草棚里的娇小
更加慈爱的母亲

忘了沧桑，忘了苦难，忘了
枪林弹雨撕咬躯体的痛伤

在沂蒙山的每一处柴门前
纵是自己就是一只

善于歌唱的鸟儿，也无法
表达出母亲呵护的千万分之一

（作者系山东省单县文学爱好者）

沂蒙母亲
○韩成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