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子英雄 两代风流
■ 胡安宁 胡乐浩

刘景镇，又名刘景宜，薛城区张范
镇小屯村人。1901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农
民家庭。1924 年，刘景镇 23 岁时抱着
一腔爱国热情，投军董尧卿麾下，很快
提升为排长，积累了军事知识。后因不
满旧军队恶习，弃职返乡，但报国热情
不减。

1930年秋，邻村的共产党员朱道南
参加“广州暴动”后返乡开展工作，刘
景镇在朱道南的领导下走上革命道路。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
军逼近山东，山东军阀韩复榘利用地方
势力积极培植亲信，维护其反动统治。
在各地大办乡农学校，集军政财文大权
于乡农学校校长王效卿一人之手。1937
年10月，刘景镇与朱道南遵照鲁南中心
县委的指示，组织了 100多名群众，举
行武装暴动，歼灭了王效卿的反动武
装。并协助朱道南成立了一支具有 100
多人的抗日武装队伍。这就是峄县地区
有名的“邹坞暴动”。同年 11月，刘景
镇任“鲁南民众抗敌自卫军”副队长。

1938年 2月，刘景镇经朱道南、纪
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
的共产主义战士。3月初，日军沿津浦
铁路南侵至邹滕交界的两下店时，杨士

元以“支援川军作战”为名，妄图把抗
敌自卫军编入国民党40军庞炳勋部。为
保存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队伍，刘景镇按
照我党的指示，协助朱道南、纪华连夜
将部队带回枣庄。3月中旬，自卫军配
合国民党部队守候在枣庄东部郭里集一
带，同日军作战两昼夜，取得了郭里集
作战的胜利。国民党军南撤后，刘景镇
率部队转移到抱犊崮山区，在墓山、修
家庄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5 月下旬，按照上级指示，沛、
滕、峄三县抗日武装合编为“苏鲁人民
抗日义勇总队”，刘景镇等率部按时到
达指定地点接受改编。苏鲁人民抗日义
勇总队成立后，刘景镇任总队三大队副
大队长兼一中队长，后又升任大队长。

6月下旬，滕县土顽申宪武等纠集
数千人向我部进攻。刘景镇率部与其他
兄弟部队紧密配合，连续作战。7月初，将
申宪武等部击溃，为这支部队的生存、成
长、壮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9 月以后，
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又先后改编为临
沂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直属四团、二旅
十九团，刘景镇任三营营长。

1939年 9月，八路军 115师到达鲁
南后，该部改编为苏鲁支队，刘景镇仍

任三营营长。1940年 9月，刘景镇在峄
西火神庙与日军作战时，英勇追击敌
人，不幸腰部中弹，身负重伤。他伤后
不下火线，坚持在担架上指挥作战，因
当时医疗条件差，伤口恶化。在上级领
导的安排下，他不得不离开部队，到亲
友处养伤。

10月，日伪军“扫荡”频繁，特务
四出寻查。刘景镇在张范东田庄村养伤
时，因叛徒告密，被日本鬼子包围在一秫
秸圈中。面对疯狂的日寇，他镇定自若，
临危不惧，与敌展开激烈的战斗。他枪法
精良，弹无虚发。最后在只剩下一颗子弹
的情况下，自行饮弹，壮烈牺牲。英雄牺
牲后，敌人慑于他的威名和枪法，仍然
不敢近前，只好绕到秫秸圈后，放火攻
击，使先烈的遗体惨遭焚烧。

1966年 4月 5日，枣庄市委、市人
委为缅怀先烈的英雄业绩，在烈士的原
籍薛城区小屯村为刘景镇父子建立了墓
园，树立了墓碑。刘景镇的亲密战友、
作家朱道南题写了碑文。碑文最后说：

“景镇同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中
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子。他的一生是革命
的一生，他的英勇形象将永远活在人民
的心中。”

[父英雄] 临危不惧 英勇牺牲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抗
日战争全面爆发。一
年后，枣庄沦陷。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枣庄人民奋起抗
战，不怕牺牲，英勇
杀敌，为全国抗战胜
利做出重大贡献。其
中，刘景镇、刘刚父
子率部杀敌，在抗击
日寇的战斗中不惜牺
牲生命的革命事迹更
是惊天地而泣鬼神
……其英雄行为不仅
为我们枣庄人民而且
为整个中华民族赢得
了骄傲和自豪，其精
神永载中国革命的史
册。

刘刚，著名抗日英雄，革命先烈。
1922年出生，受其父影响，刘刚自幼读
书时就认真学习革命理论，参加抗日救
国活动，成为一名出色的革命青年。
1939 年，刘刚 17 岁就参加了抗日游击
队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刚入伍后，认真学习政治、军事，
作战勇敢，很快被提拔为鲁南军区第 12
军分区三营七连连长。1940年，父亲刘景
镇牺牲后，他继承父亲的革命遗志，怀
着强烈的民族仇恨，率领连队同临枣武
工队并肩战斗，在枣庄周围与日寇展开
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多次重创日伪
军队，使枣庄、临城之敌闻风丧胆，对
刘刚怕得要死，恨得要命。

刘刚作为一名年轻的指挥员，在战
斗中不仅表现得英勇无畏，而且深通战
略战术，善于利用有利地形和气候，给
敌人以出其不意的沉重打击。1944年秋

天，驻在陶庄煤矿日军的一个中队，闻
得刘刚连在杏峪一带活动，于是便夜间
偷袭。等敌人赶到杏峪，刘刚连早已悄
然转移，让日军中了个“空城计”。疲
惫的日军刚穿过大吕巷村，就钻进了刘
刚连的埋伏圈。霎时机枪扫射，手榴弹
轰炸，敌人乱作一团，只好撤到村北一
条干河下，同刘刚连对峙。敌人在几次
反冲都不奏效的情况下，双方短兵相接。
刘刚手持长枪，刺刀耀眼，他身体高大，
威武有力，左刺右挑，勇猛异常。刘刚连
队里的战士愈战愈猛，使日寇只有招架
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伤亡惨重，眼见夜
幕降临，惨败的敌军只得向陶庄方向狼
狈逃窜，战斗胜利结束。

刘刚带领七连战士，通过战争锻
炼，越打越勇，成为一支坚强的战斗集
体。1945年的一天，刘刚带领七连在古
邵一带活动时，与日军遭遇。他身先士

卒，英勇冲杀，不幸腹部中弹，造成腹
部皮层穿洞。这时如果立即退却，进行
包扎缝合，是不会危及生命的。但英雄
刘刚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国恨家
仇充盈肺腑，眼望敌人，二目喷火。他
左手托腹，右手持枪，如鹰扑童鸡，跃
然而起，冲向敌人。但见他小肠拖地，
血如彩虹，人如猛虎。单臂持枪，连毙
数敌，真可谓天地惊而鬼神泣。战斗结
束后，刘刚因小肠脱出，流血过多，壮
烈牺牲，时年仅23岁。

刘刚的一生虽短暂，但却是革命的
一生，光荣而又伟大的一生。他的英雄
事迹给鲁南军民以巨大的鼓舞。充分体
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和英
雄主义精神。他的英雄行为永远载入了
人民军队的革命史册，也为党领导下的
革命战争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子英雄] 浴血奋战 光耀千秋

寻找父亲的足迹
■ 张严新

8 月 12 日，台儿庄大战

纪念馆来了两名特殊的客人

——75岁的张金生和73岁的

张长生，他们是台儿庄火车站当年站

长、中校车站司令张杰超的儿子。两

位老人鹤发童颜、步履矫健，虽已过

古稀之年，但看得出来身体非常健

康。谈起父亲的往事，他们老哥俩思

维敏捷，记忆尤深。

张杰超出生于1902年，曾用名张
怀敏、张天牧。最早在连云港车站担
任站长职务，当时还在附近建起了码
头、学校和电厂等。1937年底，连云
港被轰炸以后，张杰超被调到台儿庄
火车站任站长，这个时候，台儿庄战
役就已经在酝酿之中了。

原台儿庄铁路从枣庄经台儿庄至
邳县赵墩村，连接陇海线，俗称“小
陇海”。台儿庄大战期间，火车站是
中国军队后勤物资主要装卸地，并成
为双方争夺的焦点。1938年三四月份
期间，台儿庄战事吃紧，国军和日军
对峙，在这个时候，运输军需物资、
士兵和给养全部都是由铁路负责，铁
路运输在战役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由于军队调运军需物资的紧迫
性，往往出现了下级军官强迫站长发
车的事情，这样一来，正常的发车秩
序被打乱，结果造成撞车事故。撞车
以后军方就来调查此事，身为站长的

张杰超就把当时的紧迫情况如实向军
方领导作了汇报。李宗仁听说后，就
任命张杰超为台儿庄火车站站长兼中
校车站司令，这样一来，既杜绝了有
些下级军官强迫张杰超发车，又使其
在军队的统一领导之下，全盘负责军
车的调度，比较顺利安全的输送了军
需物资，保证了台儿庄大战的胜利。

两位老人饶有兴趣的参观了台儿
庄大战纪念馆，展厅内，张长生老人看
到了李宗仁在台儿庄火车站站牌下的
照片后，激动地连声说道：“我父亲当
时也在这个站牌下照过这样的照片。”
随后他不无惋惜地说：“可惜这张照片
后来找不到了。”在孙连仲的铜像前，
他们俩看到了展柜内展示的军大衣，
马上根据军大衣的颜色说出了军大衣
的区别。两位老人此次还专程为大战
纪念馆捐赠了其父生前使用过的军大
衣，亲手写的自传和部分珍贵的照片。

1938年台儿庄大战以后，张杰超

先后去过淮安、泰安，1939年到了四
川的广源，并且生下了张金生。1939
年以后，张杰超又调到西安。张杰超
的妻子马紫英比他小 4岁，是一位非
常贤惠、能干的家庭妇女。他们共育
有 7 个子女，张杰超在铁路部门工
作，非常繁忙，没有时间照顾家，家
里的一切事务都落在马紫英身上。在
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前四个孩子得了
猩红热，马紫英让四个孩子并排躺在
一张床上，依次进行照顾，非常辛
苦。就这样，这位伟大的母亲把 7个
女子拉扯大，而且全部考取了大学，
参加了工作，做了对祖国有用的人
才。张金生排行老五，他毕业后在国
土资源部下属的地质勘探局工作，徒
步走了大半个中国，在西藏首次发现
了变色蓝宝石，轰动了全国。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杰超恢复
了工作，1946年调到开封，1947年调
到徐州。1948年淮海战役要爆发，他

就辞职不干了，最后和几个朋友一起
都到了上海，创办了一个花纱布公
司，他在花纱布公司主要负责运输工
作，直到 1961年退休，1968年 12月
14号因胃癌去世，享年66岁。

1938年 4月 8日台儿庄大战胜利
后，李宗仁在台儿庄火车站站牌下留
影，成为台儿庄大捷的永恒纪念，记载
史册。站牌旁还保留50米长的铁轨，战
后台枣支线及火车站遭到严重破坏，
于 1945 年拆除。1993 年，为纪念台儿
庄大战的壮举，台儿庄在修建台儿庄
大战纪念馆的同时，修复了台儿庄火
车站遗址，作为一个景点向社会开放。
在台儿庄火车站旧址，还陈列着一台
由济南铁路局枣庄段增送的1920年左
右上路的火车头，结束了台儿庄有火
车站而没有火车的历史。1995年台儿
庄区政府按照当年的哥特式建筑风
格，在原址上修复了站楼房，并于
1999年设为李宗仁史料馆。

7575岁的张金生和岁的张金生和7373岁的张长生岁的张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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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参观台儿庄火车老人参观台儿庄火车
站旧址站旧址

老人向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捐献父亲生前老人向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捐献父亲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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