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
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微山湖哎，阳光闪耀，片片白帆
好像云儿飘。是谁又在弹响土琵
琶，听春风传来一片歌谣……”两
首歌分别是《铁道游击队》电影和
电视剧的主题曲，在优美的旋律
中，微山湖“落日与白帆相映，
琵琶声与船桨声齐鸣”的美丽景
象，令多少人向往。而铁道游击
队湖中设伏、大战日寇的故事，
更是令多少中国人荡气回肠。

记者一行从微山湖东岸的济
宁市微山县韩庄镇塘湖码头出
发，连人带车一起登船，穿过宽
阔的运河主航道，十多分钟后便
登上了微山岛。现如今的微山岛

码头上：高大的游客服务中心，
岸边停靠的各式游船，岛上专供
游客骑行的自行车，随处可见以
鱼为主打菜的农家乐饭店，无不
彰显着这里是一处旅游胜地。

记者驱车来到岛上的铁道游
击队纪念园。尚未入园，便听到
一阵琵琶声传来。一位老者手持
琵琶，边弹边唱，恍惚间让游客
感觉他就是《铁道游击队》中的
队员小坡。老人姓朱，是一位从
部队文工团退伍的老战士，利用
自己所长，在此为游客弹奏琵琶
已经十多年了。老人告诉记者，
当年微山岛是抗日根据地。在抗
日最艰苦的阶段，铁道游击队、
运河支队、微湖大队等都曾在岛
上休整，他们昼伏夜出，多次在

岛上、湖上与日寇作战。铁道游
击队纪念园于 1994年起开工建
设，园中设施包括铁道游击队纪
念碑、纪念馆和大型群雕等，目
前是山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每年都迎来众多的游客。岛上景
点众多，如殷微子墓、张良墓、
目夷君墓、微山湖文化园等，但
大部分的游客都是奔着铁道游击
队的故事而来。

纪念碑的碑体造型为破浪远
航的帆船，由原国家副主席王震
题写碑名，原山东省委书记梁步
庭题词。纪念馆内陈列着抗日战
争时期的抗日英雄史料、革命文
物等，大型群雕“铁道雄风”和

“微湖曙光”分立两侧，人物众
多，栩栩如生。

美丽微山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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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湖深处藏奇兵微湖深处藏奇兵
70 年前，中国

军民在亚洲战场牵
制敌人，为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的最后
胜利做出巨大的贡
献。自 1937 年至
1945 年，中华民族
与 侵 略 者 殊 死 抗
争，付出了巨大的
代价。2015 年，为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和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0 周
年，本报“纪念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专题采访组
一行，实地采访调
查，追索胜利背后
的家国情仇，寻访
革命先辈的光辉足
迹。

（十六）

抗日战争时期，微山湖地区是鲁南军民
的根据地，铁道游击队、运河支队、微湖大
队等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经常在此活动，留
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为纪念“七
七事变”78周年，本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采访组一行，专程登上微山岛，缅怀革
命先烈，寻找他们当年的抗日足迹。

在微山岛沟北村（原陈家湾
村），记者见到了游击队长“陈二
官”的孙子陈忠凯。57岁的陈忠
凯喜欢文史，从事宣传和教育工
作多年，对当地的历史掌故、风土
人情非常熟悉，尤其是对微山岛
上的抗日历史颇多研究。渔耕之
余，陈忠凯通过研究爷爷的抗战
经历，还和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
金山、政委郑惕等人取得了联
系，保持书信往来多年。

他向我们讲述了他爷爷的故
事。爷爷陈东林 1897 年出生，
青年时曾从戎于冯玉祥的水师
营，后回村担任村长。 1938
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微
山湖区，日军先后炸死了陈东林
的姐姐、外甥女和表嫂。为保家
卫国，陈东林在陈家湾组织了民

间抗日组织——微山湖游击队
（又称微山湖抗日自卫团），担任
游击队队长，组织各农渔村民
众，凭借微山湖、微山岛的地理
环境，与日寇斗争。

为建立微山湖抗日根据地，
我党先后派出王冠一、刘德功、张
运海、陶力民、黄克俭、王子文等
人到微山湖区开辟工作。他们首
先与陈东林取得联系，并以陈家
为联络点，接应各抗日武装。陈
东林对湖区的地理环境了如指
掌，他带领游击队与日军周旋，总
能出奇制胜，抗日的声威越来越
高，日军闻风丧胆。因为陈东林
在家里排行老二，又平易近人，
和他患难与共的战友不论年龄大
小，都尊称他为“二哥”，后来
便有了“陈二官”的绰号。

1939年春的一天，中共沛
滕边县委书记王洪垒与刘德功等
人正在陈东林家中开会，突然日
军上岛搜查，陈东林立即引导王
洪垒等人到村外隐蔽起来。因撤
得急，王洪垒装有地下党员名
册、联络地点图和党内机密文件
的提包（当时他们称“图囊”）
及部分枪支留在了陈东林家。图
囊一旦落入敌手，后果不堪设
想。王洪垒赶紧命令通讯员小刘
火速返回陈家去取。小刘潜回村
内，躲在陈家门口的草垛后，看
到院内一群日本兵正在到处搜
查。这时，一个日本兵正要伸手
到鸡窝抓鸡，陈东林的妻子苗隆
卿对日本兵说：“太君，鸡窝里
脏，我给你抓。”说完，伸手到
鸡窝里把鸡抓出来交给日本兵。

日本兵得到鸡后，向同伙哇啦了
一阵后都走了。苗隆卿到鸡窝里
取出手枪，又到茅厕内的灰堆里
扒出了图囊，小刘提到嗓子眼的
心才放了下来。

1940年6月，湖西顽军耿德
臣勾结日军，妄图抢占微山岛，
打击我抗日武装。一天，耿德臣
率部与一小队日军乘船向微山岛
进犯，陈东林同渔民刘兆安一起
带领自卫团，在湖面上用鸭枪、
鱼叉、步枪与耿德臣及日军进行
了浴血奋战。自卫团打退了敌人
的轮番进攻，乘胜追击后将日军
小队全部歼灭在微山湖中，只有
耿德臣率残部仓皇逃窜，战斗取
得了全胜。渔民们高兴地欢呼：

“山上有个‘陈二官’，湖里有个
‘刘兆安’！”

游击队长“陈二官”

陈忠凯说，1940年 12月，铁
道游击队到微山岛驻防，陈东林
主动将他们接到陈家湾做好安
排。1941年 11月，为给山里的抗
日武装搞到药品和装备，铁道游

击队队员在沙沟以南截击了
日军的军用货物列车。为配
合铁道游击队的行动，陈东

林率领微山湖游击队队员及微山
岛民众百余人运输。陈东林带领
运输队把截获的枪支弹药、医药、
布匹、苹果等全部运抵微山岛，交
给当时在岛驻防的陈丹秋、殷海
青等人，后来这些物品由运河支
队运出，转给了山里的抗日武装。

为了工作，铁道游击队政委

郑惕曾数次来到微山岛，住在陈
东林家里。一次，在日军的追击
下，郑惕跑回陈家。陈东林就让
郑惕藏在院中草垛的空洞里，再
用草把洞封好。来搜查的日军在
屋里屋外搜查了一遍，没有发现
什么，又用刺刀对着院中的草垛
刺了一圈，因草垛厚没刺透。郑

惕在洞内两天，躲过了敌人的轮
番搜查。过了几天，郑惕要从微
山岛出去，可是敌人的岗哨林
立，暗探密布，要顺利出岛、过
铁路是十分困难的。陈东林便用
小船将他送到利国驿，上岸后又
带领他巧妙地躲过敌人的哨卡，
安全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

联手铁道队

陈忠凯说，1942年春，鲁
南地区的抗日斗争处于最艰
苦的阶段。4月20日上午，日
伪军三千多人，突然分乘百余
条船，对微山岛进行围攻。当
时驻扎在岛上的，除了铁道游
击队外，还有微湖大队、运河
支队一大队、峄县大队、沛滕

边县大队和水上区中队，以及地
方党政机关人员，共计五百余
人。为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安
全冲出包围圈，各抗日武装的负
责人汇集在一起，自动成立了临
时指挥部。同时大家紧急研究了
作战方案，明确了分工。各抗日
武装按照指挥部的统一指挥，在

各个战斗位置同敌人展开了英勇
作战，激战 10余小时，敌我都有
较大的伤亡。最后，终因敌我兵
力悬殊较大，指挥部决定立即突
围。铁道游击队在副大队长王志
胜的率领下，急中生智，穿上日军
服装，化装冲出敌人的包围圈，离
开了微山岛，安全转移。当年夏

天，铁道游击队和微湖大队等当
地的抗日武装密切配合，重新解
放了微山岛，毙伤伪军百余人，
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同时也开
辟了一条从华中、华东革命根据
地，穿过津浦铁路线、微山湖，
到达延安的秘密地下交通线，护
送了大批的领导干部。

日军登岛“扫荡”

坐上陈忠凯家里的小木船，
记者一行来到了沟北村旁边的
芦苇荡深处。此时的微山湖除
了芦苇，满湖里都是绿的荷叶，

红的荷花。用古人
的诗句“接天莲叶无
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来形容微山湖

上的荷花是最恰当不过了。陈
忠凯指着远处的一片荷花丛说，
当年刘少奇同志过微山湖时，
就住在那里的船上。

陈忠凯说，1942年 8月，刘
少奇同志化名胡服，要通过微山
湖秘密交通线到延安去，由铁道
游击队护送过津浦铁路后，在黄

河大队的接应下来到微山湖
里。陈东林参加了接应和护送
的任务，担任湖中的保卫工作。
当时刘少奇住在大捐村刘钦田
夫妇的船上，在船上，陈东林听
了少奇同志关于抗战形势的谈
话，十分钦佩，铭记在心。后来，
陈东林参加了护送陈毅、罗荣

桓、朱瑞、肖华及其他过路干部
的行动。作家刘知侠为了创作
小说《铁道游击队》，来微山湖搜
集素材时，在陈东林家住了两个
月，他想把陈东林的事迹写出
来，但陈东林没有答应，刘知侠
便把苗隆卿当作芳林嫂的人物
原型之一进行了再塑造。

护送刘少奇过湖

85岁的陈忠爱老人讲述刘
少奇过微山湖鲜为人知的故事

▼ 在微山县微山岛镇沟北村采访陈忠凯 ◀ 刘 少
奇、陈毅、罗
荣恒、陈光
等人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