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察情缘与社会变革
■ 柴可立 刘臻

了解李文周同志的人都知
道，他从年轻时就有记日记、笔
记的习惯和写作的爱好，几十年
积累了大量文稿史料，这其中大
多成了其撰写 《从警岁月》 和
《警路风雨》两本书的素材。已
出版的前两本书，记述的主要是
其从警期间经历的重大事件和有
影响的案件，涉及枣庄早期警史
的很少。正因如此，作者萌生了
再撰写一部关于枣庄早期警事的
书的想法。

李文周在“自序”中坦言，
他与警结缘四十年。四十年，弹
指一挥间。然而，人生却是一个
漫长的旅程。人生，如果没有坎
坷，就如同笔直的长河，找不到
生活的拐点；如果没有挫折和失
败，就如同没有落差的水流，撞
击不出反思的浪花。作者从警岁
月的积淀，成就了其警旅“三部
曲”。

读了李文周同志的新作才知
道，枣庄警史应该从枣庄中兴矿
警作为开端。枣庄中兴矿警从清

末时的“亲兵”，到中兴煤矿巡
警局、矿业警察所、矿警总队，
鼎盛时期发展到1000多人，枪炮
车辆装备齐全，形成了一支有较
强战斗力的队伍。它在各个历史
时期为保护中兴公司矿产和枣
台、枣临铁路线煤炭运输安全，
以及防范土匪散兵抢掠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它又是资本
家监视和弹压矿工的重要工具。
在日伪时期和国民党统治后期，
已蜕变成一支反动武装。但中兴
矿警与枣庄中兴公司的发展与辉
煌密不可分，客观地将其作用和
兴衰史展现给世人，不失为是一
件有意义的事。

《鲁南警事》 的中下部分，
记述的大多是解放前后人民公安
对敌斗争的故事。枣庄地区历史
上就是战略重地，敌我双方都不
断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和争
夺。淮海战役之后，大批国民党
特务潜伏下来搞破坏，加上大量
土匪散兵的骚扰，对新生政权构
成严重威胁和挑战。作者把这个

时期敌我斗争形势和重大事件、
案件再现出来，不仅有历史意
义，对后人也有一定的教育意
义。

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
人，大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
苦难。作者也正因为有那段艰苦
岁月的经历，才对往事记忆深
刻。《随笔杂忆》部分，涉及的
内容有对人生的思考与感悟，有
对往事的追忆。这些都是作者的
真情流露。不仅文字朴实，文笔
流畅，而且内涵丰富。

本书的最后部分，选自上世
纪八十年代初作者在报刊杂志上
发表的习作和一部未出版的反间
谍题材长篇小说的节选。从字里
行间，处处都能感受到作者对文
学创作的浓厚兴趣以及深厚的文
字功底。让人不得不佩服作者对
本职工作和文学创作的执著。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学
习、了解历史是文明不断延续和
发扬光大的重要前提。警察历史
是警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警

察精神家园的建造需要文化认
同，文化认同离不开包括警史在
内的家国历史的传承记忆。亲历
者与历史研究者共同书写并传承
着逝去的历史。重大事件亲历者
的记述，是整体历史的映射，可
从不同角度揭示社会时代变革的
个体生命境遇和心迹，有利于还
原历史真相，启迪教育后人。作
者对警史的挖掘，既有兴趣爱
好，更有责任意识的驱使。

将沉睡的历史通过作者笔端
还原成了有血有肉的故事，为读
者了解枣庄警察发展历程和社会
变革提供了难得的素材。《警旅
钩沉》出版后，已陆续向公安政
法干警和有关人员赠阅。相信本
书定会起到传承历史、教育后人
和促进公安文化建设的良好作
用。

【【内容简介内容简介】】▷▷▷▷
《警旅钩沉》是作者李文周继

《从警岁月》和《警路风雨》后的又
一部力作，被称为是警旅“三部
曲”。本书分为《鲁南警事》（上中
下）、《随笔杂忆》和《早期文存》三
大部分。《鲁南警事》记述了从清
末民初以来中兴矿警的兴衰史，
以及解放前后人民公安对敌斗争
的故事；《随笔杂忆》涉及的内容
有对人生的思考与感悟，有对往
事的追忆和对已逝亲人的怀念；
《早期文存》选自上世纪八十年代
初作者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习作
和一部未出版的反间谍题材长篇
小说的节选。为增强历史的沧桑
感和时代气息，作者附配了300
多幅图片，可谓图文并茂。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李文周，山东省单县人，

1975年从警，历任山东省枣庄市
公安局侦察员、文检技术员、科
长、副处长、处长、市中区公安分
局局长、市公安局副局长、党委副
书记、政委，三级警监警衔。现为
枣庄市警察协会主席，全国公安
文学艺术联合会会员，全国公安
警事文物专业委员会理事。

《警旅钩沉》

作者：李文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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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还部分参与了在原
中兴公司陶庄分矿的基础上成立
的“中兴炭矿陶庄采矿所”，也
算间接表了个态。显然，在高层
机构眼里，他属于重点拉拢的对
象。特别是在枣庄、临城、微山
和滕县一带，谢开来在业界还是
有一定影响力的，很多商户以他
为风向标。现在，事情还没到最
后关口，不能轻举妄动，否则会
因小失大。

但是，压力还是要给他的。
所以在离开时，秋野的话里就露
出了赤裸裸的威胁：“给你们三
天时间，如果不将木下交出来，
我保证，在临城，谢家将不复存
在。”

台儿喜知道，这次，是我娘
救了他一命。

在谢开来骂谢伟的时候，果
果跑了出去。所有的人，包括秋
野，都以为她是被吓坏了，因为
她手中的书掉在了地上都不知

道。其实，她是跑出去通风报信
的。说不害怕是假的，但还不至
于吓得六神无主，她的脑子还保
持着一定的清醒。那年她虚岁已
经十二了，年龄虽小，可生活在
那样的家族环境，也是见过一些
世面的。秋野将照片摆放在谢开
来面前时，她顺便偷瞄了一眼，
也是一眼就认出他是台儿喜。她
预感到那个经常逗她笑，有时还
给她扎个风车的台儿喜，可能要
有危险了。在日本人的看守下，
大人们无法出去通知，只有她这
个小孩子完成这个使命了。所以
她装作害怕的样子，捂着眼跑了
出去，找到了二哥……

谢家布店。后院小屋的夹缝
墙内，谢鹏给台儿喜介绍，坐在
他对面喝茶的两个人，一个叫陈
明，一个叫张勇敢。台儿喜不知
道的是，这里，已经成为谢鹏与
游击队接头的私下联络点。

如果不是机警的果果跑出来
报信，台儿喜这次可能真的就被
秋野带走了。两天前，他按照谢
鹏的吩咐，跟着另一个伙计从码
头接了一船茶叶——是不是茶叶
他也不知道，反正是写着茶叶的

箱子——连夜
送到了山亭西集。今天刚回来，
想回家换身衣服。刚走过小石
桥，迎头碰到急慌慌跑过来的谢
鹏。谢鹏也不说话，给他使个眼
色，他就在后边跟上了。谢鹏没
有直接奔布店，而是绕了几个
弯，确认没有被跟踪后，才到达
目的地。在这里，台儿喜知道了
自己目前面临的处境，知道了秋
野为了找自己而正在谢府撒野，
知道了有些人正在冒着生命危险
为自己遮风挡雨。在这里，台儿
喜说出了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秘
密。他告诉谢鹏他们，他是日本
兵，但不是日本人，而是朝鲜慈
江道人，原名叫朴东营，因为家
里穷，为了混口饭吃，加入了日
本人的队伍，被改名叫木下……
后边的事你们都知道了：“在台
儿庄，队伍被打散后，在逃命的
过程中被榴花娘收留。”

谢鹏问：“那你为什么不早
说自己是朝鲜人？”

“不敢说。”台儿喜说，“这
是机密，部队的纪律很严的，说
了就没命。再说，如果被秋野抓
走，我肯定就没命了，会被作为

叛逃的士兵送上军事法庭的。”
“你有什么打算？”谢鹏又

问。
眼睛望着不知道的地方，茫

然地摇头。台儿喜说，“我不知
道，我就是不想打仗，不想死，
我想留在中国，我喜欢榴花娘，
她是一个好人……”

谁不说呢，榴花是一个好
人。都说好人会得好报，可是，
这句话在榴花身上没有得到灵
验。不要说二十多年后，在牟亚
东第二个媳妇的揭发下，榴花因
曾经收养汉奸的儿子、包庇资本
家的女儿、窝藏犯下滔天罪行的
日本军人、组织参加反动教会等
原因获罪，被一群乳臭未干的学
生娃扒光上衣，揪着头发，画了
鬼脸游行，让她绝望之至，生不
如死。单说当时，为了不让小小
猪落入牟亚东手里，誓死保护的
她被两个流氓痛打的惨状，就让
人唏嘘不已。

那个时辰，应该是台儿喜在
与谢鹏和陈明、张勇敢交流接近
尾声的时候，因为恰是谢鹏和张

勇敢地及时赶到，打跑了两个流
氓，榴花才不至于在二十年前就
丧命于牟亚东之手。

话说那天牟亚东带着两个小
痞子，决定用武力的方式解决与
榴花之间的小小猪抚养权问题。
经过多日的观察，他已经摸清了
榴花出门的规律：一个时间是早
上，她拎着保温瓶给谢开来打糁
汤，但并不是每天，而是看谢开
来的心情，是不是想喝糁了，所
以就隔三差五的，不规律。另一
个时间，是每天下午四点钟左
右，她会到小石桥那边的王家药
铺去一趟。近期，玉清患了一种
妇科病，看了中医，让榴花每天
到药铺给她提煎好的药。这个时
辰，小小猪已经放学，把他放在
家里不放心，所以榴花出门就带
在身边。

一手挎个装着泥胎药罐的柳
条花篮，一手牵着摇头晃脑的小
小猪，榴花走下了小石桥。迎面
走过来两个人，榴花拉了拉调皮
的小小猪，侧了侧身子，想让两
个人过去。

榴花

王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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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日落月起，风飞云转，我的

警察生活已渐行渐远。
回首往事，往往让人感慨万

千。
自 1975年 3月从警，到局里

发给最后一套警服，我参加公安
工作整整四十年。

与警结缘四十年，弹指一挥
间。然而，对于我从警的人生来
说，却是一个漫长的旅程。其中
甘苦，至今感念而难忘。

我的从警旅程既有一帆风
顺，也有沟沟坎坎和风风雨雨，
细心梳理，值得回忆和记述的人
和事很多。因年轻时有记日记、
笔记的习惯和写作的爱好，几十
年积累了大量的文稿史料，这些
都成了我写《从警岁月》和《警
路风雨》两本书的素材。

不少看过前两本书的朋友和
同事说，关于警界的书已经有了
两部，是否再出一本，搞个警界

“三部曲”？这个建议正巧和我打
算涉及一下枣庄警史的想法不谋
而合，再撰写一部关于枣庄警史
方面的书，也就成了一种比较急
切的愿望。

每当翻阅我保存的那些泛黄
的老照片和陈旧的史料时都有一
种爱不释手的亲切感。但真正开
始研究警史并结下不解之缘，应
追溯到2009年。那年，市公安局
筹建枣庄警史馆，我带人到外地
考察了十几处警察博物馆和史料
馆，结识了一批警察史研究工作

者，也开始了自己关于警史方面
的研究。后来，我加入了全国公
安警事文物专业委员会，写了几
篇警史研究内容的文章，先后被
专委会编入《文集》或选登在会
刊上。在对警史研究产生浓厚兴
趣和警察责任感的驱使下，近几
年我对枣庄地区从清末民初有警
察以来到解放前后涉警事件、重
大案件作了比较系统地挖掘梳
理。先后在枣庄矿史馆、档案
馆，市公安局、各有关分局、派
出所，市、区人民法院等单位查
阅了数万份旧档资料，复印、拍
照、抄录了大量可用素材，撰写
出一篇篇警史故事文稿，其中部
分在《枣庄日报·公安周刊》和
杂志上连载。

这些成就了“三部曲”之
《警旅钩沉》的主要框架和内容。

枣庄警史我以为应该从枣庄
中兴矿警作为开端。枣庄中兴矿
警从清末时的“亲兵”，到中兴
煤矿巡警局、矿业警察所、矿警
总队，鼎盛时期发展到 1000多
人，枪炮车辆装备齐全，形成了
一支有较强战斗力的队伍。它在
各个历史时期为保护中兴公司矿
产和枣台、枣临铁路线煤炭运输
安全，以及防范土匪散兵抢掠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它又
是资本家监视和弹压矿工的重要
工具。在日伪时期和国民党统治
后期，已变成一支反动武装。但
中兴矿警与枣庄中兴公司的发展
与辉煌密不可分。我认为，客观

地将其作用和兴衰史展现给世
人，仍不失为是一件有意义的
事。

本书《鲁南警事》的中下部
分，记述的大多是解放前后人民
公安对敌斗争的故事。对枣庄地
区解放前后涉警事件和案件之所
以了解的比较多，这还得益于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市公安局政
侦科从事内勤工作，翻阅了大量
的敌伪档案资料。加之曾在峄
县、临城县、兰陵县工作过的老
领导、老同志在不同场合的回
忆，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枣庄地区历史上就是战略重
地，敌我双方都不断加强对这一
地区的控制和争夺。淮海战役之
后，大批国民党特务潜伏下来搞
破坏，加上大量土匪散兵的骚
扰，对我新生政权构成严重威胁
和挑战。因此，当时的对敌斗争
异常尖锐复杂。如果把这个时期
敌我斗争形势和重大事件、案件
再现出来，不仅有历史意义，而
且对后人也应有一定的教育意
义。这是我撰写这部分文稿的初
衷。

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
人，大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
苦难。我最早的记忆是大饥荒带
来的切肤之痛和人们为生存而无
奈的挣扎与奔波；上学后我又赶
上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
命，高中只读一年，为了生活为
了梦想而离家参加建设兵团，直
到1975年初被选调到枣庄市公安

局，开始以后四十年的警旅生
涯。正因为有艰苦岁月的经历，
所以才对往事记忆深刻。

本书的最后部分 《早期文
存》，选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
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习作和一部
未出版的反间谍题材长篇小说的
节选。那个年代，年轻人的求知
欲都比较高，但生活环境和条件
所限，能读到的书很少。在建设
兵团时期，我带去的一本《新华
词典》，不知被我翻了多少遍，
还随手把成语注释记下来，不到
一年时间，写了三本笔记，从一
条条成语典故中，我学到了许多
的知识，也打下了一定的文字功
底，可以说终生受益。参加公安
工作后，有了较好的读书学习条
件，随着多方面知识的积累，我
对文学创作产生浓厚兴趣，业余
时间写了不少散文和小说，后来
又创作了长篇小说 《昌庆谍
影》。那个年代，报刊杂志很
少，能发表一篇文学作品很不容
易，出一部书就更难。

精彩书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