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本版编辑/刘臻 邮箱：zzwbfk@sina.cn 2015年12月31日 星期四 报料电话：5200110热读·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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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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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两岸洒热血运河两岸洒热血
——记原运河支队队长孙伯龙烈士

■ 抱犊崮下蓄军力

今年83岁高龄的孙继龙，是原八路军一一五师
鲁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峄山支队支队长孙伯龙烈士的
次子。2014年，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孙伯龙被
列入全国第一批“著名抗日烈士”。今年9月3日，孙
继龙与全国64位烈士的后代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进京阅
兵活动，乘检阅车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检阅。12月28日，孙继龙在薛城区临山脚
下家中，怀着对父亲强烈的怀念之情，讲述了父亲孙
伯龙传奇战斗的人生经历。

■ 抗日前线当先锋
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占领

济南后，又沿津浦路南下，鲁南地
区局势危急。目睹祖国的大好河
山遭到侵略者的蹂躏，孙伯龙心
潮难平，毅然在家乡动员群众，筹
措枪支，组织起一支30多人的抗
日武装，活跃在枣庄附近的张林
村一带。他运用在黄浦军校练就
的军事技能，对这支抗日武装严
格训练。当地民众看到这支训练
有素、士气高涨、纪律严明的抗日
队伍，便奔走相告。不久，周围的
民众纷纷携带护家的枪支投奔孙
伯龙，要求加入抗日队伍，使队伍
迅速发展到100余人。

当时，孙伯龙在黄浦军校的

同学黄僖棠，曾任国民党山东省
党部委员，领得了国民党军事委
员会别动总队 50游击支队的番
号，他自任司令，委任孙伯龙为
他的参谋长。1938年4月，黄僖
棠回到峄县，拉拢孙伯龙带着队
伍，同他一起活动，孙伯龙坚决
主张抗日，毫不理会黄僖棠，断
然率部开赴峄西。

当时峄县周营一带还有一支
抗日武装在活动，其领导人是邵
剑秋。为广泛团结抗日力量，更
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孙伯龙
主动与邵部联合作战。由于这两
支队伍的密切联系，互相配合，
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

气焰，大大地鼓舞了峄西民众的
抗日情绪。

1938年6月，中共苏鲁豫皖
边区特委委派朱道南率鲁南人民
抗日义勇总队第三大队，联合董
尧卿的抗日自卫军一同出山赶赴
峄南进行宣传鼓动和统一战线工
作。经过一番努力，疏通了与各
部的关系，创办了“抗日训练
班”，6月中旬，在周营镇召开
了“山外抗日军联合委员会”成
立大会。“山外抗日军联合委员
会”由义勇总队、孙伯龙部、董
尧卿部与邵剑秋部组成，孙伯龙
被推选为副主任委员。在孙伯龙
的协调下，几支队伍分工合作，

密切配合，利用人地两熟的有利
条件，扒铁路、炸火车、打埋
伏、袭据点，声威大震。

峄南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
刺痛了日军，日军加紧了清乡扫
荡，残酷杀害抗日民众。不久，
朱、董两部奉命撤往山区，邵部也
被其顶头上司骗至苏北，坚持原
地斗争的重任落在孙伯龙肩上，
处境极为险恶。是年 9月，邵剑
秋摆脱了其上司的控制，率部由
苏北返回峄西，孙、邵两部又重新
联合在一起，进一步发动和依靠
当地民众，对日军的清乡扫荡展
开英勇反击，使峄西地区的形势
日趋好转，队伍也不断发展壮大。

孙伯龙，名景云，字伯龙。
1903年生于山东峄县四区(今枣
庄市薛城区陶官乡)中李庄村一
个富裕家庭。他自幼聪慧，少有
大志，颇受父母喜爱。6岁读私
塾，后转入初小就读。1919年，
孙伯龙初小毕业后，以高分考入
峄县韩庄镇高等小学。时值第一
次世界大战结束，满怀一腔爱国
热忱的孙伯龙对北洋政府卖国求
荣的行径痛恨万分，立誓报国救
民。“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组
织和发动学生，声援北平爱国学
生，同时，带头组织检査组、纠察
队，抵制、收缴“日货”。

不久，他被推选为“韩庄高等
小学抗日救国会”会长。在此期
间，他四处奔走，向广大群众发表
革命演说，揭露北洋军阀求荣卖
国和帝国主义侵华的滔天罪恶，
号召各界人士觉悟起来，声援“五

四”爱国运动。
1922年，孙伯龙以优异成绩

考入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在这
里，他与在该校讲习所就读的同
乡朱道南结为好友，二人经常在
一起探讨革命真理，并积极参加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宣传马列
主义，散发革命传单，发动学生上
街游行示威，反对军阀混战。

1926年，孙伯龙为了追求光
明，寻找救国之路，毅然南下广
州，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学习。学
习期间，孙伯龙刻苦习研，力求掌
握更多的军事知识，并立下“救国
拯民，复兴中华”的宏愿。

1928年 4月，国民革命军在
徐州誓师北伐，孙伯龙随国民党
第四十军开进鲁南，战败了奉系
军阀孙百万部，国民革命军占领
峄县后，孙伯龙奉命留在家乡，组
建国民党峄县县党部及县政府，

被任命为县党部常务执行委员
（后称书记长），成为国民党在峄
县的主要官员之一。

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孙伯龙
在峄县十分注意倡导新文化，他
在城里创办了“血花”书店，积极
推销进步书刊，如鲁迅的《热风》、
《吶喊》，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
左干臣的《征鸿》等，深受广大读
者的喜爱和欢迎。他创办了“农
民训练班”，公开宣传“解放妇女，
提高女权。”他的夫人葛伯华在他
的影响下，带头剪发、放脚，提倡
女权并坚持到妇女识字班义务讲
课。他支持农会揪斗恶霸地主，勒
令给恶霸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
支持枣庄矿区建立失业工会组
织，亲自批准失业工会的合法地
位。孙伯龙曾多次帮助共产党人。
朱道南，参加广州起义后，因与部
队失去联系，返回家乡峄县，在

孙伯龙的多方掩护下，才得以在
当地教育界立足并继续从事革命
活动。孙伯龙在峄县初任书记长
不久，得知中共山东省委派往峄
县的联络员、昔日的老同学项脉
在峄县不幸被捕，心急如焚，便
借探监之机，向项口授机宜，使
项免遭屠杀并安全脱险。

■ 运河之畔初长成

为进一步打开峄南运北的抗
战局面，孙伯龙于1939年6月到
抱犊崮山区找到了特委领导朱道
南，请求给予指导和帮助。通过朱
道南的引荐，孙伯龙与鲁南特委
书记宋子成及人民抗日武装十九
团团长张光中见面商谈。经我党
出面说合、张光中推荐，由国民党
鲁南专员兼保安司令张里元委
任孙伯龙为鲁南游击司令部特
务二旅旅长，邵剑秋为直辖七
团团长，孙伯龙接受委任，摒弃
了原来的番号，加强了同我党的
联系，带领部队越战越猛。7月
13日，孙伯龙根据准确情报，在

曹家埠设伏，与邵剑秋部协同作
战，致日军四支郎君小队22人无
一漏网，开创了苏鲁边区全歼敌
人一部的范例。

1939年中秋，八路军一一
五师政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亲
率先头部队六八六团、师机关和
直属部队抵达鲁南抱犊崮山区，
开辟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抗日
根据地。不久，义勇总队归一一
五师建制，改编为苏鲁支队。峄
县县委在运河南所掌握的孙斌全
部也用了八路军的番号。

同年 11月，峄县抗日民主
政府正式成立。这时，“山外”

打八路军的旗帜问题，已提到工
作日程。根据上级领导指示，峄
县决定把在峄县运河两岸活动的
几支抗日武装，在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旗帜下统一起来，组成我
党直接领导的抗日队伍。通过朱
道南的联络，孙伯龙当即表示，
动员全体官兵共同抗敌。罗政委
听了县委的汇报，同意将孙伯龙
部归八路军一一五师建制，编为
运河支队。同年 12月底，八路
军一一五师首长颁发了组建运河
支队的命令，任命孙伯龙为支队
长，朱道南为政委，邵剑秋为副
支队长，胡大勋为参谋长，文立

正为政治处主任。1940年 1月 1
日，在周营召开了成立大会。从
此，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的
旗帜飘扬在运河南北，在一一五
师统一指挥下，与苏鲁支队三大
队，峄县支队、四县边联支队等
抗日武装，协同作战，不断给日
军有力打击。在杜庄、曹埠桥、
塘湖、杨庄、候集等战斗中，孙
伯龙借助天时、地利，充分发挥
毛泽东同志游击战术的威力，巧
妙设伏，灵活出击，相机转移，
使敌人屡遭重挫，真正成为“敢
在鬼子头上跳舞的英雄人民抗日
武装”。

■ 毛楼村里洒热血
1940年 10月初，日军集结

重兵，分进合围，对运河支队发
动凶猛进击。因敌众我寡，运河
支队伤亡重大。10月 12日，孙伯
龙亲率两个中队，在朱阳沟村与
敌激战一天，他指挥果断，身先
士卒，部队愈战愈勇。直至天黑
时，敌人丝毫未能突进我方防
线。在一大队增援下，孙伯龙率
部利用夜暗，顺利突围。此战，运
河支队仅以50人伤亡的代价，取

得了歼敌近 400人的
战果。是年 11月，孙
伯龙奉命率运河支
队进山休整。时值鲁

南军区刚刚建立，中共鲁南区党
委和一一五师任命孙伯龙为鲁南
军区副司令员，分管部队训练和
机关工作。

1941年 1月，日本侵略军大
举“扫荡”，鲁南抗日斗争进入了
艰苦时期。孙伯龙产生了一个新
的想法：利用他在峄县的基础，再
组建一支抗日队伍。他正式向鲁
南区党委提出请求，此时，鲁南军
区正筹备成立国民党抗敌协会自
卫军，党组织很快批准孙伯龙的
请求，任命他为峄山支队支队长，
同时，任命彭畏三为政治委员。

1941年初春，孙伯龙亲率峄

山、运河支队以及峄山抗日民主
政府机关，在苏鲁支队三大队协
助下，在运河两岸广泛开展工作。
孙伯龙充分利用国民党抗敌协会
自卫军的合法身份，运用统战政
策，上下奔波，巧于周旋，主动与
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地方武
装联系，展开团结联盟工作，从而
使一些对共产党怀有戒心的地方
武装，很快归拢过来。这使孙伯龙
真正体会到鲁南军区首长要他以
国民党的名义兼职的重要意义。其
间，孙伯龙团结各界人士，共谋抗
日良策，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斗
争任务。他率部多次拔据点、除敌

顽，粉碎敌人“扫荡”、“围剿”。
1942年 1月 2日凌晨，侵占

鲁南的日军调集1000余兵力，突
然包围了鲁南军区峄山支队驻地
——毛楼村。面对穷凶极恶的侵
略军，峄山支队官兵奋力抗击，孙
伯龙身先士卒，英勇杀敌。激战
中，孙伯龙不幸头部中弹，壮烈殉
国。鲁南军民为孙伯龙召开了隆
重的追悼大会，八路军一一五师
政委罗荣桓在悼词中说:“孙伯龙
烈士弃暗投明后，为建立抗日民
主统一战线做了大量的工作，他
的一生，是坚持团结抗战的一
生。”

孙伯龙

孙继龙（左）与父母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