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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击点燃抗日烽火 战斗过程惊心动魄

星期六
2024年4月13日 05诸诸城城红红色色印印记记

  自 路 景
韶 带 领 抗 日
游 击 大 队 打
响 诸 城 抗 日
第 一 枪 后 ，
中 共 诸 城 地
方 党 组 织 领
导 诸 城 人 民
进 行 了 不 屈
不 挠 的 斗
争 ， 配 合 各
主 力 部 队 ，
多 次 粉 碎 日
伪 军“扫 荡”
“清 剿”。其
中 马 耳 山 反
扫 荡 彻 底 粉
碎 了 敌 人 的
围剿。

  在诸城抗战史上，有一次战役
是绝不能忘记的，它是1938年2月2
日由路景韶带领游击大队发起的路
家道口伏击战；有一处地方是绝不
能绕过的，则是路家道口抗日遗址。
  1937年10月，日军侵入山东，
国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第三集团
军总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
率10万大军不战而逃，接连丢掉黄
河、济南、泰安、运河防线，致使
日军一个半师团轻易侵占了大半个
山东。12月27日，济南被日军侵
占，诸城县长闻风逃窜。
  在山河破碎、国难当头的危急
关头，诸城许多优秀儿女挺身而
出、舍生忘死地投身抗战烽火中。
陶钝就是其中的一员。陶钝，诸城
市昌城镇徐家河岔村人，原名徐宝
梯，毕业于北京大学，1937年回家
乡组织抗日活动。他的家乡在诸城
七区，有一支500多人的地方武
装，陶钝试图把这支武装发展为抗

日队伍。
  陶钝找到区长路景韶，劝他起
来抗战。路景韶是革命志士路友于
的大哥，为人豪爽，人称“路大胡
子”。陶钝决定先通过路友于的事
打动他：“（路）友于兄在当时主
张国共合作，直至牺牲也是和共产
党一起的，他成了国民党人的榜
样。这样的国民党人，不仅国民党
尊重他，全国人民都尊重他，连共
产党也同样尊重他。政见不同，救
中国的意志是相同的。如果他还健
在，一定会希望你进行国共合作，
一起抗战。”
  在陶钝和路君约等人的劝说
下，以及考虑到当时的大形势，路
景韶决心拉队伍抗日，坚决打击日
寇，保家卫国。他把整个区的地方
武装编为一个抗日游击大队，他兼
任大队长。还成立了由陶钝担任队
长的青年队，相州的赵明宇召集二
区的一批青年，也加入了青年队。

  1938年2月2日，日本侵略军
1000余人从高密出发，沿诸高公路
向诸城进犯。路景韶得知后，立即
率领抗日游击大队500余人埋伏在
路家道口一带。翌日清晨，3辆满
载军火的日军汽车行驶到芦河时陷
住了，车上19名日本兵除留下几人
看车外，其余纷纷到村里抓人推车
修路。路景韶当即派王贯三带领
200余人去抢夺军车上的武器，派
张本亮率300余人到福胜村后公路
两旁埋伏。群众听此消息，不少人
自动加入战斗行列。10时左右，5
辆军车载着100余名日本兵来到福
胜村时，游击队员一齐开火，激战
一小时后，日军反扑，游击队员撤
退到道口。抢夺武器的游击队员因
暴露目标未能成功，只好退回道
口。两路人马会合后，打退日军的
多次进攻，于傍晚撤往齐沟村一
带。这次战斗共击毙日军6人，缴
获枪1支，是日军在诸城受到的第
一次打击。
  40多年后，曾亲临这次战斗的
陶钝在一篇回忆文章《一位被遗忘
的朋友——— 缅怀赵明宇同志》中，
详细地记叙了战斗过程：
  日寇先头部队到了路家道口村
西芦河(从卢山下来的一条小河)渡
口，汽车陷入了泥塘。路大队侦知
后，派了一个射击小组去，从东面
射击。那时正当过阴历年，我回到
本村，从本村带了一个班在西边埋
伏，发现敌人就射击。这些游击队
员都是在农村防备土匪和打猎的射
手，射击技术是挺好的。当时敌人
受到了杀伤。敌汽车冲出泥塘后，

急忙南驰。天晚以后，敌人包围了
道口村，路大队没有撤出。入夜，
敌人用重机枪和小炮攻击村围子
墙。游击队在围墙上坚守，上来的
鬼子被手榴弹和步枪击退。赵明宇
和与他同来的青年队员在围子墙上
和敌人对抗，这是他第一次过战斗
生活，从前他连枪也没有拿过。战
斗到下半夜，围子墙没有被攻破，
杀伤了相当数量的敌人。敌军停止
攻击以后，赵明宇带领游击队从东
门撤走，战斗中牺牲了六位战士。
  文章中提到的赵明宇是一位回
乡抗战的诸城优秀青年，又叫赵震
寰，是相州镇人，生于l903年，后
来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与邓恩
铭同班同学。邓恩铭与王尽美相
识，就是由他介绍的。他在王尽
美、王翔千、邓恩铭影响下，从事
进步革命活动，先后参加了“励新
学会”“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等进步组织。后来，他参与了李大
钊、丁惟汾、路友于主持的国民党
北京执行部的活动，与路友于交往
密切。1927年，李大钊和路友于等
一批革命人士在东交民巷使馆区被
捕，惨案发生前多方面的营救和事
发后烈士遗体的收殓等工作，都是
由赵明宇联系办理的。七七事变发
生后，在青岛铁路小学任校长的
他，放弃安逸的教学生活，回到家
乡进行抗日。
  路家道口伏击战打响了诸城抗
日第一枪，唤醒了更多诸城儿女的
爱国热情，他们众志成城、义无反
顾地走上了抗日的道路，筑起了一
道坚不可摧的新的长城。

陶钝说服区长一起抗战 拉起抗日游击大队

路家道口设伏打击日寇 打响诸城抗日第一枪

  1932年出生的下茁山村民王增
奎对那段往事仍记忆犹新：
  1945年2月初，八路军一个连
（滨海军区十三团二营一连）从山
南到了下茁山村，部队当晚就驻扎
在下茁山村里。这支部队连部就住
在他家里，有连长和他的警卫员，
还有连队的卫生员、通讯兵等，一
共七人。连长名叫丁秀卿，白生生
的，一副文弱秀才的模样。虽然已
经开春，但天气还很冷，尤其是在
晚上。王增奎就从院子里抱来柴火
把东屋和西屋的炕都烧热了。
  他见丁秀卿身上斜背的匣子
枪，就好奇地暗暗用指尖触着枪
套，丁秀卿发现了，就笑着问王增
奎：“小朋友，你喜欢枪？”王增
奎点点头。丁秀卿问他为什么喜欢
枪，他说有枪就可以用来打鬼子。
  通过交谈，他才知道这个丁连
长是上过学的人，出身地主家庭，
为抗日弃学参加了八路军。
  丁秀卿开始手把手地教王增奎
如何使用匣子枪，很快王增奎就学
会了上子弹、勾扳机、瞄准。丁秀
卿对旁边的下茁山村长王进来说，
这孩子是一棵当兵的好苗子，要不
是他年龄还小，真想把他收到
部队。
  王增奎听了，马上就嚷嚷着，
让丁秀卿带他去当兵。丁秀卿说，
等他长大了，一定让他去当兵。他
见王增奎不相信，就让警卫员拿来
一个军用包，从里面摸出十几个子
弹壳，把其中一个拿给王增奎说：
“咱们以此为证，到时候只要你拿
出这个子弹壳，说是某年某月丁连
长给你的，部队就会收你当兵。这也
算是我赠给你的一个纪念品吧。”
  警卫员小岳对王增奎说：“你
可不要小看了这个小小弹壳，这可
记录着我们连长杀鬼子的数目。丁
连长每杀死一个鬼子，就收藏一个
弹壳。这可是我们连长的战功簿
啊！”

  第二天，吃了中午饭，部队要
向郝戈庄村开拔。临走时，丁秀卿
把军帽摘下来，往王增奎头上一扣
说：“来，让我瞧瞧你戴上军帽像
不像一个八路军战士。”
  丁秀卿又说：“这顶帽子就留
给你做纪念了！希望你快点长大，
早日参军打鬼子。”
  丁秀卿说完后，拍拍他的肩
膀，就跑在部队前头去了。队伍随
即疾速地朝北岭奔去，他们卷起的
尘土四处飞扬。
  当天深夜，忽然从郝戈庄村方
向传来阵阵枪声。第二天一早，王
进来忙派下茁山村民兵连长苏来喜
去打探消息。苏来喜很快回来哭喊
道：“全完了！”
  原来，昨天深夜，从泊里方向
来的日寇悄悄包围郝戈庄这一带的
村庄，企图烧杀抢掠。驻扎在这里
的丁秀卿马上帮助村民转移。为了
掩护群众转移，丁秀卿他们边打边
往西南方向撤退，后来被敌人从东
西两面包抄，最后他们弹尽粮绝，
就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几乎全部
战死。
  当天，常山区委召集各村凑齐
了几十口棺材，把这些年轻的烈士
埋葬在了郝戈庄南面的山坡上。
  王增奎说：“太惨了！他们都
还那么年轻，眼瞧着就迎来抗战胜
利了，却没等到这一天。”
  王增奎那天跑去了战场，在尸
体堆里寻找着丁秀卿。许多尸体几
乎面目全非了，他最终也没有找
到。丁秀卿留给他的那个子弹壳、
戴在他头顶上的那顶八路军帽，就
成了留给他最后的纪念了。
  新中国成立后，埋葬在南岭上
的许多遗骸相继被烈士家属迁走，
现在那里已基本没有多少烈士墓
了，但他们用年轻的生命铸就
的革命丰碑永远屹立在郝
戈庄村的土地上，屹
立在后人的心中。

带领郝戈庄村民转移 受夹击几乎全部战死

  郝戈庄抗日英雄纪念碑位于诸
城市皇华镇前郝戈庄村西南山坡
上，由于这座山叫“江山”，纪念
碑又叫“江山抗日英雄纪念碑”。
这是郝戈庄镇干部群众于1991年清
明节捐资修建的，纪念碑自建成以
来就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
地点。
  当年，郝戈庄年近九旬的王福
莲老人接受采访时，含着热泪讲述
了那段难忘的历史：1945年2月4日
深夜，当地群众正在过农历“小
年”时，日寇开始悄悄包围郝戈庄
一带村庄，企图烧杀抢掠。驻扎在
这里的滨海军区十三团二营得到情

报后，马上帮助村民转移。次日凌
晨，日军从我军后方发动袭击。二
营一连指战员为了掩护群众和主力
部队转移，在淇河西岸依靠有利地
形和敌人周旋，顽强阻击敌人。日
寇久攻不下，不断增兵，将一连官
兵围困在淇河西岸。战斗持续4个
小时，四面受敌的一连指战员寡不
敌众，除一人生还外，其余47人壮
烈牺牲。烈士们身上布满了弹孔和
刺刀痕迹，有的手里还紧紧握着枪
支。当地群众悲痛地将这些牺牲的
战士就地掩埋。
  关于这次战斗的一些细节，史
料记载得并不多。

郝戈庄西南山坡埋忠骨 捐资建抗日英雄纪念碑

  在皇华镇桥上村村前路东侧立着一
块石碑，上面写有“马耳山抗日遗址”
几个醒目的大字，落款是“中共诸城市委
 诸城市人民政府”，日期是2020年9月。

  1945年5月下旬，日军纠集诸城、
莒县、日照、泊里等地日、伪军5000余
人，分四路向滨北诸、莒、日、胶根据
地实行迂回大“扫荡”，妄图“围剿”
滨北军分区和各县地方武装以及诸城、
日北等县党政机关，摧毁五莲山区抗日
根据地。

  5月22日，四路日、伪军在马耳山
周围集结，实行“铁壁合围”，野蛮地
烧杀抢掠。23日，日军将我滨北地委、
专署，诸城县委、县政府，日北县委、
县政府等机关和千余名群众包围在马耳
山上。将长城岭村160户群众的粮食、
衣物和82头牲畜全部抢劫一空。24日，
日、伪军一部在松柏林村抢劫以后，纵
火烧毁房屋500多间。25日，一股日、
伪军劫掠朱家老庄，在山沟中包围了部
分避难群众，有18人被刺刀刺死。
  在日、伪军“扫荡”之前，马耳山
一带各级党组织就向根据地群众作了思

想动员，并且做好了战斗准备，坚壁清
野，疏散老弱病残。有的村挖了地洞，
有的村里村外垒石伪装成假人岗哨迷惑
敌人等。来犯的敌人一进根据地，就踏
响了地雷，被炸得人仰马翻。当地民兵
奋起阻击，民兵队长王义龙身受重伤，
仍然坚持战斗，最后壮烈牺牲。马耳山
西麓，民兵们奋勇抵抗，弹药打尽后，
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形，用滚石击退了敌
人的进攻。

  我方的顽强阻击让敌人惊魂丧胆，
不敢走正路。24日，日、伪军搜索于家
沟村时，一名日本兵抢掠了群众财物后
正想离开，遇上本村农民于方俊、于方
清等五兄弟，他们先是设法稳住这个日
本兵，然后乘机一齐动手，将其扼死。
经过军民的英勇奋战，我党在根据地内
兴办的军用、民用工厂均被完好地保护
下来，其中就有桥上村的一处兵工厂。
马耳山反“扫荡”取得了胜利。
  党组织和政府在粉碎了敌人“扫
荡”过后，立即派出干部，调拨物资款
项，救济受害村庄群众，帮助受害群众
修盖房屋，重建家园。

军民做好战斗准备 马耳山反扫荡胜利

陶钝（资料图片）

赵明宇

郝戈庄无名烈士碑。

郝戈庄战斗发生地淇河西岸。

马耳山抗日遗址。

时任民兵组长的王福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