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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姜言明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宋杰

1938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
毛泽东提出“派兵去山东”。

115师主力挺进泰西

八路军115师师部、师直属队、343旅686团等
组成东进支队，陈光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
员。东进支队在115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的
率领下挺进山东。

从1938年底开始，日军增强驻山东的兵力，
组建第12军，下辖第5、第21、第114师团、独立混成
第5旅团、骑兵集团等部，占据着山东大部分城市
和交通要道，并开始向乡村渗透。

1939年3月，我东进支队由河南与河北交界地
区进入山东，随后抵达东平无盐村。12日，在东平
的夏谢村召开部队干部会议。罗荣桓指出，东进
支队的任务就是创建泰西抗日根据地，依山(泰
山)、傍湖(东平湖)向外发展。

1939年3月，东进支队智取汶上草桥伪据点，
俘伪军一个中队。当时，115师以一部骑兵深入敌
占区，侦察敌情。战士们身着日本军大衣，骑着缴
获来的大洋马，伪装成日军来到草桥伪据点。115
师骑兵连长叽里呱拉地讲着“东洋话”，命令伪军
集合。伪军见“皇军”来到，急忙列队，我骑兵连趁
机包围据点，并将伪军全部俘获。“草桥阅兵”的
故事，后来在泰西群众中广为流传。而我军的这
次智取行动，在当年刚创办不久的《大众日报》上
也有报道。

1939年4月，东进支队在肥城阎王桥、东平香
山、宁阳葛石店、泰安鱼池村等地连续打击日伪
军，均获重大胜利，累计歼灭日伪军近千人，极大
鼓舞了抗日干部和群众的热情，也引起了敌人的
恐慌。

日军九路围攻陆房

115师曾在平型关战役中重创日军，打败日
本侵华精锐部队坂垣师团。自平型关大战之后，
日军就四处寻觅我115师主力，并想方设法一举
消灭。

听闻115师主力来到山东，日军又恨又喜。
1939年5月初，日军驻山东最高指挥官、第12军司
令官尾高龟藏纠集两个旅的主力及济南、泰安、
兖州、肥城、平阴、东阿、宁阳、长清等十几个城镇
的日军共5000余人及伪军一部，配备汽车、装甲
车100余辆，大炮100余门，分9路“扫荡”泰西地区，
寻找115师主力决战。

从5月2日至8日，日伪军首先对大汶河南岸

的东平、汶上地区进行“扫荡”，9日开始以“步步
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向肥城以南、汶河以北推
进，逐步形成合围。10日，日军继续推进，紧缩合
围圈。

1939年5月19日的《大众日报》曾经这样报道：
“日寇自本月5日起，开始向我侧翼‘扫荡’，9日向
我肥城山区进攻，一面修筑公路，逐步推进，紧缩
我军占领地区……”

我115师除留下第686团两个营在原地坚持斗
争外，师机关、直属队、津浦支队向大峰山区转
移，山东纵队第6支队向平阴、东阿转移。但随着
日军向中心推进，并控制山外各要口，形成封锁
圈，115师师部、第686团、津浦支队、冀鲁边第7团、
山东纵队第6支队等部和中共鲁西区党委、泰西
地委等党政机关，共3000余人未及时转出外线，
被包围于肥城东南陆房周围纵横各约10公里的
狭小区域内。这一地区，地形像一个脸盆，周围山
势不高，无法隐蔽大部队。

陆房村地处济(南)兖(州)公路以西，三面环
山，西邻大董庄；西南接肥猪山、岈山；北傍黄土
岭、黑峪；东接凤凰山、蛤蟆山；东南面是开阔的
小平地，115师师部就驻在陆房村附近。

5月10日，115师令686团在内线牵制敌人，其
余部队分路向外转移。但行至途中，师部等均遭
敌机动部队阻击，除6支队因道路熟悉转移出外，
其余部队均转移未成。

陆房突围战打响

情况十分危急，115师当即决定，凭险据守，
待机突围。

据张立华、董宝训所著《八路军史》(青岛出
版社，2006年1月版)记载：

11日，日伪军在炮火的支援下发起全线进
攻。我第686团沉着应战，指战员们用步枪、手榴

弹、白刃格斗，打退日伪军的进攻。战至中午，日
军改变战法，由轮番攻击改为集团冲锋。日军集
中所有炮火，在山脚下向山上急速发射，直打得
岩石开花、树枝横飞。第686团一直坚守着阵地。
坚持在陆房以北、以东的师特务营和津浦支队英
勇地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师骑兵连奇袭陆房
东北临安站之日军，给敌人以重创。战斗中，曾有
200多名日军一度逼近115师师部驻地陆房村，八
路军与其展开肉搏战，血战持续了一天，我军守
住了阵地。

入夜后，日伪军畏怯夜战，实行收缩兵力、包
围监视战术，企图次日再度进攻。为防我军夜间
突围，日军以重兵把守陆房周围各个制高点与大
小路口，并燃起了堆堆大火。

115师决定利用敌人不敢夜战的弱点，实施
隐蔽突围，确定了突围的部署、方向。提出，一要
轻装；二要弹药、电台、银元不能丢；三要妥善处
理伤员。突围部队一律枪上刺刀，压满子弹，随时
准备投入战斗。突围中，“必须坚决服从命令，不
得自由行动，不得发出响声和光亮。”

夜间10时许，我军开始收容部队，进行政治
动员，整理组织，宣布纪律，紧急轻装，埋藏重要
物资，安置伤员。分3路突围的队伍，在当地农民
向导的带领下，紧张有序地进行突围。

为了迷惑敌人，津浦支队骑兵连派出9人，每
3个人一组，飞马奔驰在敌阵地前，并一阵枪、一
阵手榴弹地攻击，引诱敌人仓皇还击。686团1营
派小股部队用火力袭击迷惑敌人，4连派兵力警
戒常庄、油山庄两侧。

我突围部队以686团1营为前卫，掩护师部、
团机关沿岈山的沟口小路，向西南越过敌人的封
锁隘口，拂晓前跃过汶河，至东平县无盐村。686
团辎重部队经上庄、郝家峪、白庙口、红山、刘庄、
孙伯突围，拂晓过汶河到汶上城东。

5月12日上午，日伪军继续对我115师阵地发

起猛攻，一直打到陆房村内，未见八路军一人。陆
房一战，我军以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自己伤亡
360余人，粉碎了日伪军围歼我115师的企图。

日军制造“狼山惨案”

115师成功突围后，失败的日军遂对狼山一
带的群众进行疯狂的报复。5月12日，制造了骇人
听闻的“狼山惨案”。在狼山北，日军逼迫18名青
壮年穿上八路军的服装，跪在地上，然后进行拍
照，随即全部用刺刀捅死。山前刘家村桥下的8
名无辜群众，被拉到桥上枪杀。从早晨到中午，
日军杀害当地群众88人，烧毁房屋153间，其中仅
刘家村就有36人被杀。山上山下烟火弥漫，哭声
遍野。

据不完全统计，在东陆房、西陆房、刘家村、
大董庄、黑峪、牛庄、东界首、西界首、孟村、李村、
赵村、下庄等15个村，被残杀的群众达126人，烧毁
房屋无数。

2011年5月24日，本报记者来到肥城市安临站
镇东陆房村采访时，见到了当年战斗和惨案的目
击者、现年85岁的马宪振老人。当时只有13岁的
马宪振，亲眼目睹了115师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场
景。牙齿虽然掉光，但身板硬朗的马宪振说：“八
路军的一个机枪手，左边一挺机关枪，右边一挺
机关枪，轮着打。”(据我们分析，一个士兵不可能
操作两挺机关枪，尤其那时机枪如此珍贵，可能
是另一名机枪手牺牲了。)

八路军成功撤退后，日军杀害了不少东陆房
村的百姓。马宪振说：“光我们村马家街一条街就
有13人被日本人杀了。我父亲也被他们害了，那
年他47岁。我当时和两个15岁的小伙伴躲在一条
水沟里，因为狗叫被日本人发现。他们两个被抓
去当八路军杀了，我个子太小，像个小孩，冒充不
了八路，才没死。”

■ 往事回眸·红旗飘飘┩刀道

陆房战斗：八路军115师成功突围

刀砍水煮、铁笔刻写、金粉装饰，普通贝叶幻
化为傣族文化“百科全书”。

但资源日益匮乏，技艺后继乏人，贝叶文化
遗产岌岌可危。

□在云南的傣族聚居区，几乎每一个村寨都
有佛寺佛塔。在这些佛寺里，保存着大量由贝叶
记载的南传上座部佛教经文，傣语称为“坦兰”，
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贝叶经”。

贝叶经不但记载了佛教经典，也囊括了傣族
的天文历法、社会历史、法律法规、民情民俗、医
理医药、文学艺术等丰富多彩的内容，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傣族文化。因此傣族人民对贝叶经倍加
珍惜，将其誉为“运载傣族历史文化的神舟”、傣
族文化的“百科全书”。

1982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唐国强与
李秀明主演的傣族爱情故事片《孔雀公主》，便是
由贝叶记录的傣文叙事长诗《召树屯》翻译改编
而来的。

现在发现有贝叶经留存的国家，除了中国以
外，还有印度、泰国、缅甸、老挝、斯里兰卡等国。
据调查，云南西双版纳、思茅、临沧、德宏一带，除
了发现傣文贝叶经以外，还有老挝文、缅甸文、泰
国文贝叶经。

由于西双版纳的傣族与泰国的泰族、老挝的
老族、缅甸的掸族具有相同的族源，与百越族群
渊源极深，共同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其居住地
又山水相连，因此形成了一个别具特色的东南亚
贝叶文化圈。

西双版纳州聚居着傣族、哈尼族等12个少数
民族，这里的500多座佛寺，保存了5万多部贝叶
经，是继承贝叶经制作技艺较为完整的地区之
一。

在西双版纳发现的巴利文本和傣文本贝叶
经，规格多为每页四行式、五行式、六行式和八行
式四种。

以前，佛寺里的和尚与佛爷，必须要掌握制
作贝叶经的技艺。然而近年来，由于受现代文明
的影响，贝叶经的制作传承，已经面临着难以为
继的困境。

西双版纳州文化馆一直致力于整理、抢救傣
族的贝叶经，馆长段其儒介绍：目前在西双版纳，
能够熟练制作贝叶经的，仅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位
傣族老人。

□现年77岁的波温康郎叫，便是其中从事贝
叶经制作时间较长、技艺颇为娴熟的一位。

像其他傣族男性一样，康郎叫的姓氏为岩，
乳名为“叫”——— 在傣语中是“珠宝”的意思。

12岁时，岩叫落发出家，进曼降佛寺当了和
尚，学文念经，法号“帕叫”。由于他刻苦攻读傣
文，精通佛学理论，备受住持法师长老的器重。于
是，1955年，岩叫刚刚21岁时，便被晋升为“都”，
也就是佛爷，法号“比叫”，并很快被提升为传授
佛法的一位传法上师，制作贝叶经。

岩叫25岁时还俗成家，被冠以“康郎”，人们
通常称其为“康郎叫”。此后，“康郎叫”在村子里
务农，当过会计，也兼做过傣族草医，一直坚持制

作贝叶经至今，目前已经四世同堂。
据康郎叫介绍：制作贝叶经一般要经过取贝

叶、制匣、刻写以及装帧四大工序，听上去似乎简
单，实际上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功夫活。

制作贝叶经的贝叶，采自贝多罗树——— 唐代
著名志怪小说家段成式在其《酉阳杂俎·广动植
物之三》中记载道：“贝多罗树出摩伽陀国，长六
七丈，经冬不凋。”

只能生长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常绿树种贝
多罗树，属于棕榈科木本植物，也叫贝叶棕。它的
植株高大，躯干粗壮笔直，不分枝长杈，叶片呈掌
状展开，形如蒲扇；长柄的贝叶在树顶聚合成半
圆，形状恰似一把巨大的绿色雨伞。

位于热带湿润区的西双版纳，非常适宜贝叶
棕生长。贝叶棕通常被栽培在佛寺庭院或者周
边，傣族人称其为“戈兰”。

一个美丽的傣族传说，演绎了贝叶成为制作
经书原材料的曲折历程。

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位傣族小伙子为了寻
找光明，辞别了他的未婚妻赶往远方。

这对情侣约定，每天都要给对方写一封信，
起初是把文字刻写在芭蕉叶上，由一只鹦鹉为他
们传递。随着小伙子越走越远，芭蕉信的传递时
间便越来越长。这样，芭蕉信尚未到达对方的手
中，便已经枯萎了，致使字迹模糊不清，难以辨
认。

有一天，这位傣族小伙子在森林里无意中
发现：一种叫贝叶棕的叶片，由于昆虫啃食叶
肉，留下了清晰的纹路。于是他突发灵感，将
那些倾诉给未婚妻的情话，刻在了那种棕榈的
叶片上。自此以后，这对情侣之间的贝叶情
书，尽管经过长时间的传递，字迹却依然完好
如初，清晰可见。于是，傣族百姓认为，是充
满智慧的先民们，发明了用贝叶棕的叶片刻写
文字的方法，因此贝叶也就象征着光明与爱
情。

美丽的传说引人入胜，却难以成为探访贝叶
经的可靠依据。

□段其儒介绍：据有关资料记载，贝叶经起
源于印度，然后经过尼泊尔、斯里兰卡和泰国、老
挝、缅甸传入中国。传入中国以后，首先传到西双
版纳，然后又传到思茅，就是现在的普洱地区和
宝山、临沧一带流传。

采集贝叶一般选择在每年的10月份到第二
年的3月份，这期间，西双版纳等地尽管依然较为
炎热，却是贝叶成熟到能够满足制作贝叶经所需
的季节。

把精心挑选老熟的贝叶砍下来后，再根据制
作经书文本的尺寸要求，对贝叶予以进一步筛选
整理。

接下来，把捆扎好的贝叶一束束地放进盛有
淘米水的锅里 ，再把一种叫做酸角的植物果
实，扔进锅中与贝叶一起煎煮。

今天，在锅中加入酸角或淘米水煮贝叶的传
统方法，不但被继续沿用，而且进行了更新———
有些艺人还在锅里加入柠檬之类的酸性物质。这
样做的主要目的，是让贝叶表皮易于脱落。一般
要煮半天乃至24小时，直到贝叶由绿变黄，从硬
变软，呈现出浅绿色，才可以从锅中捞出来。经过
这样处理的贝叶，既能防虫、防水，又可以防腐
蚀，不易变形，经久耐用。

因此，有些贝叶经，虽然被保存了近千年，却
依然完好如新，便不难理解了。

煮好的贝叶并不能直接使用。段其儒介绍：
贝叶经的加工工艺很复杂，贝叶煮好以后要进行
打磨，把叶片上的绒毛去掉，去掉以后再晒干或
者晾干，晾干以后要把它压平。

打磨好的贝叶，被压平顺之后，放在阴凉处
晾干，收起来继续风干一段时间才能使用。

如果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在那些成品的贝叶
经上，普遍等距离地存在着两个圆孔，这两个圆
孔并非无意间留下来的，而是暗藏着压平的玄
机。

这便是制作贝叶经的第二道工序：制匣。压
平使用的木片或者竹片，康郎叫等艺人将它们称

为“木尺”。
康郎叫把一片片晒干压平，经过透风后的贝

叶叠在一起，紧紧夹在特制的两片木尺中间，然后
沿木匣两端的圆孔，用钉子将五百至六百片贝叶
订为一匣。

接下来，康郎叫将装订好的贝叶，用刀沿着木
匣边缘修裁光滑，使其每片大小基本相同。

然后，康郎叫又拿来了“墨线弓”——— 一种与
木工使用的墨斗功能类似的工具，在修裁完毕、重
新打开的贝叶上，依据贝叶宽窄，按照四行式、五
行式或者六行式、八行式四种格式，把墨线轻轻弹
在每一片贝叶上，就像在空白的纸张上，打上一些
规整的格子，便于将文字写得更加工整有序。

至此，制作贝叶经的材料已经准备完毕。

□奇怪的是，书写贝叶经使用的既不是毛笔，
也不是常见的钢笔、圆珠笔或铅笔，而是一支与毛
笔长短相近的“木笔”，这里面又隐藏着怎样的奥
秘呢？

原来，将这种笔称为“木笔”并不准确，它的专
用名称应该是“铁笔”。

事实上，傣族先民最早刻写贝叶经时，使用的
并非铁笔而是尖刀。然而，在刻写过程中，尖刀捏
起来极不顺手，并且刀的刃口过于宽大，刻写出来
的文字难以规整。经过不断实践、反复改进之后，
傣族先民便发明了铁笔。

铁笔的制作，一般要选择比较结实、能够防虫
蛀，捏起来有一点手感的木材，过去以檀香木或樟
脑木为上等材料。然后选择和手指差不多粗的木
棍，把它削光滑以后，再把笔尖部位削成一个四方
形的锥形，然后在中间打入一颗缝衣针，再在磨石
上把它磨尖，这样就可以使用了。

在康郎叫刻写贝叶经的工具笸箩里，我们发
现，除了铁笔，还摆放了磨石、镜子之类的东西。

磨石是用来磨笔用的，笔刻到一定的时候，锋

口会钝了，所以需要用磨石来磨锋利，然后再用
镜子磨一遍，保持锋口更好用。

刻写贝叶经，不但需要纯熟的技艺，还需要
极大的耐心与毅力。

虽然康郎叫已经刻写贝叶经半个多世纪，
称得上技术娴熟了，但是如果刻写一本10多页
的贝叶经，也仍然需要耗费大概5到6天的功夫。

为了使刻写完成后的贝叶经，清晰地显现
出文字，康郎叫还要对其进一步处理。

段其儒介绍：因为贝叶基本上是呈淡绿色
的，显示不出刻写上去经文的内容和字迹，所以
就用锅底灰，加上植物油调在一起，然后还要兑
上一定的酒，因为加上酒容易挥发释放。把它们
涂上去以后，再用抹布擦干，在字迹显示出来之
前一般还要用细一点的河沙打磨光滑，这样完
成以后，涂过锅底灰和植物油的贝叶经就清晰
可见了。

接下来，才进入制作贝叶经的最后一道工
序：装帧。

康郎叫把刻写好的贝叶装订成册，在贝叶
的边沿，涂上一层金粉或者红漆、黑漆加以保护
和装饰。

至此，贝叶经最终制作完毕。
贝叶经做工精细，规格统一，加上金粉和彩

漆的装饰，给人一种精湛、古朴、大方、美观的感
觉。经过水煮等特殊工艺处理后的贝叶经，能够
保存几百年乃至上千年。

□在这一片片贝叶经的方寸之间，傣族历
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几乎都被记录下来。
然而，在今天，随着时代进步与科技发展，以及
受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制作傣文贝叶
经的传统技艺受到了严重冲击。

在云南的西双版纳、思茅、临沧、德宏等地，
除了那些和尚坚持刻写贝叶经以外，像康郎叫
这样，还俗之后却依然致力于制作贝叶经的人，
目前已经凤毛麟角。

针对贝叶经制作技艺面临的困境，云南省
相关部门已经启动了整理与抢救工作。

2008年，贝叶经制作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另一方面，尽管西双版纳等地的环境与气
候，十分适宜贝叶棕生长，然而这些地方的贝叶
棕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相反它们的
数量正在日益减少。只有在一些佛寺及其周边，
才依稀可见为数不多的成年贝叶棕树。

西双版纳等地的一些百姓，开始在苗圃里
对贝叶棕进行人工育苗。然而，由于这些栽培的
贝叶树苗，成活率只能达到20-30%，贝叶资源的
接济，短期内依然是个极大的难题。

贝叶经制作技艺及其文化，是傣族人民宗教
信仰、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古老见证，它已经不
仅仅是傣族人民的，也不单纯属于中国的，而是全
人类无法替代的珍贵文化遗产，如何有组织地整
理、保护、抢救这一濒危的独特技艺与文化，将傣
族人民创造的灿烂文明世代传承，
已经是刻不容缓的重大课题。

贝叶古韵

陆房战斗，是在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末
期，我八路军主力部队初到山东后进行的第一
次战役性的战斗，是继平型关大捷之后取得的
又一次重大胜利。

陆房战斗，不仅消灭了大量的日军，粉碎
了日军合围的阴谋，而且保卫了我抗日武装的
精华115师及当地党政机关、干部。

陆房战斗的胜利也赢得了我八路军主力进
入山东的合法地位。时任抗战统帅的蒋介石为
陆房战斗的胜利发出了“殊堪嘉慰”的贺电，
事实上承认了我军主力进入山东的合法地位。
因为当时 1 1 5师进入山东，本属“先斩后
奏”。

与此同时，陆房一战，为建立、巩固和扩
大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刘伯承同志在《我们在太行山
上》一文中指出：“1938年12月以后，115师东
进。在冀鲁豫地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在1939
年5月的陆房战斗中毙伤日寇1300余人，冀鲁
豫抗日根据地也迅速发展起来。”

陆房突围后，115师一面以游击战争方式
打击日伪军，一面协助当地中共党组织和抗日
政权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运西、泰西地区，
争取了郓城保安副司令祝壁城部1500余人、鄄
城保安队、汶上县长及其武装等参加了八路
军，并争取了伪军侯宪明部4000余人反正。经
郓城、东平、宁阳多次战斗后，基本上清除了
当地伪军各个据点。我根据地得到扩大和巩
固，运西、泰西两区连成一片，在津浦路以
西、运河两侧、黄河以南的三角地区建立了抗
日根据地。同时，115师主力部队得到了快速
发展。1939年7月，扩编成115师独立旅，下辖2
个团和1个补充团。

1939年8月1日，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决定，
在山东地区正式组建八路军第1纵队，徐向前
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新黄河
以北山东境内及冀鲁边各正规部队和游击队。

陆房战斗的胜利，也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
众的抗日信心，一举打开了泰西地区的抗日局
面。1939年秋，泰西地区建立了专员公署，成
为鲁西成立最早的行政专署。泰西行政委员会
和专署的成立，是泰西抗日根据地形成的标
志。随后大部分县都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具
体到陆房战斗发生地的肥城，党的建设得到空
前巩固与发展，县委机关逐步健全，各区都建
立了区委，多数区还建立了数量不等的中心支
部。仅三区即建立中心支部8个，村支部45
个，有党员1000余人。县、区、村普遍建立了
抗日民主政权和区抗日武装，青救会、妇救
会、农救会、工救会、儿童团、自卫队、教育
救国会等抗日群众组织，也从县到村系统地发
展了起来。

(戴玉亮 搜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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