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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杨国胜
本报通讯员 王朋

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他从一个积极参加民
主革命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个自觉为共产主
义事业而奋斗的革命战士，在寿光建立了山东
省第一个农村党组织，并尽其短暂一生，使党
的组织在寿光、广饶等地不断发展壮大。他，
就是山东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张玉山。

在建党90周年之际，记者来到张玉山曾经
生活、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台头镇张家庄，通
过专家的考证、后人的讲述，共同追忆那段红
色的历史。

成立我省第一个农村党组织

据资料记载，张玉山从小性情豪爽、坚毅
刚强。8岁在本村读私塾，15岁考入寿光凤台高
小，后转入寿光县立高等学堂。张玉山的孙
子、山东大学教授张树铮说：“当时，曾祖父
家中开着药铺，家庭算是比较富裕，祖父得以
到济南上学，接受了革命思想。”

1916年，张玉山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
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张玉山怀着
满腔的爱国热忱，走上街头，散发传单，控
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怒斥反动
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这也更加坚定了他
追求真理、解救祖国的信念。

之后，张玉山与同班同学延伯真等组织成
立了进步团体“青年互助社”，研究新思想、
倡导新文化，决心走教育救国之路。1920年，
张玉山得了肺病，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学
习，直至1921年5月学完全部课程，遂离校在济
南住院治疗。

1922年，张玉山出院回家休养，仍然带病
从事乡村教育工作。1923年，他邀请进步青年
王云生到老家张家庄办学堂，宣传新思想，学
习新文化。为使更多的贫雇农子弟得到求学机
会，他不顾少数人反对，把张家庄家庙里的几
棵大松树卖掉，来解决学校的桌椅及经费问
题。在教学中，他注意启发学生的阶级觉悟，
用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事例，剖析社会上人剥削
人的不平等现象，深受广大农民群众欢迎，周
围村庄的很多学生纷纷慕名而来。

1924年4月，经邓恩铭、延伯真介绍，张玉
山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转入中国
共产党。1924年9月，中共寿(光)广(饶)支部成
立，张玉山任书记，王云生、延安吉任委员，
统一领导寿光、广饶两县的党团工作和指导两
县的革命斗争。

“这是山东省最早在农村建立的党支部，
也是潍坊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寿光市委党史
研究室主任张祥森表示，无论是农村还是城
市，寿广支部在全国来说都是成立比较早的。

引导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在寿广支部成立后，张玉山经常带病奔波
于两县之间，发动群众，联络同志。为了在
寿、广两县广泛传播马列主义，他还特地从北
京、上海订购《向导》、《新青年》等革命刊
物。偏僻的农村敞开了与外界联系的大门。

延安吉在《寿广支部的建立及其活动》文
章中回忆说，“当时，寿广支部的主要活动是
发展党员，推销《向导》、《新青年》等进步
刊物，团结教育青年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主
义和进步思想，同时组织农民协会，发展农民
协会会员，办夜校，反对封建迷信等。”

1924年冬，在张玉山的积极倡导组织下，
寿光北半部和广饶县的许多村庄，先后办起夜
校和平民学校，进一步向贫苦农民传授文化知
识，灌输革命思想。1924年12月，张玉山领导寿
光县巨淀区的人民群众，把欺压百姓、敲榨勒
索、贪污肥私的反动区董侯乃萱赶下台。1925
年秋，他又在张家庄一带领导雇工胜利地进行
了一次罢市增资斗争。

1925年初，经中共山东地执委批准，寿
光、广饶两县分别建立了党支部，张玉山任中
共寿光支部书记。这时，他深深地认识到，要
想取得斗争的胜利，必须有一支强大的革命队
伍。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寿光许多进步青年
走上了革命道路，那时寿光党团的主要领导骨
干李铁梅、马保三、褚方珍、李灼亭、赵一
萍、张子明等都是经他介绍入党的。

1925年6月，张玉山受聘到崔家庄双凤小学
任教员，他甘愿义务教学，在教师学生中广泛进
行革命宣传。他常常给教职员工们讲：“地主的所
有财产是从农民那里剥削来的，将来总有一天没
收过来分给农民。别看现在是穷人的白骨，富人
的白银，穷人的黄脸，富人的黄金，穷人说话臭如
美孚油，富人言语香似花露水，这种不平等的社

会现象总有一天是要变的。”
由于张玉山的大量革命工作，双凤小学的

政治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少教员、学生加
入党团组织，建立了中共双凤小学党支部、共
青团支部，使这个学校完全成为党组织控制的
一所学校，并逐步发展成为当时寿光党团组织
的活动中心。

1926年8月，寿光党团组织已经由城北发展
到城南，由河西发展到河东，建立了10多个党
支部，党团员发展到300余人。在省委领导和直
接帮助下，中共寿光县地方执行委员会也在张
家庄正式成立，张玉山任书记，并在他家召开
了第一次执委会。

为革命呕心沥血英年早逝

张玉山不仅注重党的建设，而且非常重视
统一战线工作。

1925年，中共寿光支部根据上级指示作出
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当时，寿光县
国民党的力量很小，为了帮助发展国民党左派
力量，张玉山带头加入国民党。有的同志想不
通，他就用苏联“二月革命”作例子，耐心地
进行思想教育。

到1926年，寿光县国民党的组织有了较大
发展。在中共寿光县委建立后，为适应统战工
作的需要，张玉山建议成立国民党寿光临时县
党部，张玉山、孟雪园(时为国民党左派)等为临
时县党部负责人，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与中共寿
光县委进行密切合作。

1927年，张玉山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但他
仍以战斗不息的顽强精神工作着。他曾带病先
后去济南、益都(青州)等地多次参加会议。后
来，实在不能外出参加会议，他就让其他同志
代替出席。对某些不便在家研究的机密事情，
他就让同志们搀扶着到场院里，躺在柴禾堆上
听汇报，研究贯彻意见，拟订行动措施，安排

布置全县工作。
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张玉山拖

着病重的身子做了许多迎接北伐的准备工作，
曾多次主持召开寿光县国、共两党联席会议，
共商团结一致，迎接北伐的大事。与此同时，
他抱病主持举办了数次党团骨干训练班，亲自
为大家讲授共产主义理论，讲解加强统一战线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大提高了广大党团员的
政治觉悟和政策理论水平。

1927年春夏，由于连年灾荒，人民生活极
端困苦。山东军阀张宗昌以及寿光县政府反而
雪上加霜，更加残酷地压榨人民。为了帮助人
民群众渡过难关，张玉山与县委的其他同志一
起，领导全县人民胜利地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
的抗粮抗捐斗争。

正当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之时，蒋介石、汪
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
群众，统一战线破裂。这时，张玉山根据寿光
的革命斗争形势，分析了统一战线的发展前
途，认为此时在寿光继续进行国共合作仍然存
在一定基础和有利条件。他凭着国共两党负责
人的身份，在党内和党外继续强调搞好统一战
线工作，争取时间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
量。正是由于张玉山采取了正确而得力的措
施，并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工作，使得寿
光国共合作的局面又维持了一年半之久，为寿
光革命形势的发展赢得了时间。

繁重的革命工作，艰苦的斗争环境，使得
张玉山的病情不断恶化。党组织和同志们都劝
他好好休息，安心治疗，但他仍以炽热的革命
精神坚持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27年12
月18日，张玉山与世长辞。

“祖父去世那年，年仅29岁。可以说，他把一
切都献给了党。去世后，寿光党组织为他举行了
隆重的追悼会。”张树铮表示：“祖父抱着救国、救
民的信念，站在时代前列无私奉献，这种精神永
不过时，也永远激励着我们这些后辈前行。”

■ 往事回眸·红旗飘飘┩刀灯

张玉山：山东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书记 □ 王红军 整理

从张玉山、王云生等成立寿广支部开始，
中共寿光党组织有了较快发展。就算是在国共
合作失败以后，寿光党组织虽然受到了损失和
牺牲，但仍在继续活动。到1937年底，寿光大
约有党员100人，他们也成为牛头镇抗日武装
起义的核心。

“寿光是革命老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
统，在近代历次革命运动中始终走在时代前
列，涌现出一批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救民众
于水火，挽民族于危难的革命先驱。”寿光市
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祥森评价说，“马保三是
寿光众多革命先驱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1924年8月，经张玉山、李铁梅介绍，马
保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寿光地方党组
织建立后发展的第一批党员。1928年，他在中
国东北、朝鲜仁川一带组织中华劳动组合会，
领导开展抗日斗争。1933年8月，马保三返乡
后被捕，经多方营救出狱。当时，寿光党组织
遭到严重破坏，但他仍同过去一样，积极领导
群众进行革命斗争。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在中共寿光县委领
导下，全县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马保三以湖
东乡乡长的合法身份，搜集枪支，举办抗日民
众训练班，积极投入组织抗日武装的准备工
作。11月，中共寿光县委在马保三家召开了县
委扩大会议，决定以牛头镇为起义中心，起义
后部队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抗日
游击队第八支队”，马保三被推举为总指挥。

1937年12月29日，各地游击队员陆续到牛
头镇集结，马保三宣布“八支队”正式成立，
这就是著名的牛头镇武装起义。之后，“八支
队”在牛头镇进行集中整训，马保三打开自家
粮仓，腾出自家房子，让战士们食宿，全力为
部队服务，被指战员亲切地誉为“八支队的后
勤部”。同时，他带领子孙三代一起参军，掀
起了全县参军的高潮。

1938年3月，鲁东工委决定，调“八支
队”东去昌邑与“七支队”会师，协同作战。
4月，“八支队”与“七支队”合编，组成八
路军鲁东游击队指挥部。之后，马保三不仅率
部帮助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开辟了蓬(莱)、
黄(县)、掖(县)地区抗日根据地，还与第三军
一起，智取黄县城，解围黄山馆，收编龙口公
安局和水上警察队，一时名声大振。

1938年7月，马保三率部回师邹(平)长(山)
地区，巩固扩大清河地区抗日根据地。10月，
鲁东游击队主动出击周村城日军，战果显著，
创造了攻城范例。12月，马保三率领部队越过
胶济铁路挺进鲁中，参与创建沂蒙山区根据
地。下旬，部队被改编为山东纵队第八支队，
马保三任支队司令员，“八支队”成为驰骋鲁
中抗日战场的正规八路军。

在抗日战争中，“八支队”与日伪军作战
200余次，计毙伤俘日伪军10000多人，为全民
族的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相关链接·

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

在河北省张北县西北的馒头营乡有一座废
弃的古城，当地人称它为白城子，传说是辽代
的牲畜交易市场——— 北羊城。然而，从1998年
开始，考古工作者经过两年多时间的探查和试
掘之后，却揭开了一个惊天的秘密，白城子竟
然是消失了近700年的元中都。这一发现在史学
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年就被评为全国十大
考古发现之一。为此，国家文物局要求考古队
继续发掘元中都，全面了解元中都的形制和规
模，从而揭开中都的消失之谜。

□2000年春天，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组成
的元中都考古队重返张北县，在前两年调查、
试掘的基础上，对元中都进行更深入的发掘。

考古队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调查和勘探，虽
然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但仅凭对一号大
殿西北角的揭露，远远不足以说明问题，只是
揭开了元中都的冰山一角。元中都当年究竟建
成了什么样子？武宗海山为什么要建立元中
都？这些疑问成了史学界的一个谜，几乎没有
人知晓。

据《元史》记载，大德十一年六月甲午，
也就是公元1307年7月1日，武宗海山刚刚登上
皇位十天，就下令“建行宫于旺兀察都之地，
立宫阙为中都”。由此可知，当时最先修建的
应该是宫殿。但宫殿究竟建成了什么样子，史
书中没有任何记载。

元中都自从元帝国灭亡以后，便从历史的
视野中消失了。作为一座都城，不仅它的建设
情况记载不详，就连它的毁灭竟然也没有任何
记载，这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这次发掘究
竟能否有所收获？考古队充满了期待。

宫城里共有30余处建筑遗址，考古人员把
位于中心最高、最大的一处遗址，命名为一号
建筑遗址。

一号遗址南北长120米，东西宽38米至59
米，是一个亚腰形堆土台基，台基高出地面四
五米，上面长满了杂草。当考古队铲去杂草以
后，台基上露出了许多排列有序的大坑，这些
大坑里还残留了一些汉白玉石块。考古队推
断，这可能是大殿的柱础坑，而那些汉白玉柱
础石已经被挖走，或者被破坏了。

据村民们反映，上世纪70年代，县里在附
近修建水库，把这些汉白玉柱础和石条全部砸
碎、挖走修了水库。幸运的是，当年挖掘得不
够彻底，考古队竟然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在后殿部位，考古队员发现了两个汉白玉
柱础，虽然略有损坏，但大体形制基本完整。
其中一件的覆盆还雕有宝状莲花，非常精美。
柱础直径在1 . 05—1 . 2米之间。如果根据《营造
法式》的记载推算，它上面的立柱直径至少也
在半米左右。由此可见，这些地面上的建筑，
当初是何等的气势恢弘、雄伟壮丽。

经过几个月的发掘，元中都一号遗址被彻
底揭露了出来，其规模之大令人惊叹。

在30多厘米厚的表土层下，就是大殿的原

始台基，台基上还残存了许多汉白玉柱础和铺
地方砖。特别是在台基中部的东西两侧和台基
南部的东侧，出入大殿的坡道都保存完好。坡
道宽4米，上面铺设有长方形草叶花纹砖和方形
青砖，以及大量的建筑构件和珍贵文物。

□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考古队揭去了覆
盖在大殿基础上的文化层以后，令人振奋的一
幕出现了：在大殿台基的四周，出土了70多个
汉白玉螭首，这是一个惊人的大发现。

在台基的四围，有70多个汉白玉螭首，这
些螭首，不是规规矩矩地摆在那里，有的是翻
转过来，有的头被砸断。也有几件完整的，但
都不是原来的位置。

这些螭首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已经有几个
世纪了，从惨遭破坏的那一天起，就保持着这
种状态，它们见证了一个帝国的荣耀和耻辱。
从螭首损毁的情况看，当时对元中都的破坏是
十分彻底的。是什么人对这座都城如此仇恨，
考古队暂时无法考证。

一号殿址还出土了大量的琉璃构件，有塑
龙琉璃残块、浮雕牡丹花，还有筒瓦、瓦当、
滴水、凤鸟、仙人，以及大殿屋脊上华丽的装
饰残件等，艺术造型写实逼真，栩栩如生，表
现了大元帝国工匠们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厚的造
型艺术功底。

考古专家介绍：最重要的是这些琉璃构件
的三个拐角都出来了，就是三出阙。三出阙，
是指宫廷建筑基座拐角处的形制，从拐角处向

外经过三次缩折与墙体相连，显得基座宽阔、
厚重、稳固、霸气，它代表了中国古代建筑的
最高规格。

在元代，只有元大都的大明殿和城门采用
了这种三出阙建筑形制。但是，由于元大都已
经被明故宫所覆盖，并没有发现实体的三出阙
建筑遗迹，仅仅是根据文献记载推测而已。那
么，在元中都一号遗址发现了这样的建筑结
构，着实令考古人员兴奋不已。因此考古队推
断，这很可能就是元中都的中心大殿，类似北
京故宫的太和殿，也就是皇帝处理政务，召见
文武大臣的地方。

经过一年的发掘，一号遗址彻底地揭露了
出来，发掘面积达9000平方米。宫殿整体平面
为“工”字型，台基分为上下两层，总体高出
地面约2 . 8米，周围用青砖包砌。上层基面为宫
殿的主体部分，下层基面为宫殿的回廊部分，
在台基的周围一共有7条上殿通道。柱廊两旁各
有一条上殿通道，这两条通道和宫城的东门和
西门正对。在前殿的南侧共有三条上殿通道，
中间是御道，两边是文武大臣上殿的通道。

元中都工字大殿的发现，在中国考古史上
是独一无二的，这对于研究中国宫廷建筑的演
变，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融合，具有极其重
要的价值和意义。

为了更加直观、形象、立体地认识元中都
一号大殿的形制，了解元中都与中国历代宫廷
建筑的传承关系，考古队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建筑研究所，根据元中都考古队的发掘结
果，结合元大都的《营造法式》，对元中都的

一号大殿进行了复原。从复原的模型可以看出，
元中都一号大殿遗址与元大都大明殿基本一致，
也和北京现存的故宫太和殿相类似。

元中都的发现让史学界着实为之惊叹，原来
在这茫茫的坝上草原，曾经存在过一个规模如此
宏大的都城。这样一座气势恢弘的都城，为什么
在中国历史上记载不详，以至于在近700年的历
史长河里，关于元中都竟成了一个传说。

□元武宗海山，是元朝的第三任皇帝。当年他
为什么要在张北县建一座都城？元中都究竟建成
了什么样子？要搞清楚元中都的历史之谜，还得从
武宗海山登上皇位开始，去探求它的历史真相。

公元1307年2月10日，元朝的第二任皇帝成宗
铁穆耳去世，由于成宗皇帝无子，他的两个侄儿
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都有可能继承皇位。弟
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因身居帝国的权力中心——— 大
都，在母亲的支持下抢先宣布登基。而海山早在
10年前就被成宗皇帝封为宗王，派到漠北镇守帝
国的北疆。那时，海山年仅17岁。在镇守漠北的
10年间，海山从一位少年成长为杰出的军事将
领，为保卫元帝国的疆土立下了汗马功劳。因
此，当他听说弟弟在大都抢先登上了皇位，自然
是心中不服，于是海山统领三路大军从漠北返回
上都。迫于哥哥的军事压力，爱育黎拔力八达将
皇位又拱手让给了海山。

武宗海山夺取了皇位以后，为了避开大都和

上都遗老遗少们的掣肘，以及弟弟爱育黎拔力
八达的势力范围，尽快树立自己的权威，他做
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肇建中都城。

此外，武宗海山17岁以宗王的身份镇守漠
北，时间长达10年。军旅生涯和残酷的战争，
练就了他坚毅顽强、独断专行的性格。他崇尚
武力，具有强烈的创业激情，对先祖成吉思汗
和忽必烈的赫赫威名更是尊崇有加。据《皇帝
尊号玉册文》说：武宗由上都到达隆兴，也就
是今天的张北县，“徘徊太祖龙旗九斿，剪金
于斯，肇基帝业，为城中都。”意思是说，武
宗海山到达隆兴以后，在太祖成吉思汗龙旗飘
过的地方徘徊，想到先祖在这里以区区8万精
锐，大破金朝40万大军的历史壮举，他决定在
这里开始他的帝业，为此建城中都。

公元1307年7月1日，海山在上都开平城继
位，这位年仅27岁的皇帝登基才10天，就下令
修建中都城。为了完成这一宏伟蓝图，还专门
成立了领导中都宫阙建设的行工部。公元1308
年正月，武宗不顾坝上地区天寒地冻，命令枢
密院急调18500名六卫亲军，开赴旺兀察都作
为建都工役。同时，又从上都侍卫亲军中抽调
3000人参与中都建设。除军队之外还有大量的
工匠、民夫、义工，建造中都的队伍无疑是相
当庞大的，由此可见武宗建设中都的决心。

令人惊讶的是，从公元1307年7月1日到公
元1308年7月23日，“旺兀察都行宫成”，从
动议到行宫建成正好一年。而建设的大规模进
行，显然是从正月算起，历时不过半年时间，
工程速度之快，就是今天看来也同样令人叹
服。

关于修建中都的情况，在史书中没有记
载。我们只能通过元代的监察御史张养浩撰写
的《时政书》中，窥测到当时的一些情形。他
说：修建中都，调将阔兵，征罚徭役，大量的
工匠死于非命，人民缺衣少食，愤怒之极也无
处控告。那些监工们只知道拿着皮鞭抽打督
促、偷匿公费，哪里顾得上国家财政枯竭、民
不聊生呢？

中都宫阙建成以后，武宗皇帝在公元1308
年中秋节这一天，举行了隆重的庆典仪式，并
“以中都行宫成，赏官吏有劳者”。同时，着
手建立了相应的行政管理机构——— 留守司。

留守司这个机构，只有都城才能建立。它
是一个掌管都城宫阙、调度物资供应、负责禁
宫安全的机构，它的设立象征着国家权力中心
的转移。

元中都的创建，彻底改变了坝上地区的
历史地位，将有史以来中原王朝的北方疆
界，变成了元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
族融合的中心，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跨越。它
标志着历代中原王朝倾举国之力修筑的万里
长城，第一次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使草原文
明与农业文明更加紧密地结合
在了一起。

发现元中都

一号大殿复原图元中都遗址俯瞰

张玉山遗照 张玉山故居1921年张玉山(前排中)与同学在济南成立青年互助社时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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