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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国将军杨国夫等几位渤海老兵的记忆
里，1943年5月的三里庄战斗，清河军区战友侯登
山“舍身炸敌堡”的壮烈一幕，一直让他们难以忘
怀。侯登山，或有可能成为中共党史和军史上第
一位“舍身炸敌堡”的爆破英雄。

就是这样一位抗战英杰，为何默默无闻至今
呢？在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滨州市委党史研究
室进行调研，力争将侯登山“舍身炸敌堡”的史实
重新考证准确、清楚和完整。

爆破队长主动“请缨”

1943年5月28日至29日，在清河军区直属团攻
打敌据点三里庄的战斗中，承担主攻任务的二营
伤亡惨重。此役，取得胜利的关键是，二营五连最
后的两包炸药，在29日凌晨成功地将据点圩墙炸
开了一个缺口，部队由此冲进了三里庄。这个缺
口，就是侯登山炸开的。

据一些资料记载，侯登山是博兴县人，1919
年出生，1940年参加八路军。入伍一年后，他就当
上了班长，被选送到军区爆破训练队接受培训。
由于学习用功、训练刻苦，侯登山很快就掌握了
爆破技术，成为一名合格的爆破手。在结业后的
几次战斗中，侯登山以敏捷的动作和熟练的技术
实施爆破，摧毁了敌人多个火力点，从此担任了
团爆破队队长。

1943年5月下旬，清河军区在“反敌蚕食、保
卫麦收”的斗争中，首先发起了攻打敌人三里庄
据点的战斗。三里庄位于垦利、广饶、博兴、蒲台
等四县交界处，是进出垦区根据地的咽喉要地，
也是靠近根据地最近、威胁最大的敌人据点。

早在1941年，与日军暗中勾结的当地土顽司
令成建基，赶走了三里庄百姓，在这里聚集了800
多人的队伍，筑工事、修据点。三里庄周围，成建
基部挖了两道深5米、宽3米的壕沟，架设了两道
铁丝网，后又修建了高6米、宽3米的双层围墙，并
在围墙上修建了走廊形双层夹道，围墙四周各修
有炮楼，形成交叉火力。成建基不仅到处吹嘘三
里庄是铜墙铁壁，而且跟日寇串通一气，经常袭
扰抗日根据地，杀害抗日军民。

此前，八路军驻鲁北部队曾三次攻打三里庄
据点，均未得手。1943年的这次战斗，集中了清河
军区直属团及特务营一部担任主攻，地方武装和
民兵配合打援，兵力占有绝对优势。此外，部队还
专门进行了爆破、登城、巷战等战术技术训练，作
了充分的战前准备。

这次战斗，突破口选在了三里庄东侧，由直
属团二营担任主攻。直属团一营以史家口为依

托，从三里庄南边攻击；直属团三营在三里庄西
边和北边展开，随时准备歼灭突围之敌，阻击西
边许家据点日军的增援。根据该据点工事坚固的
特点，直属团决定加强爆破力量。

“首长，这次攻打成建基这条地头蛇的老窝，
任务非同寻常，让我跟随突击队行动吧！”爆破队
长侯登山向团长郑大林主动请缨。就这样，侯登
山来到担任突击任务的二营五连，与连队爆破组
的同志们一起，展开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侯登山“舍身炸敌堡”

5月28日晚，三里庄战斗打响，直属团从四面
向敌人据点发动进攻。霎时，三里庄枪炮轰鸣，火
光冲天。老奸巨猾的成建基，一时辨不清直属团
的主攻方向，便下令把预先缠在铁丝网上蘸有煤
油的棉絮从四面墙上点亮，组织火力，拚命还击。

对于这次战斗的过程，开国中将杨国夫在其
遗著《战斗在清河平原》中有着详细记述。抗日战
争时期，杨国夫任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
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山东纵队第三旅副旅长，
清河军区司令员，渤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七师师
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曾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顾问。

《战斗在清河平原》记载说：五月二十八日
(农历四月二十六日)黄昏，我军从三里庄以东以
南的几个村子里迅速开进，突然包围了三里庄。
当晚九点钟，发起攻击，二营五连在连长王子玉
率领下，首先砍断了敌人的铁丝网，打开通路。副
连长徐纪温带领爆破组奋勇冲了上去……也英
勇牺牲了。这时候已是二十九日凌晨三点
钟，……我和刘其人副政委决定，如天亮前攻不
开三里庄，必须暂时撤出战斗。这时，主攻连仅有
两包炸药了……在这关键时刻，爆破队长侯登山
同志抱起一包炸药，勇敢地冲上去了。

在我军的猛烈火力掩护下，侯登山同志接近
了三里庄东边一段单层围墙。他原想在围墙上打
洞，放在墙洞里爆破，但围墙土质太硬，扒了一
阵，还是放不下炸药包。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
前沿战士们心如火燎，侯登山同志更是心如火
燎……为了赶在天亮前炸开三里庄围墙，他毫不
犹豫地用自己的胸膛把炸药包紧压在围墙上，毅
然拉着了导火索。

“轰隆”一声巨响，三里庄围墙炸开了，我们的
爆破英雄侯登山同志光荣牺牲了！在清河平原的
抗战史册上，永远留下了他的英名。后续部队踏着
战友们的血迹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攻击。……敌人
胆怯了，退缩了，三里庄据点内的伪武定道剿共军
独立旅第二团大部被歼，成建基带领残兵败将狼
狈逃窜。我军胜利冲进了三里庄……

在这里，杨国夫用了1100余字的篇幅，沉痛
追忆了勇炸敌堡而牺牲的爆破英雄侯登山。即便
时隔数十载，他回忆往昔，仍不胜唏嘘，尤其为战
友侯登山奋不顾身、舍生忘死的牺牲精神所感
动，“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会彻底理解‘浴血奋
战’的真正含义。”

英雄缘何“默默无闻”

杨国夫是深受渤海人民爱戴的渤海将军之
一，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即奉命率山东七师挺进
东北，南征北战。40年后，病魔缠身的杨国夫把这
些记忆形成文字，载入《战斗在清河平原》。“在动
手写这篇回忆录时，我给自己规定了一条原则：
忠于历史、忠于事实。”

不过，可歌可泣的侯登山烈士，却未能“青史
留名”。山东省民政厅1981年编的《山东省革命烈
士英名录·第五卷(惠民地区)·二册》，无“侯登
山”之名。原渤海区党政军民为悼念抗日烈士建
立的牛庄烈士祠，3914名烈士之中侯姓烈士35

位，也无“侯登山”之名。
文献方面，由当事人撰写的回忆文章《激战

三里庄》，是目前最早记载侯登山事迹的文献，收
录在《战斗在渤海平原上》书中。该文作者有三
人，分别是参加这次战斗的二营五连连长王子
玉、三营七连指导员姚杰、一营一连战士于守真。
其中，王子玉1955年被授予中校军衔，曾任海南
军区副司令员。于守真曾任海军潜艇学院副院
长。目前健在的，只有姚杰老人。

今年3月，滨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在泰安市第
一荣军休养院见到了91岁高龄的姚杰。当得知此
行的目的，姚杰讲述了战斗经过和一些“花絮”。
最后，姚老郑重证实：侯登山炸开圩墙缺口，确凿
属实。杨国夫的回忆录，实事求是。《激战三里庄》
所记载，均为历史事实。

那么，侯登山为什么“青史无名”？据有关同
志介绍，1995年牛庄烈士祠重刻时，由于原碑字
迹脱落、蚀灭，至少有30至40个人名未能录入。侯
登山或许即属于此种情况。而对于他的准确籍
贯，目前来说仍然是一个“待解之谜”。

1942年6月，中共山东分局、115师政治部指
示，“为隐蔽我工作意图、麻痹敌人起见，在报纸
上对外莫作过高及夸张的宣传，少开不必要的群
众大会，尤其不开大规模的动员或他种集会，以
减小目标，蔽敌耳目。”这一要求，也或许是英雄
默默无闻的原因之一。

其次，1943年战事吃紧，三里庄战役牺牲的100
余烈士均未被追认“英雄”称号。据原清河军区参
谋长袁也烈回忆，1943年“是最艰苦的一年……这
一年，清河部队平均一天作战一次。”当此战火正
酣、生死存亡之际，确实无暇表彰、追认死难者。

按照战时宣传的要求，一些牺牲的烈士，有
的无名，有的无尸，有的无墓，有的无碑……像侯
登山这样的英雄，如不及时抢救史料，恐怕也只
能忠魂默默，永远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了。

■ 往事回眸·红旗飘飘┩捣悼

侯登山：舍身炸敌堡的抗战英杰

1935年11月13日，下午2时许，天津市佛教寺
院居士林香烟缭绕，钟鼓之声此起彼伏。殿堂里
坐着几位身披袈裟的居士，正耐心等待着富明法
师前来诵经。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一个平常
的下午，竟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1935年11月13日下午2点，天津佛教寺院居士
林。一位带发修行的女居士站起身，借口座位紧
挨着火炉燥热难耐，请求掌管佛堂事务的师傅让
自己换到前排去，师傅答应了。于是，这位女居士
就缓缓向前排走去，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发生了。女居士突然从披风下拔出手枪，对准前
面的一位男居士，就是狠狠的三枪。男居士应声
倒地，女子又朝其脑部和背部连开两枪，将其当
场击毙！

只见女子从容不迫地转身，将准备好的传单
撒向佛堂，传单上写得清楚明白：“各位先生注
意：今天施剑翘(原名谷兰)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
施从滨报仇。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血溅佛
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
示歉意！”

中枪倒地的人，正是原北洋军阀、前五省联
军总司令孙传芳。

刺杀孙传芳的这名女子自称施剑翘，杀孙传
芳是为父报仇。那么，施剑翘是什么人？她的父亲
是谁？她到底与孙传芳之间有着什么不共戴天的
深仇大恨？

父亲被孙传芳砍头示众

1925年，在皖北固镇的一次战役中，孙传芳
打败了奉系军阀、山东督办张宗昌的部队，并俘
获了张宗昌的部下、山东军务帮办施从滨。随后，
得意忘形的孙传芳竟置不杀俘的公理于不顾，下
令砍下施从滨的头颅，并枭首于蚌埠车站，以振
军威。

施从滨(1867-1925年)，安徽桐城人，北洋武
备学堂毕业，曾任陆军第五师第十旅旅长。1913
年升任第十混成旅旅长，后归入皖系，隶任山东
暂编第一师师长，镇守济南。因深受山东督办张
宗昌的器重，依附奉系，于1925年任山东军务帮
办兼第二军军长。

当年施从滨率军南下时，孙传芳连发三个电
报，要施从滨同他合作，倒戈反奉，但施从滨未予
理睬。对此，孙传芳怀恨在心。

把败将之首级高悬于城门之外，这对于杀人
不眨眼的笑面虎将军而言，根本算不了什么。但
是，孙传芳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自己的一声令
下，导致了十年后一桩骇人听闻的血案。

弱女子开始复仇计划

施从滨被割去首级的第二天，在一间普通的
房间内，一位年仅20岁的女子正掩面而泣。

这位女子名叫施谷兰，原籍安徽桐城，从小
生长在山东济南，是施从滨的长女。等一切善后
都处理完毕，施谷兰开始了复仇计划……她先是
把报仇希望寄托在族兄身上，不料却落空了。

施从滨三周年忌日的这一天，施谷兰心里过
于悲痛，在自家院子里失声痛哭，被借住在家中

的堂兄同学施靖公看见了。施靖公，任山西军阀
阎锡山部的中校参谋，当时是出差到济南办事
寄住在施家。

施靖公走到施谷兰面前，义愤填膺地表示，
如果自己有幸，愿意帮助她完成心愿！施谷兰被
眼前的这位义气凛然的军官感动了，答应施靖
公，如果他肯帮助自己完成为父报仇的心愿，自
己愿意以身相许！

婚后，施谷兰为施靖公生了两个儿子，为了
复仇，这位千金大小姐硬是放下身段为施靖公
穿衣端饭，照顾得无微不至。

转眼间，七年又过去了。看到自己的丈夫职
位也是越升越高，施谷兰提醒他为父报仇的事。
没成想，只要一提及此事，施靖公便恼火，并责
怪施谷兰让她忘掉复仇的事，好好过日子。施谷
兰才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就这样，施谷兰复
仇计划又落空了。

1935年6月，施谷兰带着两个儿子回到了天
津老家。从此，她再也没有见过丈夫施靖公。

改名施剑翘 欲手刃仇敌

正在施谷兰心灰意冷的时候，大弟弟则凡
从日本学成归来，并带回一把军刀，决定要先血
刃仇人再行工作。施谷兰看着弟弟的豪言壮语
非常欣慰。但是弟弟还太年轻，而且又是施家的
血脉继承人。因此施谷兰与弟弟商议，复仇的事
理应由长女完成，如果自己不成功再由弟弟完
成。

施谷兰亲手为父报仇的心意已决！她就开
始四处打探孙传芳的消息。

有一天，家中来了一位北方的客人。谈话
间，施谷兰得知孙传芳在东南的势力已经被击
垮，现逃亡在天津，并跟日本人土肥原贤二和冈
村宁次勾结准备发动华北事变，孙传芳又想做

“华北王”。
施谷兰想，如果让孙传芳得逞当上了“华北

王”，想杀他就更难了！她当即决定事不宜迟，立
即行动！

此时，已经是父亲遇难快十周年了。一天晚
上，她心里难过无法入睡，抬头仰望明月，吟诗
一首：“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从此，她将自
己的名字改为“施剑翘”，要用自己手中的剑为
父报仇。

孙传芳皈依佛门避风头

在天津佛教寺院居士林，有一个居士智园。
这个法名“智园”的居士，正是孙传芳！一个杀人
不眨眼的大魔头怎么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呢？

1926年7月，国共合作的广东国民政府开始
进行北伐战争，以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为主

要打击对象。不到一个半月，孙传芳惨败，不得
不退出江西。他面见张作霖，希望共同对敌。但
是，令孙传芳没有想到的是，1928年6月4日，张
作霖在沈阳皇姑屯被炸死于火车中。孙传芳的
残部撤至河北滦州一带，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宣布解体。孙又逃亡大连避难。“九·一八”事变
爆发后，孙传芳举家迁至天津隐居。

过惯了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日子的大军阀
孙传芳，对于眼前平静的生活当然是很不习惯，
便转向在政治上与蒋介石政权较量，不断以政
治舆论给国民党制造麻烦，这些举动引起了蒋
介石的不满。

在天津的日本势力土肥原贤二和冈村宁
次，便开始拉拢孙传芳加入日本势力。孙传芳想
加入，但又觉得自己的处境有点危险，陷入了两
难的局面……

这个时候，同样居住天津的原皖系国务总
理靳云鹏看出孙传芳心绪烦乱，便劝他皈依佛
门，借以超脱凡念。孙传芳一想，这倒是个可以
暂避风头的好办法。

孙传芳便与靳云鹏共同出资，将坐落在天
津东南城角草厂庵的清修禅院，改名为天津佛
教寺院居士林。

踏破铁鞋 遍寻杀父仇人

施剑翘回到天津娘家后，并没有立即去寻
找孙传芳的下落，而是去了医院。

原来，施剑翘是要做手术将自己的脚趾拉
直。在当时这种手术叫做“放足”，一些前卫的女
性会去做这种手术。但施剑翘可不是为了赶时
髦，她做这个手术是为了便于行动好亲自去杀
仇人！“放足”手术过程非常痛苦，恢复过程也是
难以想象的。但施剑翘意志很坚决，最后全坚持
下来了。

虽然同在天津，但要想找到孙传芳并接近
他还是很难的。她从来没见过仇人孙传芳，也不
知道他长什么样；只知道他在天津，但又不知道
应该从哪儿开始下手去找。

正所谓冤家路窄，施剑翘有一天去幼儿园
接大儿子回家，无意中见到了一个穿着非常考
究的小女孩。家长们也是议论纷纷，说这孩子正
是大军阀孙传芳的女儿。施剑翘顿时喜上眉梢，
她开始注意这个小女孩，并终于在中秋节这一
天，在法租界光明电影院门前第一次见到杀父
仇人——— 孙传芳！

佛前得线索 十年不忘是今朝

转眼间，父亲施从滨遇难已经10周年了。施

剑翘终于得知，靳云鹏和孙传芳在天津东南城角
的居士林当居士。每周三和周六都会去那里跟居
士们一起诵经。

施剑翘经一个张姓的女居士介绍，化名“董
慧”混进了居士林，计划一步步地朝着目标前进。
现在摆在施剑翘面前的还有两件事情：首先，从哪
里能得到一支得心应手的枪？还有，母亲和家人的
安全问题。

事有凑巧，弟弟则凡的同学朱其平路过天津
时，将自己在南京军政部买的一支崭新的勃朗宁
手枪和两盒子弹寄存在则凡处。

她找来弟弟则凡一起商量复仇计划。前提条
件是，必须由她亲自动手去刺杀。母亲和两个孩子
要托付给弟弟则凡，并将他们转移至南京。

送走母亲之后，施剑翘开始了刺杀的准备工
作。她写好几封遗书，以备万一。印了60多张传单，
下面署名“报仇女施剑翘”，每一张传单的名字上
都印上了大拇指印。一切准备就绪……

三声枪响 血溅佛堂

1935年11月13日，星期六，这天正是讲经日，
孙传芳来到居士林诵经。

梵铃一响，当众居士跟着法师齐声奉诵的时
候，孙传芳也闭目盘坐在前排的蒲团上一起吟诵。
施剑翘看到机会来临，就悄悄地取出手枪，走到孙
传芳后面，抬起手来，对准孙传芳的脑袋迅速扣动
扳机。随着“砰砰砰”三声枪响，孙传芳的脑髓和血
浆四溅……

当天下午6时，《新天津报》最早刊登了新闻，
标题是：《居士林内骇人惨案：施从滨有女复仇，孙
传芳佛堂毙命》。次日，天津、北平、上海各报都以
头版头条刊载了这一消息，全国轰动。关于施剑翘
行刺一案的议论，当时，社会各界较为一致的说法
是，施剑翘刺杀罪恶累累、劣迹斑斑的大军阀孙传
芳，其志可嘉，其情可悯。

法院初审，承认施剑翘投案自首，被判有期徒
刑10年。

当时的全国妇女会，江宁、扬州、江都妇女会
等团体纷纷通电呼吁，希望最高法院能对施剑翘
援例特赦。冯玉祥将军闻讯后立刻面见蒋介石，请
求特赦施剑翘。实际上，蒋介石早就视孙传芳为眼
中钉了，而施剑翘在这个时候杀了孙传芳，也算是
正中其下怀。因此，蒋介石乐得对冯玉祥卖个人
情，以南京政府的名义，将施剑翘特赦了。

结果，在施剑翘入狱不到一年的时候，也就是
在1936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
公告，决定赦免施剑翘，并由最高法院下达特赦
令。

施剑翘被赦免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施剑翘随
即奔赴南方，先后辗转到长沙、重庆等地，筹措慰
劳品，并兴办小学，做了不少有益于国家、人民的
工作。她还将自己的两个儿子也送去参加了解放
军。

1946年9月17日，施剑翘来到灵岩山。这天是
父亲施从滨遇难21周年忌日，她上灵岩寺做佛事，
为父亲亡灵超度。三天后，施剑翘
在灵岩寺皈依佛门。

大军阀孙传芳血溅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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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化川 王红军 整理

1944年1月，清河区、冀鲁边区合并成立中共
渤海区党委、八路军渤海军区。在这片光荣的土地
上，走出来的将军(或曾任副军以上)有204人。其
中，仅在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中，就有上将3人、中
将9人、少将26人。

许世友上将(1905-1985年)，河南省新县人。
1940年9月，调任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在渤海之
滨和清河两岸与日、伪、顽展开鏖战，是清河区抗
日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后任山东纵队参谋长、
胶东军区司令员、山东军区司令员。

肖华上将(1916-1985年)，江西省兴国县人。
1938年8月，中央军委组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
队(简称“挺纵”)，任司令员兼政委。肖华抵达冀鲁
边区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迅速打开局面，冀鲁
边抗日根据地得到迅速巩固和发展。

宋时轮上将(1907-1991年)，湖南省醴陵县人。
1945年9月，宋时轮随陈毅到山东革命根据地工
作，任津浦前线指挥部参谋长、山东野战军参谋
长。1947年1月，渤海海军区奉命组建华东野战军
第十纵队，任司令员。

杨国夫中将(1905-1982年)，安徽省霍丘县人。
抗日战争时期到山东清河区工作，他先后创建清
水泊根据地、垦区抗日根据地，争取了蒲台王雪亭
部起义，打通了与冀鲁边地区的交通联系，粉碎了
日军无数次“扫荡”和“蚕食”。

廖容标中将(1912-1979年)，江西省赣县人。1937
年由延安来清河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任山东人民
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司令员、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
队司令员，是清河区抗日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

周贯五中将(1902-1987年)，江西省吉安县人。
1938年随“挺纵”抵达冀鲁边区，任政治部组织部
部长兼锄奸部部长、教导第六旅政治委员兼冀鲁
边军区政治委员(代司令员)，是冀鲁边区、渤海区
抗日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

徐斌洲中将(1912-1996年)，湖北省黄安(今红安)
县人。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
政治部主任、第三支队政治委员，中共渤海四地委
书记兼渤海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

肖望东中将(1910-1989年)，江西省吉安县人。解
放战争时期，任渤海军区第七师政治委员，华东野
战军第十纵队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

刘培善中将(1912-1968年)，湖南省茶陵县人。解
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副政治委员、
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十兵团政治部主任。

王辉球中将(1911-2003年)，江西省万安县人。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治
部宣传科科长、冀鲁边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津
南支队政治部主任。

孙继先中将(1911-1990年)，山东省曹县人。
1938年抵达冀鲁边区，任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委
员，后任山东纵队第二旅旅长、鲁中军区第三军分
区司令员。

曾国华中将(1910-1978年)，广东省五华县人。
1938年率永兴支队抵达冀鲁边区，任冀鲁边区军
政委员会委员、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五支
队支队长。

·相关链接·

渤海军区走出的将军们

孙传芳
冯国璋死后的直系军阀首领，混战时期成为

了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号称“东南之
王”。在作战中孙传芳残忍暴戾的一面是人尽皆
知。他时常把一句座右铭挂在嘴边：“秋高马肥，正
好作战消遣！”他曾经公开标榜替天行道的杀人主
义：“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
杀杀杀！”

施剑翘
施剑翘自小受父亲宠爱，深居闺阁，缠过足，

并没有受过新教育。1925年，其父施从滨在直奉大
战中兵败被俘。孙传芳置不杀俘的公理于不顾，将
施从滨斩首。当时年仅20岁的施剑翘立志为父报
仇，手刃仇人。

战争年代追悼牺牲烈士的简陋现场我军战士架起长梯攻城 中共清河地委(后为渤海区)旧址


	1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