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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杜文景
本报通讯员 侯化成

一次偶然的机会，记者前往枣庄山亭区采
访，遇到了当年罗荣桓元帅的“小房东”尚炳
新老人。尚炳新虽已86岁高龄，但身板十分硬
朗，头脑清晰，也很善谈。他1943年入党，
1944年参军，转业前任华东野战军22军194团2
营6连副指导员，曾获得抗战胜利军功章。

“那时我十五六岁，罗政委在我家住了半
个多月。要不是我年纪小，就跟着他参军一起
走了。”尚炳新回想起当年罗荣桓住在他家的
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说到动情之处，他多次起
身用肢体语言表达着。

房东、邻居记忆里的“房客”

前不久，山亭区迎来了贵客——— 全国政协
委员、第二炮兵原副政委、北京八路军山东抗
日根据地研究会会长、罗荣桓元帅之子罗东进
中将等一行人。“当年，我就是坐在箩筐里，
被挑到这里来的。”多年之后，罗东进故地重
游，见到了“小房东”尚炳新。两位年过古稀
的老人回忆起过去的点滴，激动不已。

在山东时罗荣桓身边有两个年幼的孩子，
次子叫“东进”，八路军陆续南下时，罗荣桓
即给三女儿取名叫“南下”。为了行军方便，
罗荣桓在老乡家买了副担子，把“东进”和
“南下”放在筐里，让人挑着走。“他临走的
时候有意把东进放在我舅舅家抚养，我舅舅怕
敌人知道了，没有能力保护，就没有答应。”
尚炳新回忆说。

在尚炳新老人的记忆里，罗荣桓是个平易
近人、和蔼可亲的干部。“他个子不算太高，
皮肤有点黑，圆脸，戴着眼镜。身上挎着匣子
枪，走起路来很威武。记得有一次村里看大
戏，他就坐在群众当中，有淘气的孩子爬到树
上去看，弄掉树上的果子砸到了他，他也只是

朝树上看看，对着孩子们笑笑。”
相比对其他孩子的宽容，罗荣桓对罗东进

的管教似乎严厉了许多。有一次，军队打了胜
仗，缴获了一些战利品，罗东进看到战利品里
有个防毒面具挺好玩，就挑出一个戴在头上，
吓唬老乡家的孩子，结果把老乡家的孩子吓得
哇哇哭。这事正好让罗荣桓看到了，就把罗东
进叫到院子里，狠狠地批评起来：“你怎么能
戴这个东西吓唬老乡的孩子呢？你违反了纪
律，关你一天禁闭，哪儿也不许去！”结果，
罗东进就真被关在家里一天。

82岁的村民张传启告诉记者，当年罗荣桓
就住在他家隔壁。“罗荣桓那时才30多岁，给
人的感觉是豪爽义气。平时话不多，但非常和
蔼可亲。他个头不很高，微胖，沉稳精干，英
武潇洒，经常掐着腰在村南的河边上踱来踱
去，总在思考着什么。他的妻子林月琴贤淑漂
亮，一家人和睦美满。”

张传启的父亲张自奎和罗荣桓很要好，两
家经常来往。有一次，张传启和父亲到罗荣桓
家串门，林月琴正在做猪肉炖粉条，说是要庆
贺一个小战役的胜利。看到有客人来，林月琴
连忙把张传启让到屋里，给他盛了一大碗猪肉
炖粉条。“那时候农村人哪有肉吃呀，我当时
狼吞虎咽一下子就吃完了。直到现在，再没吃
过那么香的肉。”

孩子们眼里的“司令部”

1939年3月，陈光、罗荣桓率领八路军第
115师主力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挺进山东。当
年10月，到达鲁南抱犊崮山区，同山东分局书
记郭洪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会合。1940
年，罗荣桓集中全力经营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
的鲁南根据地。

选择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是因为它位
处枣庄市山亭区，地处山东、江苏两省的接
壤地带和枣庄、临沂两地交界地，南靠横穿

东西的陇海铁路和京杭大运河，西邻纵贯南
北的津浦铁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抱犊崮
素有“天下第一崮”之称，整个山区有6000
多个山头，地形十分复杂，自古就是军事要
地。

据说，罗荣桓在鲁南选择驻地严格按军事
作战要求：村庄必须背靠大山，有河且水旺，
道路通衢。葫芦套村和西七里河村正符合要
求，村落都不算大，村中山路蜿蜒，幽静隐
蔽。

“那段时间我家院子周围都有人站岗，成
了临时‘司令部’，出出进进的人很多。罗荣
桓总是召集干部在家里开会。一屋子人围坐在
一起，他开始讲，干部们就把本子放在大腿上
记录。要是有重大会议，人太多家里坐不开，
就到西面的松树林里去开。”

“村里来了共产党的大官，家家都很好
奇。很多半大孩子一吃完饭就围在我家院子周
围，趴在墙上往里看。罗荣桓的警卫员开始还
往下赶。后来罗荣桓交代过就没事了。”尚炳
新指着一边的堂屋告诉记者，罗政委就住在这
屋，东厢房住着工作人员。电台“哒哒哒”的
发报声让他至今仍记忆犹新，“从没见过发报
机，只是觉得发报的声音很好听，像是什么鸟
在叫。”

就是在这样的“司令部”里，罗荣桓创造
性地提出了“插、争、挤、打、统、反”六字
方针和“敌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
的翻边战术。

也正是在这样的“司令部”指挥下，抱犊
崮根据地迅速扩大到南至郯城马头，东至苍
山，西至邹滕边，北至梁邱一带的广大区域，
先后建立了临、郯、邹、费、滕等14个县级抗
日民主政权。1940年鲁南山区根据地基本连成
了一片，6月，中共鲁南区党委成立。10月，
八路军鲁南军区成立。鲁南人民代表大会在山
亭九子峪村隆重开幕，诞生了红色革命政
权——— 鲁南行政专员公署。一时间抱犊崮山区

成了山东的“小延安”。

老百姓眼中的“罗政委”

穿过宁静的村庄，记者来到西七里河村。
在村口，遇到了80岁的张东临老人。

“大爷，当年 1 1 5师机关驻地怎么走
啊？”老人抬手指向村西北角：“当年罗政委
就住在那边，有棵老槐树的地方就是。”

顺着老人手指的方向，沿着一条崎岖的乡
间小路前行，记者来到了罗荣桓在西七里河居
住的旧址。居所有明显的修缮痕迹，院子当中
遗留下来一口老井，一棵老槐树及树下的石
臼、石碾。村里一位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
战士张传孝双手抚摸着树干低声说道：“这棵
老槐树少说也有300多年树龄了。当年，罗政
委骑的军马就栓在这棵树上，马饿了就啃树上
的皮。石碾也有历史，是当年115师战士用炮
管子当中轴制作的，很有纪念意义。”

在村中一处开阔的水泥地，围坐着几个抽
旱烟袋的老人。说起罗政委和他的部队，老人
们都乐于表达。“罗政委很喜欢小孩，村里想
当兵的孩子总围着他、缠着他。他倒也是爽
快，只要是当年够当兵年龄的都能跟着他
走。”其中一位老人张东生的哥哥就是这样参
的军。

罗荣桓在西七里河村共住了一个多月，和
村民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率领的115师和
村民情同手足，当时部队的宣传队“战士剧
社”还在村里演出过一场文艺节目，慰问乡亲
们。部队临走时，全村的乡亲聚集到村头送
行。“平时见不到军队，那天不知从哪里一下
子来了那么多兵，有的挎着匣子枪，有的拿着
大刀，有的身背歪把子机枪，全副武装，雄赳
赳，气昂昂，喊着号子由西七里河转移。”回
忆起当初的情景，张东生至今仍有些许惋惜：
“要是当年我再大几岁该多好，指定能跟着罗
政委干革命。”

■ 红色记忆

“小房东”记忆里的元帅“房客”
鲁南革命根据地是指山东南部，以抱犊崮山区为

中心，包括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北、淄临公路以南等
广大地区。八路军第115师进驻抱犊崮前，山区人民就
开展了土地革命战争，群众基础好，有着优良的革命传
统。

1932年10月，时任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书记的
郭子化建立了枣庄矿区临时工委。1933年夏，成立了中
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别工作委员会。根据当时形势发展
的需要，工作重心逐步向抱犊崮山区转移，向四周发
展。1935年4月，郭子化来到抱犊崮山区开展工作，并在
此建立了鲁南第一个农村基层党组织——— 大北庄党支
部，为以后鲁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雄厚的政治
基础和群众基础。

鲁南第一支抗日武装也在抱犊崮成立。1935年7
月，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派张光中到大北庄工作，发
展党员，建设地方武装。1938年3月，日军占领枣庄，中
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根据中央指示，发动抗日武装起
义，郭子化、张光中等立即在大北庄村建立起了60多人
的抗日义勇队，分两个排7个班，与邹坞武装同乡会服
务团合编成立了鲁南山区第一支抗日武装——— 鲁南人
民抗日义勇大队。其第一任队长洪振海就是小说《铁道
游击队》中刘洪队长的原型。1938年5月，苏鲁豫皖边区
特委在抱犊崮西南部的老古泉村建立苏鲁人民抗日义
勇总队。5月下旬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大队”编入苏鲁
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收编入八路军115师苏鲁支队。

这里还是山东第一所“抗日军政大学”的所在地。
中共山东省委于1937年12月派巡视员王见新到抱犊崮
山区开展抗日活动。1938年1月中旬由王见新、张光中
等具体负责人创办了农民抗日训练班，这就是山东第
一所“抗日军政大学”，史称“山东抗大”。农民抗日训练
班先后共举办了5期，培训学员500多人，其中新中国中
组部原常务副部长王兆华就是第一期学员。山东抗大
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在鲁南遍地埋下了
革命的种子。

鉴于抱犊崮山区的重要地位，1939年6月，中共中
央决定将八路军第115师调往鲁南，创建以抱犊崮为中
心的鲁南革命根据地，统一整编了7支地方武装，建立
了14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成立了鲁南区党委、八路军
鲁南军区。党政军的全面建设及根据地的建立，为鲁南
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9年9月，陈光、罗荣桓率领八路军115师师部、
686团到达抱犊崮山下的大炉，并把师部设在此地。同
年11月20日成立了鲁南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 峄县
抗日民主政府，县政府机关就驻在抱犊崮西侧的南泉
村，八路军115师民运部长潘振武任第一任县长。

115师的到来，巩固、扩大了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
的鲁南革命根据地。1940年鲁南山区根据地基本连成
了一片，6月，中共鲁南区党委成立。10月，八路军鲁
南军区成立。鲁南人民代表大会在山亭的九子峪村隆
重开幕，诞生了红色革命政权——— 鲁南行政专员公
署。

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抱犊崮军民掀起了除奸反
霸、减租减息、大生产大练兵的热潮。经过几个月的奋
战，抱犊崮山区成为鲁南中心抗日根据地，被誉为山东

“小延安”。 （杜文景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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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犊崮：

鲁南革命根据地的核心

□ 李政 王秀丽 徐景江

无棣素有“冀鲁枢纽”、“齐燕要津”之
称，乃史上的军事要地。《海丰县志》（清康
熙九年版）载，无棣“介燕齐之间，三代而
后，疆场多兵戈之役，即邑北数垒，各据地
势，盘基角胜，可想见当年所有事也”。宋代
乐史《太平寰宇记》也有无棣“九河之会，五
垒之居”的记载。

这些旧垒，即为今日无棣县境内的信阳古
城，这是一座沉淀了汉时大将韩信的记忆之
城。旧垒至今虽已颓壁残垣，但其蕴涵的历史
之事千年不泯，穿透岁月之墙，述说一段远古
的沧桑。

韩信筑“靴城”

信阳古城，位于无棣县信阳乡境内，当地
人称为“汉垒”。据《山东通志》记载：信阳
古时称“信城”，城因汉大将军韩信所筑，城
居海滨险要之地，环周3公里有余，城内三村
成鼎，外形如靴，昔年韩信伐齐至此与齐楚联
军对垒，为激励将士杀敌立功，韩信下令仿照
靴子的样子修城，有“靴踢长安”之谓，表明
其横扫三秦，攻克长安的雄心。

《无棣县志·文物》（1994版）载：信阳
古城“俗称‘小鞍城’、‘歇鞍城’。相传韩
信下齐至此，鏖战丢靴，士卒哗然，为雪丢靴
之辱，下令仿靴筑城，形如磬折而缺其西
南。”《无棣县地名志》云：“紧靠两条黄河
故道，南曰‘萧米’，北曰‘覆釜’。汉初建
城时，黄水正从萧米河东流，取韩信建城和城
处大河之阳的意思，命名‘信阳城’。”

明嘉靖举人孙重光，写有《汉城俯瞰》，
诗云：“平原北望郁峥嵘，古垒犹传大将名。
把酒几伤兴废事，凭栏不尽古今情。”明嘉靖
进士杨巍，其《秋日登无棣古城呈谷司马》诗
云：“魏豹坟边四履尽，淮阴垒外九河平。”
孙重光、杨巍两位文人的怀古凭吊诗篇，缅怀
的就是淮阴侯韩信及魏王豹。

“汉垒盘旋”窥古城风貌

据记载，信阳古城内分大、小两城，小城居
大城西北隅，两城用内城墙相隔。在《海丰县志》
卷首，有清代画家、钱塘人士费而奇所绘的“无
棣八景”图，其中“汉垒盘旋”正是信阳古城，画

中勾勒出了古城城墙、城门及村落建筑。
古城共有六门：北门两个，门里为车里

村，车里村立村于明朝初年，因村位于信阳城
里，取名城里村，后演变为车里村；西门一
个，门里一村因位于古城西南“靴脸”处，故
得名“靴脸村”，后因村民认为“靴脸”二字
不雅，故改称如意村；东门一个，门里有一谢
家村，原是信阳城东门里小张家，西汉时期，
此村位于信阳城里，明朝初年，因一户谢氏人
家迁此，人丁兴旺，张姓衰落，故更名为谢家
村。

城内一条主要东西街道连接东、西城门，
西南城墙向内凹处和南城墙各有一城门，现大
城内村与村之间的连接道路、各村内主要街
道，依旧保留有原古城街巷的痕迹。

小城也称内城，是官府署衙所在地，后成
为信阳乡政府驻地，还有粮所、供销社、邮政
所、农行等部门。从地表遗迹和街道走向看，
小城可能有东、南两个城门，与大城相通。

信阳古城历千年风雨侵蚀，依旧巍峨屹
立，直至抗日战争时期，还庇护周围村庄的百
姓。虽遭战火破坏，整个城墙解放初期还很完
整，高一般在10米以上，底部宽大约15米。惟
有南城墙和北城墙西段最高大雄伟，高约15
米，底宽在25米以上。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原店子公社粮所高大
的粮库北面，横着一堵高大的土墙，并向南延
伸。那时，信阳古城还保存有南城墙西端及向

北延伸部分，可依稀看出信阳古城的形制和规
模。其规模，大致与《信城蠡测》一文记述的
“据熟知无棣掌故的耆老宿儒说，城的内匝9
里，外围12里”相符。如今的古城遗址位于今
无棣县城北7公里处的信阳乡政府驻地，尚存
城垣残迹130余步，高处7-8米，低处2-3米；
最宽处25步，窄处2-3步。

旧时兵家必争之地

《春秋左氏传》记载：“赐我先君履，东
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
棣。”无棣邑为春秋齐国北鄙，介于燕、齐两
强接壤处的交错地带，左环渤海，右控平原，
地理位置良好，战略优势突出，加之无棣濒临
河海，鱼盐富足，域内地貌平缓，多平原地
形，故盛产枣栗，这些独特的资源优势，使之
成为历朝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战国时期，齐国于此修建城池，符合齐国利
益和当时形势。因为这些城池既能成为齐国屯
兵进攻燕国的前沿阵地和哨所，又是退守的屏
障和鏖战的据点，更重要的是可保障齐国盐业
经济和“霸诸侯、一匡天下”所需的庞大财政。

信阳古城，城郭俱全时面积达200万平方
米。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地方城邑中，是规模较
大的，也足以证明其在当时军事战略和地理位
置上的重要性。春秋战国信阳古城处于齐国的
前沿阵地，汉初置信阳县后，成为县治，也由

屯兵备防的军事用途，扩展为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这才有了古城内大量、丰富的西汉文
化遗物。

1987年，当时的滨州地区文物普查组对古
城遗址全面考查，从城体格局、构筑方法、城
土中夹沙陶片等方面测定，信阳古城约筑于战
国后期至西汉初期。信阳古城的始建年代，据
现存的部分城墙考证，其筑造方法是采用“板
筑法”。现在，从残存的城墙两侧，仍能清晰
地看到一排排直径0 . 15米左右的柱洞（绳索）
遗迹，以及层层板筑形成的层厚0 . 2米左右的
夯土层。这种筑造工艺，最早出现于龙山文化
时期，流行于战国时期。从残存的城墙夯土层
观察，其间所包含的遗物、陶器残片均为早于
西汉初年之前的典型器物残片。另外，古城遗
址曾出土过战国时期的青铜剑和齐国“齐法
化”刀币。1973年，信阳乡车里村村民在村附
近挖渠出土了17枚齐国刀币，币长173毫米，
正面有“齐法化”三个字，刀柄部有两条竖
线，背面上部有三条横线。1991年7月，在光
武城、秦台东部的西堼遗址附近，出土了战国
时期的青铜戈。

以信阳为腹地的汉代古遗址，南有龙且
冢，北有广武坟，西有魏王豹古墓，组合完
整。信阳古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被列为首批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山东省人民政府、
无棣县人民政府在其侧镌文刻石“信阳故城
址”，立碑以昭后人。

汉垒至今虽已颓壁残垣，但其蕴涵的历史之事千年不泯，穿透岁月之墙，诉说远古的沧桑

淮阴侯韩信信阳筑“靴城”
□ 惠庆 秀峰

无棣县信阳乡，是宋代词人李之仪故里，抗日将
领冯安邦家乡。信阳乡有两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其一是信阳古城，另外一个就是郭来仪古墓。郭
来仪古墓民间俗称台子坡，位于无棣县信阳乡郭来仪
村西南1公里处。相传墓主人为魏王豹，又称魏王豹
墓。该墓1956年曾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7
年正式公布为省级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该墓
尚未发掘，无法确定墓主人是否为魏王豹，故以附近
村名命名为“郭来仪古墓”，1987年，立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标志。

据史书记载，魏王豹是战国时魏国贵族。陈胜起
义时立其兄咎为魏王。秦将章邯攻魏，咎败死。项羽
大封诸侯时，封豹为西魏王于河东，都平阳。汉王还
定三秦，魏王豹以国属焉。后豹以探望老母为由回
乡，与楚约和，反叛汉王。汉二年八月，韩信攻打
豹，平定魏地。

民国《无棣县志》载：“汉魏王豹墓，城北七
里。相传韩信由燕伐齐到此，豹迎战三百合，中卸
甲风阵亡，信令将士撮土筑此墓。”据传，秦汉之
际的魏王豹和韩信为姑表兄弟，他在这里陷入韩信
的迷魂阵被擒，魏王豹不服，韩信放其再战，连
战三天不分胜负，魏王豹回帐中卸甲风阵亡，豹
死后韩信念其姑表之情，将豹厚葬于此，并命士兵
每人捧一兜土，培于墓地之上，即成该墓。古墓以
东为信阳古城，以西几公里的大片土地，地势高低
不平，沟渠交错，给人一种阴森、险要的感觉，传
说是韩信的迷魂阵，也有说是韩信的士兵取土所
致。

古墓虽经两千年的风雨侵蚀，至解放初期还高达
8米，底周长数百米。只是在农业合作社时期曾在墓
旁建窑取土烧砖达3年之久，使古墓减损大半。墓前
原有青砖小庙一座，墓身周边杂草丛生，荆棘遍地，
方圆百里群众逢年过节来此烧香进拜，祈求消灾、祛
病。相传，只要当地乡民有为难之事，只要心怀虔
诚，至古墓西南一古树墩上敲三下，再沿古墓正转三
圈，反转三圈，然后回到树墩处等候，少时，必有所
应。以前的乡民如有婚丧嫁娶之事需要大摆筵席，往
往需要很多的桌椅。这时候，乡民们便会来到古墓祈
求，便会得到很多的桌椅以供摆席之用，解决燃眉之
急。席罢，他们再用同样的方法正转反转，桌椅便又
会自动消失，以供后人使用。据传，后有贪心之人，
不讲信用，所借物品不还，得罪神灵，从此便不再灵
验。

如今该墓呈台状，占地2750平方米，高6米。每
年的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这里都会有盛大的
庙会，在这期间，常有乡民来此祭奠。

·相关链接·

郭来仪古墓

与魏王豹

罗荣桓夫妇与两个子女在山东 罗荣桓当年的“小房东”尚炳新荣立军功时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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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炳新老人在讲述罗荣桓的往事 陈光、罗荣桓在抱犊崮的旧居 杜文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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