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化头条

1952年8月1日下午，青岛四方铁路工厂(南车
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前身)厂区外热
闹非凡。当一辆身披彩绸，鸣着汽笛的蒸汽机车，
在明媚天光中向在厂区外等候多时的2700多人
缓缓驶来时，歌舞声、欢呼声顿时淹没了汽笛声，
兴奋与激动在人人脸上荡漾开来。

这辆被命名为“八一”号的解放型蒸汽机车
(ㄇㄎ1型2102号)虽早已“退役”，但它却是中国第
一台自己研制的蒸汽机车，在中国铁路机车车辆
工业史上，是一座极重要的里程碑和分水岭。自
此以后，这个生生不息的古老国度，就走进自主
研制蒸汽机车的新时代了。这一声汽笛，一阵歌
舞，一片欢呼，便把那“万国机车博物馆”的戏谑
与尴尬正式结束了。

“万国机车博物馆”
铁路是不可或缺的“大动脉”。1952年，国内

“三反”、“五反”运动宣告结束，国家财政经济状
况，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改善，进一步的有
计划的经济建设正蓄势待发。国际上，北纬38°
线附近的战火正在猛烈燃烧，抗美援朝亟待后方
支援。然而，铁路要先行，却被铁路设备拖住了后
退，成为制约交通运输的“瓶颈”。

自1876年中国土地上出现第一条铁路吴淞
铁路以来，直到建国初期，在中国土地铁路线上
奔跑的所有机车，均是英美德日等国的旧蒸汽机
车，无一辆是国产。据1949年的统计数据，中国可
统计的机车有4069台，分别出自9个国家的30多
家工厂，机车型号多达198种，中国也因此被称为

“万国机车博物馆”。
为解决铁路运输设备落后的难题，经过慎重

考虑，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决定将研制生产新型
蒸汽机车的任务交给四方铁路工厂，也就是四方
机车厂。

四方机车厂建于1900年10月，初名胶济铁路
四方工厂，属德国德华山东铁路公司下辖机构，
是继唐山、大连两厂后第三家出现于中国的铁路
机车车辆工厂。新中国成立后，四方铁路工厂直
属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改称铁道部青岛四方机

车车辆工厂，简称四方机车厂。自1900年建厂直
至1949年，四方机车厂只能使用国外进口零部件
组装机车，从未真正制造过一台机车，至1949年
以后才扭转了这种情况。

当时中国铁路系统根本不具备大规模制造
机车车辆的能力，短时间内还只能以修修补补为
主。在铁道部和青岛市军管会(1950年9月为青岛
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四方机车厂于1949年
成功抢修了“中苏友好”号机车。1950年9月，四方
机车厂又修复组装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台蒸汽
机车，铁道部将这台2-8-2轴式的蒸汽机车定型
为“ㄇㄎ1型”，编号2101。时任铁道部部长的滕代
远表示祝贺，并亲自为其命名为“国庆周年号”
(简称“国庆号”)。这台机车在1959年变更型名后
改为“解放型”(JF)。在这两次成功改造的基础
上，四方机车厂积累了有关技术数据和丰富的研
制经验。加之该厂建厂早和技术力量较为雄厚，
此时有新老设计技术人员30余人，广大干部群众
也干劲十足，为研制新型机车创造了有利条件。

接到铁道部的命令后，四方机车厂首先召开
了党委会议，成立了由党委书记韩健民、厂长刘
伟、经营副厂长铁峰、技术副厂长陈泰棣、骨干技
术人员任允文等，以及被誉为“机车活字典”的老
工长贾培谟、有一定实践经验的老工人丁学文等
人组成的新型机车设计小组。他们经过反复研究
琢磨，严密论证，终于设计出了“解放”型干线货
运蒸汽机车。从设计效果图上看，该型机车功率
大，速度快，而且降低了单位功率的蒸汽消耗量
和金属消耗量，从而极大地改善了机车的技术性
能，为早日生产出新型蒸汽机车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筚路蓝缕，攻艰克难
至今不少老职工还记得，朱德总司令到四方

机车厂视察的事情。根据工厂史志记载，1952年4
月，在四方机车厂各场、工段加紧研制、运作的关
键时期，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人民政
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同志在
山东省委、青岛市有关负责人的陪同下，风尘仆
仆地亲临四方机车厂视察。在听取厂党委书记韩

健民的汇报后，他对工厂自行研制机车寄予厚
望，作出了“四方机车厂工人要为中国人争气，造
出自己的国产机车”的重要指示。

朱总司令亲临四方机车厂视察指导的消息，
给工厂员工以极大的鼓舞。“一切为国家建设着
想”、“一切为了抗美援朝的胜利”成了全厂干部
工人的决心和动力。从设计人员到各级领导干
部，从青年学徒到老工人师傅，都积极响应工厂
党委的号召，迅速掀起了技术革新、攻克难关、创
造生产记录的热潮。

虽然当时的四方机车厂已经有了比较丰富
的修造经验，但要自己制造机车，面临的困难仍
然很多，机车制造的关键技术都由国外厂家垄
断，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靠自己的摸索来克服困
难。

技术革新首先在工程技术人员中展开。陈泰
棣、任允文等对解放初期的车轴坯供应不足的问
题，用电炉冶炼的优质碳素钢铸冶出合格钢锭。
他们还发明了将机车的部分零用部件用球磨铸
铁材料生产的先进方法，有力地解决了原先设计
图纸中的难以预见的问题。刚从唐山铁道学院毕
业分配到工厂的青年技术人员顾家鹓，在技术革
新中发明了“扒缸机”，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青年工人在技术革新中也毫不示弱。如锅
炉安全阀过去主要靠进口，质量还不过关，而
其质量又直接关系到火车头的安全。为了攻克
这一难关，工人于兴泰专心研究，废寝忘食地
制作模型，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试验，终于研
制出新的安全阀，解决了限制压力范围的质量
难关。以唐宗玉名字命名的“唐宗玉气缸铸造
小组”，大胆采用了前苏联郭瓦廖夫流水作业
法，并结合制动轴承载风包的实践经验，使制
造每个汽缸由70多个工时缩减到26个工时，在
同行业中创造了全国纪录。

很多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老工人也解决了
很多重要的技术难题，为新型机车早日出厂作出
了特殊的贡献。时年55岁的共产党员、老技师贾
培谟，解决了蒸汽机车中噪音过大、耗汽量过多、
速度不快等许多关键问题，被全铁路上下誉为

“机车活字典”。

月牙板是机车上很重要的部件之一，表面硬
度很高，需要进行表面渗碳处理，但其中的技术
参数却无法得知。当时，工厂里没有完备的化验
室，化学药品也不多，而有关的技术知识更不足。
老工人丁学文决心搬掉这只拦路虎，他白天去商
店询问化学药品的含碳情况，晚上恶补化学知
识，并经过反复试验，这一难题终于被攻克。

在攻克了一系列重大难题之后，小组成员又
研制生产了火车头上的10000余个大小零部件，
经过安装调试，终于在“八一”建军节前夕迎来了
新中国第一台国产火车头试车的关键时刻。

7月26日清晨，四方机车厂接到铁道部命令：
“新造机车经请示部长，为迎接‘八一’，可命名为
‘八一’号。”喜讯传来，贾培谟、王子立等代表全
厂职工向厂长刘伟请缨试车。

当日，在胶济铁路的试行轨道上，新型机车
风驰电掣般行驶着，速度一直加到72——— 75公
里，而且行驶过程中，车身不跳不摆。经过认真测
定，新型机车的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
中午时分，当新型机车徐徐返回四方机车厂时，
刘厂长高兴地向等候已久的职工们庄严宣布：

“我们创造了试车一次成功的新纪录！”
历史将记住这一天，四方机车厂成功地试制

出新中国第一台“八一”号解放型蒸汽机车，不仅
结束了中国不能独立制造机车的历史，更翻开了
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史上崭新的一页。

1952年8月1日，四方机车厂举行了隆重的下
线典礼。“八一”号机车，身披红绸，接受青岛市党
政领导及广大职工的检阅……随后“八一”号驶
向北京，肩负起抗美援朝和建设祖国的重任。

40年辛劳，退役荣归故里
“八一”号蒸汽机车重92 . 07吨，车长22 . 6米，

构造速度80公里/小时，模数牵引力236千牛。在
青岛下线后，它马上走上繁忙的工作岗位，首个
重要任务是支援抗美援朝。

“八一”号服役后，表现出了优良的工作性
能。从1952年至1960年，四方机车厂共生产了216
台该型蒸汽机车，成为我国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
代铁路运输的主型蒸汽机车。抗美援朝战争结束
后，“八一”号开始在国内铁路线路工作。在此后
几十年的岁月里，该机车始终奔驰在铁路线上，
为祖国铁路运输和经济建设服务。

1992年5月30日，解放型“八一”号蒸汽机车
在淮南机务段光荣“退役”。但“八一”号从退役到
回家的18年，历经坎坷波折。原来，1992年5月退
役后，它一直被当做一辆普通的报废机车，停放
在淮南机务场站的一个角落里。如果不是大同机
车车辆厂一位热爱蒸汽机车的工程师发现，并妥
善保存下来，这国产首台“火车头”最终的命运或
许就像它的大多数“兄弟”一样，退役报废，解体
成废旧钢材回收利用。

因为热爱蒸汽机车，这位大同工厂工程师始
终在寻找这辆国产首台蒸汽机车，当他最后在淮
南机务段场站角落发现“八一”号时，欣喜异常。
通过双方协商，大同机车车辆厂将退役的“八一”
号保存起来，此后“八一”号作为国产首台蒸汽机
车，多次参加相关展览。

“八一”号的娘家人——— 南车青岛四方股份
公司近年来也一直打听它的下落。2008年，南车
青岛四方公司获悉“八一”号保存在大同工厂的
消息后，两年时间内，三次赴大同，为“八一”号能
荣归故里与大同工厂展开协商，在南车青岛四方
公司喜迎建厂110周年之际，大同工厂将机车赠
送给南车青岛四方股份公司。

考虑到年迈的“八一”号已经不能再在铁路
上运行，四方机车厂最终决定通过汽车将其运
回。于是，为了把近百吨的“八一”号拉回家，南车
青岛四方公司安排了三辆大平板车，将机车整体
分解成三部分，用了三天三夜跨越上千公里才让
它平安归来。

民国时期中国的匪患已经成为一个十分严
重的社会问题。辛亥革命之后的10年里，很多报
纸不把中国称为“民国”，而称为“匪国”，而山东、
河南、四川等地匪患最为厉害。山东的鲁南地区
是土匪的老巢之一，到上世纪20年代末，仅临沂
就有匪伙50余股。他们小者数百徒，中者千余数，
大者万余众。据后人统计，1912——— 1935年的山东
省境内107个县，竟然84个县有土匪盘踞，其中仅
势力较大的土匪就有370多股。其中孙美瑶、张鸣
九、刘黑七等实力尤为强大，部属强盛时多达数
万。

对平民百姓来说，匪事之灾大大猛于战事之
祸。匪患严重破坏了百姓的安定生活和社会生
产，更加剧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社会心理的恐
慌。人口和财产的损失更是庞大。土匪为祸地方
的手段多种多样。绑票，即架票勒赎，是土匪索取
钱财最常用的手段之一。如果土匪绑架到一户富
家女子，就叫做“请观音”；如果绑架到了一个有
钱的男人，就称之为“拉肥猪”；如果绑架到财主
家的小孩，就叫“抱童子”。土匪抢架勒赎，后来发
展到四处抢掠、逢人即架时，要价就降为三百元、
百余元、十元即可，甚至无钱时可用百个鸡蛋赎
要。土匪不仅抢劫普通士绅，还常常在交通要道，
抢劫汽车、轮船，乃至占据火车站。政府机关和外
国人往往也是土匪眼中的“肥羊”，不能幸免于
难。1923年5月以孙美瑶为首的土匪便制造了震
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

民国初年，张树元、田中玉、郑士琦主政山东
之时，政局相对稳定，政府有余力剿匪，匪患得到

了一定的遏制。然而张宗昌主政山东之后，导致
匪患遍地。1930年9月5日，蒋介石任命韩复榘为
山东省政府主席。自此始，迄至1937年秋韩复榘
退出济南，主政长达七年之久。在此期间，韩复榘
为了巩固其在山东的绝对统治地位，在政治、军
事、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他上任后提出的“四项行政任务”之一就是剿
匪，也可见其对剿匪的重视程度。

为了维护地方治安，巩固其统治，韩把剿匪
清乡列于施政纲领之中，不断训令、布告晓喻军

队、地方党政及广大百姓，要求同心协力肃清
匪患。为此还专门制订《守城剿匪办法》、
《山东省民团剿匪奖惩办法》等条例、规定。
训令部队、地方长官、民团组织等严格执行，
有匪入境，合力兜剿，“不得借故无力抵御，
相率走避”。剿匪有功者赏，不力者罚，并把
这作为考核公务员的重要内容。韩复榘在1930
年11月公布了《验枪办法十条》，对民间枪支
加强管理。严格规定民间持有枪支的数量，并
加以烙印甄别。此外，严禁民间私造军火，严
禁铁工厂私修枪械，违者即严加惩处。

韩还采取了剿匪与“清乡”结合、军民合
作的做法。他主张组织民团、联庄会等地方武
装，培养民众自治、自卫能力，县长要按时下
乡，召集民众讲演剿灭办法，以期弭患于无
形。为拔除土匪窝藏地点，他把剿匪与“清
乡”结合起来。他自任鲁豫清乡督办兼山东省
清乡总局局长，在开封设督办署，在济南设山
东省清乡总局，在土匪活动的重点地区设立清
乡司令部。为对付土匪，采取“以匪制匪”的
特殊办法，重用熟悉土匪的“降匪”组成“特

别侦探队”，以侦探土匪行踪，成为韩复榘剿
匪的利器。“特侦队”下设两个大队，以“降
匪”刘耀庭、张步云为两队队长，直接受第三
路军总部领导，实际是韩亲自指挥。当时山东
没有战事，军队的经常性任务就是剿匪，剿匪
之战斗几乎无日不有。遇有特殊情况，他亦亲
自督阵清剿。

当时鲁南山区有土匪三大股：孙美瑶股，
约3000人，据有抱犊崮；尹土贵股，亦约3000
人，据蒙山；王百川股，据良崮(临朐境)。韩复
榘“誓必扫清巢穴”，亲自任总指挥，以第三
路军为主力，协以友军分路进剿鲁南各匪。韩
复榘亲临前线督剿，各军配合形成对土匪包围
之后。4月16日，韩下达总攻令。土匪则凭借天
险，在山上筑石垒顽抗。韩下令放火烧山以去
其屏障。韩复榘电令剿匪各军：“凡捕俘匪首
领者赏洋五千元。”继又电令各军“获匪一律
枪毙，通匪一律枪毙”。至中旬，土匪被歼十
之六七。针对土匪占据抱犊崮有利地形，据险
顽抗，他下令予以根诛：对匪区除妇孺外，凡
15岁至50岁男子，如无“连环保”者一律枪

决；并将抱犊崮山区藏匿土匪的村庄择要焚
毁。至5月4日，鲁南抱犊崮土匪基本肃清，被
捕土匪多被当场杀戮。到1933年1月，鲁南土匪
基本被肃清。当时的天津《大公报》积极评论
了对抱犊崮的清剿，“事系华北之全部治
乱”，认为他“躬自督策”，“不但是为地方
除害，且为国家纾莫大之隐患”。

刘桂棠，即刘黑七，民国山东巨匪。韩复
榘于1934年3月21日亲率手枪旅两营赴泰安坐镇
指挥围剿，强调刘匪不绝，绝不发饷，来提高
部队的战斗积极性。3月21日起，韩军与匪军先
后在梁山、郓城、安驾庄等地接战三次，将匪
击溃。4月中旬，当韩复榘再次听到刘黑七的残
部逃走后，气得发疯，要亲上前线剿匪，还跳
脚大骂：“这么几个土匪都打不了，我们还有
什么脸再干。”后韩复榘又派大军追击残匪，
并请中央空军飞机支援，经过40天的战斗，最
终刘黑七的匪部被全歼，刘黑七仅只身逃到天
津租界。韩复榘因匪首刘黑七的逃脱深感愧
疚，乃向国民政府辞职，后因蒋介石挽留而留
任。隐藏在租界的刘黑七匪心不死，曾几次派
人到山东活动，都被“特侦队”抓获。韩复榘
随后雇刺客进行刺杀，刘黑七身中三枪，竟然
未死。

韩复榘对土匪的清剿安定了地方社会。然
而随着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局混乱，
战事频繁，山东各地的土匪又死灰复燃，重新
为祸地方。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土匪问题
才真正得以解决。

年迈的“八一”号已经不能再在铁路上运行，四方机车厂最终决定通过汽车将其运回。于是，为了把近百吨的“八一””号拉回家，

南车青岛四方公司安排了三辆大平板车，将机车整体分解成三部分，用了三天三夜跨越上千公里才让它平安归来。

第一台国产蒸汽机车诞生记
□ 本报记者 任宇波

■ 文化头条

韩复榘山东剿匪
□ 宁 阳

在菏泽城西，有一座高大的土堌堆——— 曹
州点将台，菏泽人称它为黄巢点将台。点将台
呈方形，高约四五米，广十数米，北和西北丈许
有合抱粗大树若干。

被称为黄巢点将台的地方，国内不下八九
处，广东、福建有，河南、陕西有，山东有，河北
也有。外省这些地名的来历，多是当年黄巢军
驻扎发兵的地方，惟独曹州点将台既是黄巢在
这里发起起义，又曾在这里驻扎发兵。

相传黄巢先后五次在这里点将。黄巢生于
曹州冤句，也就是现在的菏泽。轰轰烈烈的唐
末农民大起义，黄巢领导起义军南征北伐，东
进西杀，几度兴衰起浮，最终夺取长安，建立了
大齐政权，随后又丧失了政权，兵败于泰山脚
下。大齐政权就此画上了句号。黄巢作为一个
叱咤风云、建立大齐王朝的人物，给后人留下
诸多悬疑。黄巢点将台就是其中之一。

这里是黄巢点将台么？菏泽社会科学联合
会秘书长荣海生认为，民间传说是可信的。史
无记载，主要缘于三个方面。一是唐末及五代
十国时期留下的可靠史料少。二是从黄巢起义
开始到北宋建立，持续的战争几乎每天都有发
生，所到之处，典籍多被焚烧，墓葬也多被挖
掘。黄巢起义失败后，无赖出身的朱温挟持皇
帝迁都，将长安夷为平地，致“向时遗籍，尺简
无存”。而历史上，汴州、曹州、濮州等地都曾多
次被黄河淹没城圮后重建，其他的小城镇和村
庄就更不用说了。三是官方和民间两种不同的
观念，以及唐末政治的混乱，也造成了史料记
载和民间传说的不一致。更何况在历代当政者
眼里，黄巢是流寇，谁还为他树碑修志呢。

在黄巢点将台的东南角，立有一块石碑，
碑记详细记录了这个堌堆的由来。这里原是明
朝修建的一个教武场，清光绪六年叶道源撰修
的《新修菏泽县志》载：“城西三里许有高阜名
凤嘴山，正德间副使吴学命义官董懋筑台，高
一丈，广四亩，演武厅三楹，置地三顷为教场，
台左有旗帜庙……”菏泽城于北魏488年始建，
隋末唐初因战乱而废，金大定年间曹州府迁居
于此，“其时有无城堑旧志无传焉”。南宋时黄
河泛滥，大水平地逾丈，城圮于水。明洪武时黄
河水患又废城址。其间还多次历经战火、建制
废兴，现之地貌与唐之地貌已面目全非，地方
史志也多遗失。对于黄巢点将一说，则无一字
记录。

那么，这里是如何和黄巢扯上关系的呢？
荣海生说，从875年黄巢发动起义至884年失败
的近10年时间里，黄巢在南征北伐中，曾经有
五次兵临家乡菏泽。当时的凤嘴山高高隆起，
适宜于点将发兵。第一次，875年6月，黄巢在冤
句起兵后，他带领几千人马迅速往东北方向行
军与王仙芝的队伍会合，途经了现在的点将台
这个地方。第二次，在蕲州王仙芝欲投降朝廷，
黄巢与王仙芝分裂。一路北上的黄巢率军智取
郓州(东平)。之后，受到唐朝大军的合围，被迫
再次南下，877年6月，在准备攻打唐朝大将宋
威镇守的曹州前，曾驻兵于此。随后，王仙芝、
黄巢合兵攻打宋州，没能攻下。王仙芝撤回湖
北境内，一路向南挺进的黄巢，遭到了唐朝大
将张自勉的迎头痛击，调头急行军到了琅琊，
后又转战向西到了考城，即现在的兰考，接着
向北占据了曹州，途经这里向北到达濮州，这
是黄巢第三次在这里点将发兵。879年闰十月，
自号冲天大将军的黄巢率百万大军北伐。880
年9月，黄巢北渡淮河，分兵多路进取洛阳，黄
巢第四次与这里“结缘”。884年，一路败退的大
齐皇帝黄巢，被李克用的沙陀兵一路追击到了
曹州境内。此时的黄巢，一如当年的西楚霸王，
倍感无颜面对家乡父老，于是在这里进行了最
后一次点将散兵。由此，后人就把凤嘴山改名
为黄巢点将台了。

黄巢点将台
□ 石奇亭

■ 山海经

□ 责任编辑 于岸青

■ 海岱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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