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山东半岛南部，曾经
有过一个县级的行政区域——— 藏马县。藏马县是
以其境内的藏马山而得名，县治所在地就是今天
山东省胶南市南部重镇泊里。

藏马县的历史沿革
藏马县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建制的诸城第

五区。抗战后期，整个山东的形势错综复杂，有我
八路军新四军的胶东半岛、沂蒙山区根据地和苏
北根据地，还有青岛、胶州、日照等日伪及国民党
军队盘踞的地方，几方势力犬牙交错。如果我军
控制了泊里地区，向北可以连通胶东半岛，向南
可以联系苏北，向西可以贯通沂蒙山区。拥有了
出海口，则便于海上的对外联络和物资出入，也
就是说，控制了这个地区就掌握了山东东南地区
的战争主动权。

1944年7月，我山东军区发起讨伐伪滨海警
备军李永平部的“讨李战役”。战役胜利后的1944
年8月，中共滨北地委根据上级指示，决定诸胶边
地区组建两个县，以原南部诸城五区为主建立藏
马县，治所地为泊里，同时建立藏马县工委，张雨
首任县工委书记，于云光首任县长，从此藏马县
建制产生。

1944年10月，在粉碎日伪军夏季报复性“扫
荡”后，主力部队由诸胶边地区转移到外线作战。
为了适应形势需要，中共滨北地委经上级同意，
决定将诸胶边县和藏马县合并为诸胶县。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共滨
北地委为了加强新解放区的领导和建设，决定撤
销诸胶县，在南部地区恢复藏马县建制。由于八
路军主力转移外线作战，泊里被敌伪军占领，恢
复的藏马县委、县政府设在丁家大村(今大村镇
驻地)，辛光宇任县委书记，于云光任县长。因为
藏马县在1944年建立后两个月就被合并，又在十
个月后恢复，中共藏马县委和政府的工作是从此
时才正常开展的，因此有些文献将藏马县建制时
间记载为1945年8月。

1945年底我军发动的“泊里战役”取得胜利
后，县驻地由大村迁至泊里。

1949年，新中国成立，藏马县隶属山东省滨
北地区，地域主要包括今胶南市南部的琅琊、泊
里、张家楼、大场、海青、理务关、藏南、大村等地
区，和诸城市桃林、桃园、石门，五莲县街头、潮
河、户部、洪凝等地。

1956年3月，山东省进行了全面的行政区划
调整，撤销藏马县，刘书畴、战金林分别为藏马县
最后一任县委书记、县长。原藏马县大部区域并
入胶南县，少部划给五莲、诸城，藏马县领导机关
与胶南县领导机关合并。

至此，藏马作为一个县级建制，走过了11年
又7个月的历程。除去1944年10月至1945年7月并
入诸胶县的10个月，一共存在了不到11年的时
间。

两次“讨李战役”

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前期，藏马县境内发生
过多次的战役和战斗，其中最著名的是两次“讨
李战役”。

李永平系青岛日军第五混成旅团直接指挥
的伪滨海警备军司令，其部约3500人，盘踞在以
泊里为中心的日照、胶县、诸城边区。参加讨李战
役的我军参战部队，以滨海六团、军区教导团、炮
兵团、特务连组成右纵队，由滨海六团团长贺东
生、政委吴岱指挥，自两城以北地区向东北进攻；
以滨海十三团、军区骑兵连组成左纵队，由滨海
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十三团团长梁兴初、政委刘
西元指挥，兵分两路，从市美地区向西南出击，形
成对敌两面夹击之势。此外，新一一一师在障日
山、两城附近，独立团在马耳山地区，阻击诸城、
日照援敌，保障主攻部队侧后安全，掩护破坏公
路的群众；十三团第三营、莒中独立团、日北县大

队、诸城县大队、区中队及民兵，牵制莒县、诸城、
日照各据点的敌人。战役自1944年7月24日晨开
始，至8月25日胜利结束，计攻克大小据点40余
处，摧毁碉堡300余座，共毙伤敌伪军380余名，俘
300余名，击毁和缴获大批武器和物资，收复了诸
胶边大片土地，解放了30多万人民，控制了日(照)
诸(城)公路大部和海(州)青(岛)、诸(城)胶(县)公路
各一段，进一步改变了滨海区的抗战形势，使五
莲山区和藏马山区连成了一片。

“讨李战役”后，由于八路军主力转移外线作
战，泊里又被敌伪军占领，李贤斋继任伪滨海地
区警备军司令。李贤斋是一个铁杆汉奸,大肆屠
杀共产党人和抗日进步群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

“泊里惨案”，并且抓丁拉夫，搜刮民财，强修工
事，扩充队伍，搞得当地鸡犬不宁，老百姓恨透了
他。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他拒不向共产党及
其领导的军队缴械投降。面对当时现状,山东军
区下决心要解决泊里问题。因这次讨伐的对象李
贤斋与上次讨伐的李永平都姓李，所以有人也称
其为“二次讨李战役”。

1945年9月，山东军区第一师挥师东进泊里
镇，先进行泊里外围战。9月15日战役开始，部队
连续攻占外围的各个据点，收复周边的村镇，直
逼泊里镇，伪军及伪诸胶日莒海防警备军先后缴
械投降。我军又向盘踞在海边的贡口伪军发起攻

击，抢占海滩，紧紧地关闭了泊里之敌从海上逃
跑的大门。正当我军准备给敌人最后一击的时
刻，9月27日上午，作战主力部队的山东一师忽然
接到山东军区命令：“停止对泊里镇之敌的进攻，
立即到铺上及以东地区集结，准备向东北挺进。”
这样，参加泊里战役的主力第一师撤离泊里外
围，在罗荣桓司令员的率领下挺进东北，第一次
泊里战役终止。

死到临头的伪李贤斋部，获得了意想不到的
喘息机会，他急忙投靠了国民党，并接受了国民
党山东省政府的改编，成为“诸胶日莒警备军”。

11月，我滨海军区为打通滨海地区与胶东地
区的阻隔，使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解除顽军对
胶州湾的威胁，决定再次发起“泊里战役”。这次
的主力部队是新编山东军区警备第十旅，另有藏
马县大队及藏马、日照两县的民兵，总兵力7000
多人。张仁初任前线总指挥，赖可可任政委。

敌伪军经营泊里多年，有相当完备的防守工
事，我军对其攻击很困难。为此，参战各部队采取
的对应措施就是在火力掩护下进行近迫土工作
业，挖掘纵横交错的交通壕，构筑工事和堡垒，完
成了对泊里之敌的包围。

发动攻击后，我军首先用炮火摧毁泊里南门
外的碉堡阵地，强行夺取高地，切断守敌之间的
联系。对于坚固的城墙和碉堡，参战部队决定用

挖地道的办法解决。藏马县政府调动各地基干民
兵1000余人，日夜轮流作业，苦干16个昼夜，完成
了1500多米的地下通道任务。

在完成对泊里镇之敌的包围和土工作业后，
将大量的炸药通过地道送进了敌人碉堡的地下。
12月26日黄昏发起总攻，进攻部队首先点燃了炸
药，只听“轰——— ”地一声巨响，山动地摇，敌军大
炮楼连同一个连的守军被炸得无影无踪，围墙也
被炸开几十米的大口子。我军强大兵力潮水般地
冲入镇内歼灭敌人，并组织兵力追歼逃窜之敌。
战至12月27日夜，泊里各据点之敌已经无力再
战，分多路倾巢突围，突围过程中被全部消灭，剩
余之敌于12月30日全部缴械投降。至此，泊里战
役胜利结束。

泊里战役取得辉煌战果，攻克泊里重镇及周
边据点9处，毙伤敌人1000余名，生俘敌副司令于
炳宸及官兵1600多名。缴获大量武器、物资和数
座兵工企业。至此，藏马县全境解放；滨海区全境
解放；南起陇海线，北至胶济线之间700平方公里
范围内全部解放。

“陈毅子弟兵团”
解放战争中，藏马人民为新中国的诞生几乎

竭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他们先后参加了孟良
崮、莱芜、南麻、潍坊、淮海、渡江等十几个大战役
的作战和支前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各项艰巨任
务，涌现出一个个闪烁着时代特色的群体形象，

“陈毅子弟兵团”就是其中的一个。
1947年3月，为了对付国民党对山东地区的

重点进攻，山东省支前委员会和滨北支前司令部
命令藏马县快速组织一个支前子弟兵团。藏马县
只用了3天时间，就从8000多名踊跃报名的青年
民兵中精选出953人，组建了一支既能随军参加
战斗，又能抢救运送伤病员的精干子弟兵团。藏
马县子弟兵团在执行支前任务的101天中，曾先
后进军胶东、鲁中、鲁西、鲁南、渤海等战场，参加
过宁阳战役，担负过官庄抢运、乔店抢救、泰西转
运等数次艰巨任务。他们在炮火纷飞的阵地上，
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伤员，用自己的衣物给伤员换
取食物，用自己的身体抵挡敌机的扫射，宁愿自
己负伤、牺牲，也不让伤病员再次负伤。

藏马子弟兵团为华东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对
山东的重点进攻立下了功劳。全团有19人立一等
功，100人立二等功，576人立三等功，187人立小
功，并获得了相应等级的银质红星奖章。1947年6
月，华东军区特授予该团“陈毅子弟兵团”光荣称
号，给全团记大功一次，奖给大批枪支和弹药，并
赠送“陈毅子弟兵团”大红旗一面，该旗现存北京
中国军事博物馆。山东军区颁发“八一”奖旗一
面，广州部队伤员赠“支前模范”红旗一面，滨北
支前司令部颁发“滨北支前榜样”锦旗一面。还有
各级党政军机关及被救护伤病员、驻地群众分别
颁赠的奖旗、锦旗13面，山东省人民政府、省支前
委员会、省人民武装部联合发布嘉奖令，《大众日
报》连续发表消息和文章宣传该团功绩。

此后，藏马支前队伍又参加了济南、淮海、渡
江和上海战役，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
贡献。陈毅元帅曾经说过：“解放战争的胜利，是
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这也包括藏马人民
的一份功劳。

在血与火的奋斗中，众多的藏马儿女付出了
宝贵的生命。1945年5月著名的“泊里惨案”中，仅
泊里就有83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活埋、枪
杀，甚至凌迟处死；在有建制期间的十多年中有
近千名藏马儿女牺牲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朝
鲜战争的战场和隐蔽战线上，包括杜雨及丁氏同
胞三姐弟等著名烈士。

藏马作为一个县级建制已经不存在了，但藏
马县人民为共和国的建立以及新中国的建设奋
斗过、奉献过，付出过巨大的牺牲，作出过重要贡
献，历史永远不会忘记。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
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1200多年前，唐代
大诗人李白在漫游中来到了兰陵(古沂州承县，
今枣庄市峄城区)，在兰陵公李修璩的盛情款待
下，他开怀畅饮，诗兴勃发，于是便写下了流传千
古的著名诗篇———《客中作》。然而，千百年来，关
于该诗的写作时间、地点以及诗之寓意等等，却
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可谓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李白特别喜欢齐鲁的山水名胜，从开元二十
四年(736年)开始，他同夫人许氏及女儿平阳移居
山东任城(今山东济宁)长达23年之久，这首《客中
作》大约是他家居任城，只身到各地游历，往来兰
陵时所作。

兰陵之名，最早见于《史记》：“春申君以荀况
为兰陵令”。东晋南迁后，兰陵一带属北齐，由于
它地理位置重要，文襄王高欢曾将其第四子高长
恭封为兰陵王，高长恭有《兰陵王入阵曲》流传。
到了1947年，析峄县(今枣庄市南半部)以东，江苏
邳县以北地区，加上原临沂县七区八区，新置兰
陵县，其县治古城台儿庄……故“天下后世晓然
知峄为鄫、承、兰陵之旧疆，匡、疏诸贤之故里。”

远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兰陵美酒就已
经远近闻名，成为华夏民族酒文化的一个独立源
头，“商人沉酗于酒”，并常用酒来敬神祭祖。魏晋
南北朝的战乱，兰陵酒业虽也同农业一样衰退，
但北魏著名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还专
门介绍了兰陵酒的生产工艺，详细说明了它的酿
造过程。隋唐的统一，农业的复兴，更促进了兰陵
酒业的繁荣，那时的“兰陵王酒”就已销往长安、

洛阳、南京、杭州等大城市。“兰陵美酒”作为贡
酒，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副对子：“大赞美酒
李白题诗兰陵郡，至夸佳酿圣上赐进仁寿宫”。

有人说李白没有来过兰陵，是在别处喝的；
一说在长安，一说在济宁，一说在徂徕山与“竹溪
六逸”中的其他几个人一起，一说在蒙山与杜甫
共饮……

考开元二十四年初夏，李白方初来东鲁，此
后两年，他又一直在鲁郡的任城、兖州、曲阜、单
县、金乡、中都、徂徕山等地活动，此间没有去旁

郡的任何踪迹。兰陵隶属于沂州，与兖州分属两
郡，相距三四百里。兰陵镇当时既没有什么名山
胜水可以观览，又没有他的至亲好友可以走访，
此间专程漫游兰陵镇不大可能。再者，兰陵镇是
荀况、萧望之的故里，他们的墓地亦在是处，李白
若到兰陵镇，不会不去拜谒并赋诗凭吊之。

今查《李太白全集》中有《题瓜洲新河饯族叔
舍人贲》之作，其诗开头四句云：“齐公凿新河，万
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这是李白
对瓜洲新河的实录。瓜洲新河在扬州，开凿于开
元二十六年，此诗应作于开元二十六年以后。《李
太白全集》中又有《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诗，下
邳即邳州，初隶泗州临淮郡，元和中改隶徐州彭
城郡，此诗是道经圮桥有感而作。据詹锳《李白诗
文系年》：开元二十六年末至开元二十八年间，李
白曾由东鲁任城出发，漫游洛阳、南阳、淮南等
地，此间他既有《题瓜洲新河饯族叔舍人贲》之
作，肯定他也曾到了扬州。

这样事情就很明显了，开元二十六年末，他
漫游的路线自然是任城——— 金乡——— 单县———
梁、宋——— 南阳——— 淮南，最后到达扬州。他由扬

州返回任城时，是途经下邳、兰陵(承县、峄城)这
条南北直线。可知《客中作》之诗，应与《题瓜洲新
河饯族叔舍人贲》、《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二诗
为同年先后之作，其时当在开元二十八年一至五
月间。此说也颇值得商榷。

管士光在《李白》一书中说：李白的《客
中作》“诗约作于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时作
者初至东鲁后前往兰陵游览。此诗虽为客居抒
怀之作，抒发的却是豪情逸兴而不是他乡作客
的悲愁。”

在注释兰陵之名时，管曰：“兰陵：今山
东峄县。”1990年已无峄县，因枣庄市成立于
1960年，早将峄县改为峄城区、薛城区、台儿
庄区等，故应为“今峄城区”。

但管士光在《李白生平及创作简表》中却
又说：“天宝五载(746年)李白四十六岁。由东
鲁南游吴越，行前有《梦游天姥吟留别》。途
经 下 邳 、 兰 陵 ， 有 《 经 下 邳 圯 桥 怀 张 子
房》。”是说南游返回途经下邳，再经兰陵，
遂有《客中作》。此说与上说竟相差七年。

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年表》中，没有提

到李白的《客中作》，却提到“开元二十四
年，李白三十六岁。春在太原。移家东鲁，寓
居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
沔会于徂徕山，号‘竹溪六逸’。直至开元二
十九年，李白皆居东鲁或鲁中。”又说：“天
宝四年(745年)，李白四十五岁，春夏在任城。
秋初至鲁郡(兖州)与杜甫相晤，同游甚密。秋末赴
江东，取道邳州、扬州、再入越中。杜甫自兖州西
归，与李白分手后，二人从此无再见期。”

综上所述，李白漫游线路应该是这样：李
白与杜甫别后独自南下，途经兰陵(古丞县)，豪
饮兰陵美酒，作《客中作》后，取道下邳，赴
淮扬，因之有《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诗等。

李白当时的心境是不甚好的，奸臣当道，
国事日艰，自己却无缘“直挂云帆济沧海”，
一腔热血似乎在慢慢地冷却下来。正是盛年的
兰陵公李修璩于古兰陵承县盛宴接待了李白，
并以兰陵公府家酿的兰陵美酒款待之；李白感
慨系之，因作《客中作》以答之。时间当在天
宝四年(745年)，李修璩就藩兰陵19年……

据传李白作诗后，好多家酒店都在自家门
口写上“闻香下马，知味停车”和“门前醉倒
毕使吏，马上扶住李翰林”的对联来招引酒
客。这毕使吏系指唐大理寺丞毕正义，李翰林
即指李白。更有的酒店打出“太白遗风”的招
牌——— 酒幌——— 迎风招展。

“从来诗酒不分家，美酿兰陵李白夸。”
(臧克家诗句)其实，夸赞兰陵美酒的又何止一个
李太白！

解放战争中，藏马人民为新中国的诞生几乎竭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他们先后参加了孟良崮、莱芜、南麻、潍坊、淮海海、渡江等十几个

大战役的作战和支前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各项艰巨任务，涌现出一个个闪烁着时代特色的群体形象，“陈毅子弟兵团””就是其中的一个。

藏马山下曾经有个藏马县
□ 栾建东

兰陵美酒醉李白
□ 李 鏖 庞 苓

苍山县庄坞镇河西村有一座保存尚好的
贞节牌坊，该牌坊旨在颂扬嫁给庄坞杨氏十
二世杨绩的刘氏。刘氏在丈夫去世后独自守
寡50余年一直没有改嫁，她的这一举动最后
得到了嘉庆皇帝的褒奖，下旨为刘氏修建了
这座贞节牌坊。如今，这座表彰她贞节不二
的牌坊依然矗立在庄坞的杨氏家祠前，成为
鲁南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贞节牌坊。

这座建造精美的贞节牌坊用青石雕凿，
以打制精确的石榫石卯构建而成，高10米，
长7 . 5米，宽2 . 5米。牌坊中间是正门，穿过正
门，直通杨氏家祠的大门。在牌坊的正门两
侧各有一个侧门供人出入，正门两侧上方刻
有一副对联，内容为“冰霜著节垂千古，松
柏为心贯四时”，此乃对刘氏坚守贞操的赞
扬。

牌坊最上面是古楼顶结构，雕刻有“圣
旨”两字的石制悬匾高悬在楼顶檐下，在阳
光照耀下显得格外耀眼。“这个牌坊可是皇
上亲自下旨修建”，作为杨家后裔，74岁的
杨朝贞负责看护这座牌坊和杨氏祠堂已经整
整18年了。杨朝贞介绍说，当时石牌坊由沂
州府出钱建造，动用了32名石匠，嘉庆十一
年建造完工，距今有200余年的历史。

牌坊四根门柱前后两面各置有一尊高约
2 . 5米用整块石料雕刻而成的塑像。朝阳面，
从东向西依次是骑着谛听的地藏菩萨，唐朝
名将秦琼、尉迟敬德，骑着青狮的文殊菩
萨；朝阴面，自东向西依次是观音菩萨，汉
末名将关平、周仓，骑着白象的普贤菩萨。
这座牌坊的横梁共分5层，正面和背面分别雕
刻有“双凤朝阳”、“八仙出行”、“状元
游街”、“双龙戏珠”等精美图案。

200余年间，临沂曾发生数次地震，且几
经战火，但是这座牌坊却依然矗立如初。杨
朝贞说：“这可能与牌坊的石基打得深有关
系，向下1米全是石头。”据说，当年为了稳
固牌坊，石基最下层专门铺了厚厚的棉炭，
且周围10米内也如此。

据《杨氏家谱》记载，刘氏嫁的是庄坞
杨家第十二世杨绩。杨绩的父亲乃是一名京
官，而杨绩也在朝为官，刘杨两家联婚可谓
门当户对。刘氏嫁给杨绩时杨绩已经50多岁
了，并且家中早有一位正妻，刘氏当时也就
十五六岁的年纪，正值豆蔻年华。刘氏嫁给
杨绩后没过几年，杨绩因病去世，刘氏没有
生育。杨绩的正妻只生有一个儿子，名叫永
琪。

杨绩去世后，正值青春年华的刘氏没有
回娘家，也没有改嫁，而是选择留守杨家。
刘氏活到70多岁去世后，在省城为官的永琪
就开始上奏朝廷，为他的二娘请建贞节牌
坊。嘉庆九年上报朝廷，第二年皇帝批准，
第三年建成。刘氏因此被皇帝追封为“安
人”。

牌坊的一块石匾上刻有这样一行字：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提督山东全省学政加
三级、沂州知县加一级。”山东省内出了这
么一位贞节女子，地方上有关官员也都因此
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嘉奖、提升。

刘氏的事迹不但成了杨家的无上荣耀，
也是地方官员的一个不小政绩，但是在杨家
的家谱上却找不到这位刘氏的真实名字，留
在家谱上只有这样几个字，“杨绩续妻刘
氏。”

以现在人的角度去看，当时之所以能建
成这座牌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清王朝需要
宣扬忠君为国、守道顺德的封建思想，巩固
皇权。但是每一处牌坊下，不是埋葬了一个
活泼泼的生命，至少也埋葬了一个女子数十
年的青春。

庄坞镇
贞节牌坊

□ 杨 超

■ 山海经

□ 责任编辑 于岸青

■ 海岱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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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陵承县西城门

1947年，藏马县颁发的立功荣誉奖状。


	0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