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9年7月，侵华日军在临沂莒南大店设立
据点，经常派兵四处“扫荡”，烧杀劫掠、奸淫、无
恶不作，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引起了中国
人民的激烈反抗。在莒南县就发生了多次抗日斗
争，王家庄子战斗是其中有名的一次。

此战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莒南县大队配
合国民党东北军五十七军爱国将领常恩多师长
率领的111师333旅(旅长王肇治，后任万毅)666团
(团长关靖寰)对侵略军进行了一次漂亮的伏击
战。两军配合共击毙日军二百余人，五十七军将
士阵亡4人，县大队50人参战无一人伤亡，真是神
奇。这次大捷，沉重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极
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战信心和斗志。

村民王凤田指路

1939年农历十月二十三日，一群二百余人的
扫荡日军在日照石臼所登陆，顺岚兖公路从东向
西浩浩荡荡地前进，步兵、骑兵、炮兵一路耀武扬
威，尘土飞扬，他们就是日军第六混成旅喜早支
队，中队长申中信，准备到达县城的十字路再奔
回他们的据点——— 大店。

驻防朱卢、文疃、甲子山区的国民党五十七
军111师得知后，决定对日军伏击，伏击地点选在
大峪崖村前大崖头下的河川，由王肇治和关靖寰
指挥。这里从西南方和西北方有两条小河到此处
交汇流入龙王河，当地称三岔河口，南面是陡崖
高岭，北面也是高岭长坡，西面是长一华里的陡
坡，这是日军必走之路，此处是伏击的最佳地点。

为争取时间，师部先派一部骑兵在坪上以东
尾追、分三队轮回牵制日军，以此拖住日军，使之
行动缓慢。约下午四时，日军进入设伏河川时，
666团还未到达，尚距伏击地点三华里，只好在北

高庄前河和杜家岭村村南暂时隐蔽起来。当日军
聚集到大崖头下开始爬坡时，我军骑兵全部追上
日军展开激烈交火，日军边战边爬坡，艰难地到
达大路北面高地时，已是傍晚时分。日军抓住坡
木村的一名老百姓做向导，向导指着通向西北方
向的一条路说：“这条路是通往大店的一条近路，
平时推盐的、经商的、赶骆驼的都走这条路，而且
前面三华里有个二百多户人家的村，叫王家庄
子，西南面就是赤眉山，向西到十字路只有七华
里，村内有坊子(饭店)吃住都方便、安全。”日军听
此决定进驻王家庄子。

日军进村天已黑。他们观察后地形后，做好
防备，见村内有两处坊子，内有酒篓，日军打开酒
篓，先让抓来的村民喝了，见无毒后，即狂饮起
来。

再说村民王凤田被鬼子抓住给鬼子铡草喂
马，在村外碰到111师侦查员，便向侦查员讲了村
内的情况，侦查员大胆换上便衣，先把守门的哨
兵干掉，进村察看地形和日军火力点。侦查员见
几个鬼子喝醉了倒在大街上，还有几捆枪竖在一
边，就顺手将两捆枪掀到村北的马汪(湖)里。

关团长设下埋伏

关团长听了侦查员的汇报，命令一个营在村

东边约300米处的岭坡上隐蔽，担任主攻任务。另
一个营则埋伏在村南两个干沟内，还有一队伏兵
蹲守在村西的拉马沟中，其余兵力由关团长带领
上了王家庄子西南三华里处的赤眉山顶北坡，把
炮兵设在山顶北侧玉皇庙部位。

第二天一大早，隶属八路军的莒南县大队即
十字路游击队大队长张子亮带领50名战士也来
参战，由关团长统一指挥。24日凌晨三时，战斗打
响，先是我军炮轰敌阵地，接着向村内发炮，村北
面我主攻营兵分两路开始攻击。日军正在醉梦
中，被突如其来的枪声惊醒，仓皇应战，有的找不
到枪了，乱作一团。我军炮火非常猛烈，天亮时日
军全部被压到村内。在火力掩护下，我军突击队
数十人手提大刀，沿操马湖冲上前去把日军战马
打死两匹，其余五十匹战马全部夺获。

村出口大门东北角有一个董家土炮楼，开始
被日军占据。我军从村东头搭人梯进入村内，开
始展开巷战，并抢占了董家炮楼。巷战中，我军士
气十分高涨，手榴弹、枪声响成一片，这天正是东
风，部分战士又把村东南角部分民房的草屋点
燃，风助火势，形成火海一片，浓烟滚滚，迫使日
军从村内向西逃窜。

激战到午后二时，日军支撑不住，开始向西
北大店方向突围。第一队50名日军沿村前河北岸
的小路往西去，正走进我县大队伏击圈。在相距

150米时，县大队长张子亮一声令下，随着一阵猛
烈枪声，日军即倒下十几个。其余日军抢占北面
50米处的柏树林墓地，当日军进入柏树林后，我
赤眉山顶上炮兵居高临下，当场炸死日军二十多
名。剩余日军调头狼狈往村内逃窜。这时，村内已
被我军控制，日军全部被赶到了村西的打谷场

上。
日军见突围不成，便疯狂用野炮朝东西各打

了一炮，向其上级求援。但炮声引来了北面庙子
岭上我军轻重机枪一阵猛烈扫射，日军被打倒五
十多名死在打谷场上，剩余百余人被我军火力压
制村前河滩上。日军被打得晕头转向，便从东西
干沟之间往南逃窜，目睹的村民后来说：“就像羊
群一样。”

在岭半坡，东西干沟的我伏兵齐起，与日军
展开激烈交火，激战一个多小时，除十名日军向
领南逃窜外，其余被全歼。

县大队无一伤亡

南逃的日军在龙掌村北岭、磨石岭等村被村
民打死，有一日军情急之下把半身藏在拉马沟石
缝中被温水泉民兵将凤起发现，上去抱住向外
拉，日军用最后一颗子弹把将凤起打死。随后到
来的村民怒不可遏，用石块将他打死。有一日军
逃至十字路西边的石桥村要水喝，被一铁匠打
死。还有三个日军逃至筵宾西边的邢家水么村，
被民兵打死一人，另一日军因伤势重，用仅有的
一粒子弹自尽。只有一人逃往大店。

赤眉山上响起了胜利的军号声，我军25日前
全部撤离战场。

这次战斗胜利结束，我五十七军将士阵亡4
名，县大队无一伤亡。我军共缴获日军三八野炮
一门，九二式重机枪2挺，轻机枪3挺，其它枪支大
宗，战马50匹，两瓦无线电台一部。

1940年2月10日，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
日报》发表文章称：“此次战役为八路军与友军配
合作战之范例。”莒南县大队受到中共鲁南特委
军事部通令表扬。

王家庄子战斗：国共合作抗日的范例
□ 李祥琨

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章丘闫家峪乡长
申地村庄头社长鞠良友、梁坤倡议村民修一处
有神农、尧、舜、禹、汤王五位先祖塑像的“五圣
祠”，以保佑村内人丁兴旺、四季平安、祛瘟避
邪、五谷丰盈。此举得到全庄村民的赞同和支
持，不足三日就筹齐钱粮。从初夏至秋收结束，
一座庄重肃穆的庙宇就盖好了。石碑图案、文
字设计由当地工匠雕刻，但村内无一读书人，
碑文由谁来主笔合适呢？鞠良友祖父曾由亲戚
相托，跟随蒲公上过两年私塾，于是他推荐德
高望重的蒲松龄执笔撰写。众村民一致赞同。
于是，鞠良友便派人驱赶二马轿车去毕家村，
把年逾花甲的蒲公接到村中。

驰名中外的清朝文学家蒲松龄，世居淄
川蒲家庄。他应官宦世家毕际友之聘，在王
村西铺村设馆施教达三十载，因与章丘毗邻
(章丘原归淄博公署管辖)，章丘的人文地理、
山川风貌，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普
集的东陵山、明水的百脉泉，数次出现于他
的诗文之中。

蒲公毕生追求科举，历史记载有六次章
丘之行。康熙十年(1670)，他应江苏宝应县令
孙慧文之邀前作幕僚，途经章丘青石关，留
下五言诗一首：“身在瓮盎中，仰望鸟飞
渡……”二次赴章丘，是他于八年后去省城
应试，归途遭遇暴雨，不得不留宿明水。他
在《明水遇雨》诗中吟道：“急雨来时村舍黑，
垂柳深处酒旗青……”又八年后，章丘县令邀
淄川县令张嵋来观赏百脉泉，张县令约蒲公前
来作陪。蒲松龄此行兴致极高，一气和了张县
令的《过明水》诗八首：“黄鸟时鸣杨柳院，清流
长绕稻荷乡……”一晃又是十年，57岁的蒲松
龄与张历友结伴于重阳节游览了章丘女郎山，
写了两首诗，其中之一曰：“当年曾此葬双环，
骚客凭临泪色斑。连翠飘摇青郭外，小坟杂沓
乱云间。秋郊罗袜迷榛梗，月夜霜风冷佩环。旧
迹不知何处是，于今空说女郎山。”

蒲松龄这次来长申地是他第六次来章丘。
进村当日下午，他即由鞠良友、梁坤二位陪同
祀拜了“五圣祠”，次日便同当地高寿的长者开
怀畅谈，得知此庄明清建村，不足百户，田亩刚
满六百，因土地过于狭长，竟达三里之遥，故以
此命名。庄小人稀，自古无祠无庙。因今年收成
喜人，村民遂产生修祠之念。

蒲公由此获知山村民风淳朴，老幼无赌
博、酗酒之染，便于当夜精心构思、提笔挥毫，
一气呵成《创修五圣祠碑记》：“长申地，章丘东
南之山村也……村中数十家，直率朴实，有古
道……村以小，故独无，居人忧憾之。庶几春秋
祈报，可托如在之诚，浆水呼名，亦可招魂之
地。词虽近俚，而固无害于义，众人之诚朴，亦
从可知也。初冬落成，使余记之。余亦从俗，而
为之记。康熙三十八年岁次乙卯阳月中涴淄川
蒲松龄沐手拜撰。”

1962年，在常年无人问津、破败不堪的五
圣祠旧址的残壁中，一中学生趁暑期到山野割
草饲牛，在石碑落款中无意间发现了蒲松龄三
字，知晓这是前辈遗留文物，于是报告了村中
大队部，遂后又逐级汇报于公社，经省市文物
专家鉴定，这是蒲松龄生前留在章丘唯一碑
记，极具收藏价值。后被县博物馆珍存，免遭文
革被毁之灾。

碑文系青石雕刻，体高二米，碑顶呈圆形，
宽0 . 72米，碑文正楷书写，计207字，字迹工整清
晰，完好如初。这是蒲松龄除其《聊斋志异》外
的又一宝贵文化遗产，也为章丘历史文化宝库
增添了绚烂的色彩。

长申地
□ 王绍忠

■ 海岱一方

■ 山海经
据统计，当年每年到烟台博物院参观的达8万至9万5千人次，烟台的青少年鲜有不到博物院玩耍的，

博物院所藏的两条巨大的鲸鱼额迄今还放在烟台市博物馆的角落里。

郭显德创办山东最早的博物馆
□ 东 平 马修进

在烟台毓璜顶北坡的烟台警备区里，穿过
一片冬青丛，就是“毓璜顶西侨公墓”的旧
址，一些残缺的墓碑、底座散落在树丛之间。
1950年抗美援朝期间，这里遭到彻底毁坏，碑
石被砸、棺木被焚。然而有一块墓碑保存相对
完好，这个碑是美国来华传教士郭显德的墓
碑，一个在烟台开埠历史中不能不提的美国
人。他在烟台开创了多个名列“第一”的文化
事业，其中包括创建了山东省第一家自然博物
馆，这就是烟台博物院。

“外国人不杀郭显德”

鸦片战争后，西风东渐，博物馆也被西方
传教士引入中国，并迅疾遍布华夏大地。其中
教会博物馆不同于一般展览功能的博物馆，它
带有传播福音的使命。烟台博物院作为近代山
东最早建立的教会博物馆，将展览与布道相结
合，在传教中起到了作用，也对当地社会产生
了重要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1861年，美国北长老
会派传教士赴登州(今山东蓬莱)传教，开辟了
山东教区。1864年，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神学院的郭显德(Hunter Corbett，1835-1920)受
美国北长老会委派，到达登州传教，翌年又转
赴新开辟为通商口岸的烟台活动。

1924年出版的《烟台要览》载：“烟台之
有耶稣教，始于清同治元年,有长老会教士麦嘉
缔至烟传教。同治三年又有郭显德教士至烟传
教。”1937年出版的《烟台概览》又载：“其
首先到烟台传基督教者韦廉臣博士夫妇……第
二人是麦嘉缔牧师，美国长老会，1862年来
烟。第三人是郭显德牧师，美国长老会，1864
年来烟。现益文、信义两校皆其首创，收教友
二千人。”郭显德是最早来烟台的外国传教士
之一。烟台自1861年正式辟为通商口岸以来，
各国纷纷设立驻烟台领事，外籍人口不断增
加，1891年烟台的外国侨民已达370多人。

工作一段时间后，郭显德发现仅靠单纯的
布道，传教效果收效甚微，他见当地民众喜好
收集和欣赏古玩，遂萌生借开办博物院传教的
想法。1875年，郭显德返美时即着手为此募
款。1876年返华后，郭氏得在烟台的一广东富
商资助，以5700元买下了同乐街(今市府街)37间
房，创立“博物院福音堂”，陈列珍禽奇兽和
矿石标本，以吸引民众参观，借机传教。据统
计，每年到博物院参观的达8万至9万5千人次，
当时烟台的青少年鲜有不到博物院玩耍的，博
物院所藏的两条巨大的鲸鱼额迄今还放在烟台
市博物馆的角落里。

郭显德前后在烟台地区活动长达56年，他
积极融入中国社会，熟读四书五经，遇有与民
众冲突，多能隐忍，且动辄以儒家道理与人理
论，时人送其绰号“郭麒麟”。他于1866年12
月首先创办烟台最早的新式学校文先小学(男
校) 和会英小学(女校)，后二校合并扩充为会
文书院。1890年，他在毓璜顶开设医疗诊疗所
(也称美国医院)，后发展扩建为毓璜顶医院。
1900年郭显德夫人开设幼稚园，在烟台亦乃首
创。仅在烟台就有10余处学校由郭显德所创，
他的作为受到中、美两国政府赞扬，1902年清
政府赠授给他单眼顶戴花翎，之后民国政府亦
颁给他“双龙嘉禾”奖章一面。在美国，郭显
德以他突出的业绩赢得了学术界和基督教总会
的认可，并于1907年在白宫受到时任美国总统
罗斯福的接见。

《烟台要览》载:“郭公在烟历五十余年,开

创学校数处，博物院一处，并著有卫生编孝敬
父母等名著，为长老会中之伟人。”在义和团
运动时期，拳民到处杀戮外国教士与中国教
徒，但却在山东流行“外国人不杀郭显德”的
口号，可见郭氏在民众中的威信。

一日间即可游遍全球

烟台博物院采用教会组织，院长亦称主
教，经费由美国长老会提供。1902年，基督教
烟台奇山会成立，旋由该会主办，通称“烟台
博物院”。

烟台博物院展品主要是自然科学类，涉及
动植物、矿产标本、近代科学仪器等，另有展
示西方工业文明的器械，皆做成模型、图表，
陈列展览。院内展品除郭显德私人收藏外，亦
有中国工人制作的模型及从各地搜集或别人捐
献的标本，其中当时同为在山东的美国北长老
会传教士柏尔根(Pall D.Bergen)捐献自然展品颇
多。博物院还不时更新展品，凡有新奇物件，
或图画，无不陈列。

当时美国北长老会的教徒连警斋为纪念郭
显德，于1937年编的《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
曾称赞博物院的展品：“乃如无声之电影，将
天地间凡被上帝所造之物，排列眼前，使参观
者一日间即可游遍全球，动植各从其类，有条
不紊。”

郭显德还特招募来自胶州的一个身高不足
三尺的矮人姜太宏，并认其作为干儿子，因其
扎了一根辫子，被郭显德的儿女称为“猪弟
弟”。姜太宏主要负责招徕吸引观众，引导观
众参观，并不时宣讲，颇得民众喜欢。为配合
民众参观，在博物院福音堂内每日所讲题目，
除了单纯的布道外，还常与博物院所藏物品结
合，有时为解剖鸟兽、分化天文、探大西洋之
海底、捕北冰洋之鲸鱼，指图为明，看物为

准，或专讲珊瑚、分授鲸鱼，使观众真正受
益，听讲之后民众才进入展区欣赏。

考虑到遵守中国旧俗，烟台博物院每年还
有专门一日只对妇女开放，不许男人进内，宣
讲时有涉及放足内容，妇女也多带儿童前来，
1915年有一天当天参观人数达到5275人。当时民
众极少接触西洋事物，博物院亦以其新颖的展
品而声名远播，有的观者来自内陆偏远的农
村，每个人回去后，争相告诉别人关于博物院
里一切奇妙的事情，以及他们在那里所受的欢
迎，参观者的不断传播，导致到博物院的观者
络绎不绝。烟台为开放海港，外来海客在此短
暂停留者颇多，参观博物院后，随其行迹博物
院得到广为宣传，扩大了其在省外的影响。博
物院还装有旋轴计数器，专门统计每日参观人
数。

郭显德1920年初在烟台病逝后，其女婿魁
格海(James R. E. Craighead) 曾于1921年在美
国出版英文《郭显德传》，据该书记载，“该
院自建院来参观博物观众达300多万人次，每年
来院参观者约75000至100000人次”。

讲完了道，众人一哄而散

烟台博物院在当地还从事社会福利事业，
救助贫民。时博物院鉴于附近失学儿童及妇女
中的文盲过多，曾设立半日学校、平民学校、
妇女班，教授妇女儿童识字，学生百余人，成
绩颇佳。

该院每月还组织母亲会，呼吁各校学生各
请其母亲前来集会，宣讲家庭卫生常识；因当
时平民生活贫困，无钱看病，博物院亦成立平
民医所，请美国北长老会开办的烟台毓璜顶医
院的医生每周六来所服务，除少许挂号费外，
其余免费；该院还设立看护学习班，由毓璜顶
医院护士每周来教导妇女学员3次，甚得益处；

每年冬至节前后，博物院亦募捐钱款及衣物，
对贫民施行赈济。博物院的慈善事业，不仅赢
得了民众好感，也增加了入院参观的人数，为
布道创造了有利条件。

烟台博物院开办的初衷即是借展览为布道
创造机会，故博物院在布置上也是为布道考
虑，包括平房27间和楼房10间的四进房屋：第
一进为讲道室，凡参观者必先听牧师布道；第
二进，陈列出自太平洋的各种珊瑚及矿石；第
三进为鸟兽及植物标本；第四进，陈列物理、
化学仪器及各种图书，其中，尤以六棱镜最为
吸引人。参观结束后，亦有专人与感兴趣的观
众讲道。毕竟博物院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传教，
因此宗教活动安排较多。博物院每日自上午9点
至下午4点为讲道时间，每半小时作一次宣讲，
听众先听布道然后再准参观，并散发传单、福
音圣经册子。当时由于参观人数众多，博物院
采取分批向观者讲道，亦有对讲道极感兴趣
者。据连警斋记载，“曾有许多商人，来院目
的，只在听道，不在参观，故听一班，不去参
观，仍留原座，又听一班，不厌烦数，始终不
去”。礼拜日上午特请各名人轮流主讲，下午
由益文学校热心学员担任儿童宗教班辅导，晚
间映射宗教电影，凭券入座，先男宾，后女
宾，演的是圣经故事。当时，电影尚算新鲜事
物，一时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参观。据统计，
电影播放后的一个月内，观众达5900余人次。
因此受感而信仰基督者，亦有人在，暑期另设
有夏令儿童圣经班，专为儿童宗教教育服务。
每逢周末，博物院还请各教会热诚女信徒，分
别轮流到院演讲。亦有烟台圣经学校学生实习
讲道，在郭显德带领下向听众布道，时间二三
十分钟不等。

烟台博物院作为烟台布道工作中心，各教
会和基督徒们可以自由借用它作为聚会之所，
开会时，常人满为患。此外，每逢乡村传道妇
女训练班，长老会议以及领袖训练班在院举行
之时，有些基督徒亦可暂住院中数天。据当时
美国长老会在上海的中文机关报《通问报》的
文章称：在1927年，“来院听道者男宾34175
名，女宾10099名，共44274名，售散福音单张
2500余本，片子数万张”。博物院虽然吸引了
少数人入教，但多数民众并无虔诚的宗教信
仰，其受布道的影响较小，据连警斋记载，
“讲完了道，众人一哄而散，有人问今天讲的
什么道，他回答不出来”。

抗战全面爆发后，因烟台博物院为美国教
会开办，得以继续开放。1941年“珍珠港事
件”后，烟台博物院为日军接管。1945年烟台
首次解放后，这里照常开张，维持旧貌不变。
1947年秋，国民党军队占领烟台时，此处成为
万国救济会办事处。1948年秋，烟台二次解
放，烟台博物院为人民政府接管，改为人民文
化宫。后来，该馆迁移新址，旧址改为民宅。

烟台博物院作为近代中国较早建立的西方
博物馆，其开办的展览及社会教育事业，开阔
了当时极少接触西方事物的当地民众的视野，
传播了先进的西方文明尤其是自然科学知识，
加深了民众对西方的认识与理解，进而逐步削
除对基督教的误解与偏见，利于山东传教事业
的进展。不可否认，教会博物馆的设立也带有
吸引民众进而借机传教的功利动机，虽然其每
年吸引大批社会各界人士入院参观，为布道提
供了绝佳机会，但观者多是怀着对展品好奇心
而来，真正对博物院宣讲的福音感兴趣者甚
少，其在布道上取得的效果不佳，并未达到其
开办的初衷。

□ 责任编辑 于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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