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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20日，农历腊月第一天。
在济南城区西北郊的匡山上，一块大石碑

静静地矗立着。从山南麓拾阶而上，抬头便见
这块正中刻有“太白读书处”五个红漆大字的
石碑，字体雄健秀润。走近一看，落款为“甲
子中秋朱庆澜”。在这座海拔96米的石山里，
大如屋、小如卵的石林中，唯有它镌刻着文
字。

雪泥留鸿爪。在匡山锻炼的附近居民，大
都知道这块碑有90年历史，书丹者“朱庆澜”
是从这块热土走出去的将军。他奔走东西，戎
马南北，之后行施慈善，募捐来的一块块铜板
变成一颗颗子弹，卡到义勇军之枪膛，射向日
本侵略军……

青年人多干点呗

“我爷爷5岁丧父，14岁丧母，家道中落，
只能粗读文字。后来完全靠勤学苦练，书法自
成一家，是我们这代人所望尘莫及的。”朱庆
澜的嫡孙朱汉介绍道。

1874年3月，朱庆澜出生在济南历城县。
“我的祖父朱锦堂56岁时，得了我父亲，十分
高兴，给起名‘长福’。祖父壮年时期，由于
战乱，离开家乡绍兴，到济南府历城县当刑名
小吏，因颠沛流离，积劳成疾，62岁就病故
了。我祖母董氏也因为生活艰苦，贫病交加，
34岁就去世了。”朱庆澜的女儿朱德君曾回忆
道。

“我父亲常对我说，母教重如山，我祖母
教子很严。她身体不好，因腹泻没钱看病，邻
居有好心人借烟灯及烟枪，并送一鸦片烟炮，
说治拉肚子。后来果然见效，以后一腹泻，她
就抽两口。我父亲觉得好玩，又愿闻烟味。祖
母抽烟时，他就躺对面嗅，把我祖母惹生气
了。她把烟灯送回，烟枪扔掉，禁止鸦片进家
门，即使自己犯病也不再抽鸦片，并垂泪向我
父亲说，抽上鸦片，人就没有上进心，健壮身
体变成病弱的废人。我父亲长跪受教，并答应
一生不抽鸦片。”朱德君回忆说。

“除了不准抽鸦片，还有两件事我父亲谨
遵母命，终生遵守：一是我祖母摔碎他的金鱼
缸，开笼放飞他养的鸟，教育他清贫之家不能
学富家子弟游手好闲的玩艺儿；二是禁止他赌
博，把他的纸牌烧掉。我父亲每提到祖母一生
艰辛，早早地去世，极感悲戚。”朱德君介绍
道。

转眼间，“朱长福”长到17岁，身材高
大，健壮魁梧。经乡邻介绍，他到黄河水利工
程当一名挑土工人。有—天，天起大风，黄沙
漫漫，水浪急涌。因到下工时间，工头和大部
分工人已回家，只剩下朱长福及少数青年工人
在挑土。

这时来了一伙人，据说是从北京来检查河
工的官员。为首的官员穿戴阔绰，他看工人很
少，负责人又找不到，便喊人来答话。正好朱
长福离得近，便被唤去答话。官员问：“办事
人哪去了，咋就有你们几个青年人？”

朱长福答：“已到下工点了，他们回家
了。我们是青年人，多干点呗！”

官员又问：“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
了？”

朱长福回：“ 1 7，姓朱，小名叫‘长
福’。”

官员说：“你长大了，该有个大名了。我
给你起个名字吧，以治理黄河为由，起名‘庆
澜’，取‘吉庆安澜’之意。”官员对朱长福
颇有好感，给他十几两银子做路费，嘱咐他过
些时间去北京找他，他给安置一个报效国家的
差事。

“这次机遇没能把握。因为家里有欠债，
官员给的银两，被逼债的拿去。我父亲对此感
到懊恼。乡邻们便劝他，身体这般健壮魁梧，
应该去投军，将来立个功，也能有一官半
职。”朱德君介绍道，朱庆澜便随友人离家赴
东北，投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部下，以“庆
澜”为名以资纪念。

参军后的朱庆澜因为作战勇敢，吃苦耐
劳，深受赵尔巽赏识，历任要职。1909年，赵
尔巽调四川总督，他随之入川。武昌起义时，
他响应革命，宣布四川独立，被推为四川大汉
军政府副都督。

“1912年3月，朱庆澜任黑龙江督军公署参
谋长。1914年6月改任黑龙江将军，至1916年5月
止。在黑龙江掌握大权四年，政绩斐然，却不
妄取分文。离任时他两袖清风，骑马挎刀带一
个随从，清清白白而去，传为美谈。”浙江省
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学继介绍道。

“1916年7月，朱庆澜出任广东省长。上任
后，他全力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并将
省长警卫军20营兵力交给孙中山。从此，孙中
山领导的国民党才有了自己的正规武装。辞去
广东省长后，他应江苏省长王瑚邀请，到苏北
盐碱荒滩创办华成泰和股份有限公司，将盐碱
地改造成良田，安顿下两万余农户。抗战期
间，该公司在盐城一带曾为新四军抗战作出贡
献。”张学继介绍道。

给他几十个水饺就高兴

1922年夏，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从南通乘
船到上海。此次旅途，他生平首次遇见朱庆
澜。

“说着一口山东话的大汉，乌黑的头发，
脸上没有一点皱纹，大约岁数不过 3 0岁左
右。”这是丁文江对朱庆澜的第一印象。

同行一位熟人和这位大汉站着谈天，丁文
江也走过去，向大汉请教姓名。大汉回复说，
“姓朱。”“台甫呢？”“子桥。”

丁文江才恍然大悟，这大汉果然是朱庆澜
将军，但在灯光底下细看他的面目，实在比自
己年轻。一问岁数，朱庆澜已49岁，比丁文江
还大13岁！

困顿不堪的丁文江上船后，躺下大睡。等
他醒转过来，看见朱庆澜还在站着和人谈天。
“原来他遇见一位四川军官，是他的旧部。他
非常高兴，问长问短，不但没有睡，而且没有
坐。开饭时，他一口气吃了四碗，吃完继续
谈。一直等到天将晚了，船到上海，他始终没
有一点倦容。船一到岸也没有看见有人来接。
他一个人提着两个沉重的大皮包下船了。”丁
文江回忆道。

当年冬天，丁文江到沈阳考察。此时的朱
庆澜经孙中山推荐，被张作霖任命为中东路护
路军总司令，恰巧驻扎沈阳。见面之后，朱庆
澜很高兴，约丁文江去逛清北陵。“十二月的
天气，温度在零下十几度，还刮着大西北风。
我穿皮大衣还觉得很冷，他着的是夹呢军服，
上面只披着一件夹外套。他下了汽车，各处飞
跑，没有一点瑟缩。”丁文江回忆说。

等从清北陵回市区已天黑，丁文江到朋友
家吃晚饭。主人听说丁文江跟朱庆澜去逛清北
陵，大笑道：“你遇见这位先生，真是晦气。
请问这种天气，除了他还有谁会想到逛北陵？
他是老前辈，凡有宴会，人家不好意思不请
他。他又每请必到，到了以后，穿起军服，正
襟危坐。凡有要吸鸦片、推牌九的人都觉得不
方便。他酒既不会喝，菜又不知味，坐在桌
上，只晓得等饭吃。吃起饭来至少三碗，叫一
桌子客人坐那等他。人家请他吃酒席，真是冤
枉。请他吃饭最好什么菜都不预备，只请他吃
水饺。给他几十个水饺，他就很高兴了。”

丁文江预感到朱庆澜在中东路特别区不能
久于其位了。“果然，由于不赞同张作霖穷兵
黩武的内战政策，朱庆澜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前

挂冠而去。1925年冬，张作霖控制北京中央政
府，他还想重用朱庆澜，但朱庆澜认为各派军
阀混战不休，建设无从着手，就婉言谢绝了。
从此，他脱离军政两界，全身心投入到社会救
济与慈善事业中。”张学继介绍道。

1926年，丁文江在上海，请朱庆澜到家里
吃中饭。“家里人以为三个人吃饭。有一百个
水饺，一定够了。哪知道他老人家什么菜都没
吃，却一口气吃完了60个饺子！”朱庆澜的朴
实让丁文江莞尔。

坎坷送粮到陕西

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华北各省，特别是
河南、山东两省饱受军阀混战的蹂躏，再加上
天灾不断，致使这两个省饿殍遍野。朱庆澜心
伤之余，决定行动起来。他一面组织10万余户
灾民赴吉林、黑龙江开垦荒地，一面联合北
京、天津各慈善团体成立“华北慈善联合
会”，募集到180万元，亲到东北购买18万担粮
食运到华北灾区，将冀、鲁、豫等地数百万濒
临死亡的灾民救活。

“1928年以后，西北各省特别是陕西、甘
肃两省连续三年大干旱，而且雹灾、蝗灾、瘟
疫一起袭来，连年绝收，赤地千里，十室九
空。有些地方的百姓，一开始吃野菜、树皮、
树叶，接着啃食死尸，甚至易子而食。国民党
当局熟视无睹，各派军阀也在争权夺利，使灾
情雪上加霜。”张学继介绍道。

朱庆澜亲至西安调查灾情，目睹尸横遍地
之惨状，立即以华北慈善联合会会长名义，发
起“三元钱救一命”行动。在他的号召下，各
界人士纷纷解囊，甚至寓居天津的前清逊帝溥
仪也对朱庆澜说：“三元钱救一命，我拿出
3000元救1000条性命。”最终募捐到数百万元，
到东北购买16万担粮食，他亲自押运前往陕
西。

就在匆忙运粮时，丁文江第四次遇见朱庆
澜，地点则在塘沽火车站。“1930年，我在塘
沽火车站，忽然听见有人叫我。回过头来却是
朱将军。寒暄以后，他拉我到他车上坐坐。我
去一看他坐的是一个铁篷货车，挂在一列粮食
车的最后面。他的铺盖摊在地上，旁边放着一
个小炉子烧饭吃。”丁文江回忆道。

朱庆澜笑着向一脸不解的丁文江解释道：
“我这几年无聊，做点慈善事业。现在蒋同冯
打起仗来了。陕西人民都要活活饿死，我弄了
几个钱，买了几车粮食，想运过去。找车运已
经很难，有了车，还得弄火车头。好容易火车
开动了，走不到几站，火车头又被人抢去了。
我现在就是在这里等车头。”

丁文江问道：“您何必自己押运？派两个
得力职员还不行吗?”朱庆澜答：“你哪里知
道！现在他们打仗，车辆和车头都很缺乏，粮
秣也不充足。要不是我自己在车上，不但车辆
车头半路上要被人抢去，连粮食也都要没有下
落。好在我没有什么事，从这里发车，运气好

五六天也就可以到郑州。到了那里和冯玉祥接
洽好，再向西就没有困难了。”

1930年5月14日，朱庆澜按丁文江介绍的路
线，一路坎坷，将赈粮押运到陕西。他不顾劳
累，第二天即率领慈善人员，乘破旧卡车奔赴
重灾区。当时，陕西武功县存活灾民多日未
食，竟致口不能语。朱庆澜见到奄奄一息的灾
民，令工作人员将水滴入口中施救。一位老妇
未得，即以手指口索要。朱庆澜令司机：“把
水箱中的水吸出给她喝！”司机面有难色说：
“水箱没了水，车咋开？”朱庆澜说：“救人
要紧，大家就是辛苦走回去，也不能让灾民受
苦啊！”仅这一天，滴水救活的灾民达700多
人。

“当时许多灾民衣不遮体，一些青年妇女
见人避入杂物后或钻进窑洞。朱庆澜脱下夏布
长衫，撕成数块，送给妇女遮体。随行工作人
员也纷纷效仿。从灾区返回，朱庆澜立即重返
天津，筹措衣物、布匹，运往灾区。”张学继
介绍道，同时他还在西安、扶风等地设置教养
院，收容上千无家可归的儿童。1931年1月，陕
西籍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陕西视察灾情期间见
到朱庆澜，对他说：“我等陕西之子子孙孙永
远不会忘记您。”

全力支援义勇军

内忧外患，频频交织。“九一八”事变后
第三天，全国各主要报刊在显著位置上登载了
朱庆澜致南北军及全国各界的通电。他在赈灾
第一线日夜操劳，目睹了民众生活的凄惨，有
切肤之痛，深感内战不止、外患又至的险象，
遂在电报中发出“危亡在即，完卵难期”的呐
喊。他在电报中针对蒋介石对日妥协的政策，
痛斥其“忘覆巢之危殆，仍萁豆之频煎”。

此后不久，朱庆澜冒着救国“有罪”的风
险，邀集各界爱国人士在上海开会计议，筹建
“抗日后援会”。“到会有200余人，异口同声
响应朱庆澜的号召，团结抗日人心所向，后援
会宣布成立。朱庆澜被推为会长。”上海市宝
山区文史专家丁惠增介绍道，后援会决定伺机
北上，成立“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会
址定在北平。

1932年1月，锦州沦陷。朱庆澜在上海得知
后，急电家属离开锦州。“我奶奶徐雅志带着
我叔叔，在其他几个男孩棉袄里各缝上一块大
洋，人手一个窝头，他们兄弟几个爬运煤的火
车进山海关，然后在地安门的广化寺集合。见
面的时候，因为爬煤车，个个浑身上下都黑乎
乎的，兄弟之间竟互不认识。”朱汉介绍道。

是年春，朱庆澜到北平会见张学良，提出
在北平设立“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建
议，取得张氏的同意和支持。朱庆澜就筹措援
助抗日部队款项问题，两次通电全国，呼吁全
民族奋起抗日救亡。“海内外人士大为振奋，
群起赞助。有人还把现款、手饰、珠宝等捐献
给后援会。广大人民群众节衣缩食，爱国至诚
之心感人肺腑。旅居海外爱国侨胞，也是热烈
响应踊跃捐助，其中泰国中华总商会汇款最
多，爱国华侨捐款名列榜首者为陈嘉庚。”丁
惠增介绍道。

由于工作需要，“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
会”组织相应扩大，除在沪设立办事处外，在
古北口、承德、平地泉也设了办事机构，加强
与各地方部队的联系。后援会与“东北民众抗
日救国会”相互配合，互相支援，如卢广绩、
王化一、车向忱、彭振国等都参加后援会的活
动，声势很大。

“那时候东北白山黑水里的义勇军，人多
于枪械，枪多于子弹，缺医少药，补给不足。
国民党政府是想让他们自生自灭。”王德林的
孙女王同介绍道，当时后援会和救国会不顾国
民党政府的阻挠和破坏，派人深入黑龙江、吉
林一带，与马占山、苏炳文、丁超、李杜、王
德林等部接洽，在财政、物资和精神上给予全
力支援。

“英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丁
惠增感叹道，那时候整个民族的抗日热情具化
为一发炮弹、一袋米面、一件棉衣、一盒药品
乃至一条绷带，源源不断地被送往抗日前线。
为确保募捐来的资金物资直接送达将士手中，
朱庆澜组建了一支由70余辆卡车组成的交通运
输大队，还有一支骆驼队，专为远离交通线的
抗日武装运送物品。为确保运输安全，他还组
建了一个团的直属武装力量，打着绣有象征辽
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的四颗黄色五角
星的会旗，作为后援会运送物资的通行标志。

总说救国最要紧

“我父亲时刻不忘东北父老乡亲的苦
难。每年9月18日，他都整日不进饮食，用
以鞭策自己不忘国耻，表示抗日到底的决
心。我们全家也半日不举烟火，进行国难教
育。”朱德君回忆道。

1933年2月，朱庆澜对再次相逢的丁文
江说：“丁先生你是讲科学的，凡事都要讲
计划、讲预备。我们只晓得胡干。想到什么就
干什么，干到哪儿算哪儿。等你计划预备好了
再干，人民都饿死了，国家也亡掉了！”

“他是一面赈济救灾，一面抗日救
亡。”朱汉介绍道。1933年，“抗日同盟救
国军”正式组建。朱庆澜与冯玉祥、吉鸿昌
已事前相约迅速北上抗日。因此当冯玉祥请
求援助时，朱庆澜从捐款中提出10余万银元
立即派人送达，并将运送银元的多辆大型卡
车一并留冯使用。据不完全统计，后援会共
募集捐款400余万银元，先后为117支抗日部
队提供各种援助。

1933年3月，长城抗战中，29军宋哲元
部取得喜峰口大捷，后援会连夜派员劳军，
并给以物资接济，使29军官兵受到极大鼓
舞。参加长城抗战的杜聿明、郑洞国等人在
《古北口抗战纪要》一书中回忆道：“当时
北平，尤其古北口一带，仍是冰天雪地，而
二十五师到达时，尚是赤足草鞋；至于大衣
等防寒服装，则更谈不到了。当时北平各界
所组织的抗日后援会，尤其朱庆澜先生等所
领导的后援会，竭尽全力为二十五师捐送大
衣等防寒装备，该师官兵对人民支援抗战的
热忱非常感动。”

1936年2月，由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
玉祥推荐，朱庆澜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赈务委
员会委员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年过
花甲的朱庆澜以极大的爱国热情主持战区难
民救济与转移工作，并在后方各城市设立难
民救济站，同时设立难童教养院，收养失去
亲人的儿童。

1938年6月9日，国民党下令掘开花园口
段黄河大堤，水淹日军的同时，也淹没了河
南、江苏、安徽等数十县的老百姓，致使数
百万人民无家可归。朱庆澜见此情景，立即
建议运送灾民前往陕西黄龙山区开垦谋生。
这个建议得到国民政府采纳，朱庆澜担任黄
龙山垦区管理局局长，主持开垦事宜，在潼关
设立救济总站，护送难民到垦区落户，并按照
苏联模式创建眉扶第一集体农场，使他们落
户谋生，安置黄泛区灾民及陕西本地灾民。

朱庆澜后半生投入慈善事业，经手的款
项数以千万计，但他公私分明，募捐来的款
项一分也不沾染。除了日常生活开支，他的
收入还接济义勇军的家人。

在朱庆澜写给女儿的家书中，有嘱咐家
人帮助王德林家属的内容：“告汝母要知时，
遇死难后人及子女要照拂想法子。王德林妻
子女要别忘，抗战后裔也，可怜德林兄临死函
其家属有事找我，总算知我者也。他的恤金要
注意，阳历年要寄三四十块去，别忘了。”

多年奔波和劳累，使朱庆澜积劳成疾。
1941年1月12日前，他除带病处理公务外，
还应命为友人留下墨迹，为子女书写四扇
屏，言语中流露出难以亲睹抗战胜利的憾
意，并嘱如有不测，愿埋骨于终南山下。1
月13日上午8时，他溘然长逝，终年67岁。

冯玉祥将军在重庆各界的追悼大会上，
咏读其悼诗《哭朱将军》，其中哭曰：“朱
子桥，老将军。我民国，大伟人。一生最清
廉，行兼智仁勇。只知有国，不知有身。公
而忘私，识远器深……每次接到我捷报，都
是鼓掌表欢心。每次听到有问题，总说救国
最要紧……去年远道来重庆，几次促膝相谈
心。我说他瘦了，他说不要紧。我说怕是生
活太艰苦，他说看看一般老百姓。大仁大
义，一片慈心。全国人民记在心中。”

“科学要讲计划、讲预备。我们只晓得胡干。想到什么就干什么，干到哪儿算哪儿。等你计划预备好了再干，人民

都饿死了，国家也亡掉了 !”冯玉祥哭朱庆澜：“每次听到有问题，总说救国最要紧……我说他瘦了，他说不要紧。

我说怕是生活太艰苦，他说看看一般老百姓。大仁大义，一片慈心。”

朱庆澜：只知有国，不知有身
□ 本报记者 卢昱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朱庆澜将军与他给长城抗
战的题字。

朱庆澜题“太白读书处”碑

英拉出席弹劾案
最后一轮听证

1月22日，泰国前总
理英拉现身泰国立法议
会，出席针对她的弹劾
案的最后一轮听证。若
弹劾案通过，英拉最终
或将面临禁止从政五年
的处罚。

斯德哥尔摩大学
关闭孔子学院

斯德哥尔摩大学孔
子学院已有10年历史，
更有欧洲第一、全球第
二的“金招牌”，但最
近该校副校长维丁却宣
布不再办孔子学院。

犹太超市劫持案马里男子
被授予法国国籍

1月20日，来自非洲马里
Lassana Bathily（右一）由于
在巴黎的犹太超市劫持案件中
的机智表现被誉为英雄，并被
授予法国国籍。

黎巴嫩和以色列小姐
合照惹风波

去年环球小姐选美参赛的黎巴嫩
25岁选手萨利·葛瑞格(左二)因出现在
以色列小姐多伦·马特隆(左一)的自拍
照中，引发黎巴嫩民众的不满，要求剥
夺她的选美头衔，理由是其“结交敌
人”。葛瑞格已经对此事公开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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