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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在胶东的海山之间，根据地军
民虽然装备低劣，物资匮乏，但他们不畏强敌，
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土法上马，自制石制、铁制
的“西瓜”，送侵略者上西天。莱州的史校民便
是其中的佼佼者。

3月21日，听闻记者来采访，这位91岁的老
人头一晚就没睡好觉。岁月在老人的脸上染上
斑痕，迟缓了筋骨，但老人的脑海中旧事翻
滚，他在熟悉的山水间奔走保卫家园的记忆重
新定格。

石头也要怒吼起来

史校民老人右耳朵聋得厉害，这是年轻时拜
地雷爆炸所赐。

与地雷结缘，还要追溯到史校民19岁时，那
是1943年4月在平度韭园村召开的保卫大泽山动
员会上，与会者大都是大泽山腹地各村选拔的民
兵骨干分子。“那时候连一把像样的枪都没有，
有人说可以用石雷打击敌人，这才想着回来试
试。”史校民回忆道，胶东山多出石头，石头也
要怒吼起来。

其时，瘦高个小伙儿史校民虽年纪不大，但
却是一名老民兵。1924年出生的他，家里做点卖
豆腐的小生意。他所成长的朱旺村在掖县城南15
里外，坐落在云峰山前，是掖县往平度去的必经
之地。

史校民童年多半随父母下地干活，或上山放
羊、捡粪拾草。“到7岁时，我才上几天学。13
岁时，鬼子要打来了。我被国民党抓去，到县城
的城墙下挖壕沟。白天干活，黑天回家。又过了
一年，鬼子真的来了，他们穿着黄军装、大皮
靴，来村里扫荡，我们都往山里跑。”史校民回
忆道。

15岁时，史校民已身高体壮，积极参加了村
里的民兵联防队。“俺村西北方有个山，叫做康
王坟，俺们在上面建了一处烽火台。鬼子要是从
县城出发，都得走这个康王坟和云峰山之间夹着
的山根。当时独立营的营长马杰，要求我们在那
坚持放哨。鬼子一出发，我们就点上把火，或者
扔个手榴弹。”史校民说道。

机智勇敢的史校民在1942年6月被选为朱旺
村民兵队长。“那时候区里领导让我发展民兵。
我就在俺村里，趁着夏天，大家在河边、沙滩上
乘凉的时候，去动员村里的年轻人参加民兵，主
要是青年抗日先锋队的人。”史校民回忆说。

哪里的迫害越厉害，哪里的反抗就越强烈。
敌人对大泽山根据地怕得要命，恨得要死，在掖
县城南设置了马驿、夏家堡等据点，像硬钉子一
样砸进根据地。

“我们十多个村的民兵也组织起来，共同抗
日。民兵多了，我的责任大了，区里让我联防指
挥。俺们这个区域是大泽山的北大门和西大门，
主要任务是防止敌人来骚扰。”史校民说。

强弩不能无好箭。民兵配备的枪弹严重不
足，他们杀敌的斗志难以排解。从韭园村归来，
史校民开始琢磨怎么制造地雷。

“我那时候小啊，睡不着觉地想。我看村里
有人弄个大树根，没办法拿斧头劈，就用黑炸药
点上，把大树根炸开。我就琢磨着造石雷。先在
石头上钻个窝、打个眼，放上黑炸药，点上试
试。结果光有响声，石头没炸开。”史校民谈及
第一次制作石头雷失败的沮丧。

翻来覆去想不到好法子，史校民便把烦恼抛
给老石匠王福宽。

王福宽听说后，哈哈大笑，耐心地解释道：
“嘿，你这做法不对，用钻子在石头上打直筒咋
行。得用‘捣打子’来‘捣打’，捣成上面口
小，下面肚大的石洞，装上药爆炸力才会大。”

依老石匠的指导，史校民把掏空的石头里填
满黑炸药。“哒！响了，成功了！村里的民兵都
来看。我就组织联防队员和部分老石匠，找天然
的花岗石，做起了各种各样的石雷。我这石雷，
外形不用动，找自然的石头块，不用伪装 ,效率
高。”谈及自己的发明创造，史校民依然骄傲如
初。

青石桥上石雷响

“俺们造的石雷构造简单，威力大，七八十
斤的硬石头，四五两土药就行。安上引火线，敌
人来到石头跟前的时候，要么踩上，要么绊上，
石头就飞起来向敌人猛砸去。”史校民和他的民
兵战友们曾多次埋雷炸鬼子。

用石雷建功，史校民印象最深的是在1943年

农历八月十四。“那是八月十五头一天，俺们东
朱旺村逢集，很热闹。城里的鬼子和汉奸就带着
枪炮来抢集，谁敢管啊。他们搜刮得满足了，才
洋洋得意地往回返。”史校民清楚地记得当时敌
人的贪婪。

得到情报后，史校民就带着几个民兵，在村
北的青石桥桥面上埋设了三个石雷，并把桥下面
已埋好的石雷全部挂上引线。

布置好后，他便在康王坟顶上埋伏着，咬着
牙看着敌人载着战利品赶来。

“敌人抢的东西不少，抓的人也给绑着，俺
村给抓走两个人。我看他们快到青石桥石雷区
了，眼睛紧盯着，一个进去了，又一个进去了。
目不斜视，忘了自己，忘了旁人，什么都不想
了。”仿佛又回到了端枪俯卧着的那片土地，史
校民回忆着当时的心情。

等敌人全部进了石雷区，史校民便在山顶上
往下放冷枪。“用的是打兔子的枪，那时候弄个
小铅弹，弄上火药，打出去。嘡——— 嗡！”老人
用苍老的声音重复着当年枪响的长调。

枪一响，敌人不明真相，就乱了阵脚。
“就在青石桥那里，三乱两乱，石雷就响了。
轰隆一声，石雷飞起来了。熟悉地形的老百姓
顺着沟跑了，敌人给炸坏了。有的坐上‘土飞
机’，高高地抛起来，摔在地上，有的断脚折
臂，有的蜷伏在草丛中不敢出来。”史校民兴
奋地回忆道。

这一炸，把敌人炸得没敢顺着原路返回，反
而钻到了青石桥下的深沟里，顺着沟往西走，在
十里堡村乱七八糟休整一番才回城。

如今的青石桥保持着原貌，前后葱翠的苍
山已找不到丝毫战争的痕迹，桥南的村落错落
有致地铺展开，巷陌交通，鸡鸣狗吠。桥下的
深沟也保留着当年日伪军饱食“下马威”时的
模样。

此青石桥石雷一役，杀死杀伤日伪军十余
人，掖县城的日伪军再也不敢轻易地下乡抢集
了。朱旺周边各村村民纷纷敲锣打鼓，抬着馒
头、猪肉、花生、豆腐和鞋袜等，到朱旺村慰劳
史校民和他带领的民兵队。

“青石桥炸了敌人以后，上级还专门奖给我
一门‘二虎炮’。这炮不是兵工厂做的，是人家
平度一个绰号‘二虎’的民兵发明的。其实就是
一个铁管子，硬度不行，外面用铁丝缠起来的炮
筒。炮弹用的是去掉木柄的手榴弹，换上两条药
芯子当弹头，把药包装在一个小铁罐里，罐底装
上红药底火、撞针，两部分连一起就是一发炮
弹，打出后在空中或是在地面爆炸，最大射程能
有三里地。”史校民谈起心爱之物，言语中甚是
亲切。

“敌人就怕这个炮。有一次，城里的敌人出
来了，在俺村北边，想朝村里靠。我就拿着‘二

虎炮’，在河南岸放。放了几个，我的脸整个成
了黑的。敌人就不敢来了，怕吃大亏，请也请不
来了。”史校民大笑道。

“铁西瓜”，圆又圆

“以后逐步有了铁雷，不造石头的了。敌人
也掌握这个信息，更不敢动了。这‘铁西瓜’包
馅是炸药，瓜藤子又十分细。要是敌人触动了
‘西瓜藤’啊，就得扭一下秧歌舞，跌倒地下，
不拉就别想起来。‘铁西瓜’大的要几个人抬，
小的一个人能拿上三五个。”史校民对“铁西
瓜”的性能了如指掌。

1 9 4 4年4月，史校民被评为文峰区民兵模
范。这年6月，他组织起20多人为骨干的民兵爆
炸队，身背“铁西瓜”，先后在太公庙、山宋
家、南阳河、龙家、小屋、李哥庄，甚至还到掖
县城东门外进行爆炸，有力打击了日伪军。

令史校民最畅快的一次“铁西瓜”爆炸，是
在1944年夏天的一个拂晓。“那时候我们得到情
报，平度和掖县城的鬼子要换防。范友智、姜永
胜和我就在黑夜里摸到了他们必经的掖平路边
上。”史校民回忆道。

掖平路西官庄一段，有一座用木头、碎石子
和土修起来的桥。“我们背的地雷个大，是大家
伙，三四十斤重，一个人挎着两个‘铁西瓜’，
嘴上不言语，心里笑眯眯。这次是踩雷，土话叫
‘筐雷洞雷’。我在桥北头选择好地形，埋好地
雷。这时候还不能挂钩，老百姓不知道，踩下去
怎么办。我就用马粪伪装好，三人轮流在桥头看
守。”史校民难忘当时的紧张。

天微亮时，范友智告诉史校民：“小史，你
去看看，怎么还没来？”

年轻的史校民就顺着大道往北走，上了土坡
一看：“诶！敌人来了！”

“敌人可能也看到我了，我掉头就往回跑，
大喊敌人来了，来了！他们把地雷挂上钩躲起
来，这时候敌人已经到跟前了。我就一滚，到桥
下去。”史校民真切地记得当时的场景。

地雷在土坑里，焦急而寂寞地等待着敌人。
“这时候敌人在桥上，天崩地塌般一声响，一股
蓝烟升起来，尘土到处飞——— 哐哐哐，雷响
了！”史校民再次大声模仿起当年的雷声。

这下子，红的白的闹了一地，好像鬼子卖豆
花，翻了担子；长腿、短胳膊、脑袋、碎肉，摆
了遍地，好像鬼子在学孙二娘开包子铺；军帽、
军衣，飞上树梢，枪筒、子弹摆了一地，好像鬼
子在开杂货铺。“这个心情，这个高兴劲儿，怎
么形容、怎么说？！”史校民捏着记者的胳膊，
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你说说，把杀害我们的日
本鬼子、汉奸，用亲自埋的地雷炸死、炸伤，亲

眼看他们倒下，炸下来，那是什么感觉？！”
敌人乱成一团，地雷还没响完。“我就大喊

编的顺口溜：‘铁西瓜’，圆又圆，也不香，也
不甜。鬼子汉奸最爱吃，吃了留下西瓜钱，留下
西瓜钱！”史校民当年的呼喊再次回荡起。

在敌人叮当的打枪声中，史校民顺着桥下的
沟往东跑，跑到东边的石头小山上。“敌人拿小
炮打我。我很生气，我说你打我也打，从那里跑
到朱旺，从家里把‘二虎炮’找出来，找个人扛
着去了。拼命地往上跑，到那之后，敌人还没
散。我就放了好几炮，敌人也蒙了。”史校民大
笑道。

“敌人这回吃的亏不小，死伤24个。天快中
午了，他们才到官庄和小屋村的老百姓家里摘了
20多块门板，让老百姓抬着死伤日军，拉着炸伤
的洋马，灰溜溜地撤回县城。”史校民重述着当
年的战果。

光腚雷专打敌人腚

吃了亏的敌人是一条绳上的蚂蚱。“马驿据
点的敌人在集上开会，宣布史校民埋的地雷没有
用。他们扬言：我们知道是史校民埋的，他爹的
豆腐账在这儿，他的罪行就在这摆着，我们千方
百计想抓他，抓到的、送信的都给两万准备
币。”史校民回忆当时的惊险。

“我那时候埋雷上面放篦子，再放上纸，盖
上土伪装。没有纸，只好拿俺爹卖豆腐的账本。
有个老同志在集上搞贸易，他亲自在那听的。他
赶快来跟我说，让我小心，敌人要抓我。”

敌人的阴谋诡计频频袭来。
为了拉拢史校民，敌人甚至动用了“美人

计”——— 给他说媳妇。“我们村的一个姐姐嫁到
官庄西。官庄的伪保长便派她回娘家，上我家劝
说，进门扑通一声跪地上，磕响头，让俺爹劝我
别埋雷了，给我说漂亮媳妇。结果叫俺爹给刺挠
走了，我也刺挠她，说她胡闹啊！”史校民回忆
道。

自石雷爆炸成功后，史校民先后发明创造了
架子雷、胶皮雷、卡子雷、连环雷、梅花雷、反
起雷、钉子雷、头发丝雷等31种埋雷方法。出来
抢粮的敌人走山路挨绊雷，走河沟吃水雷，走大
道踩夹子雷，走到哪儿雷炸到哪儿，但鬼子并不
甘心失败的命运。

“敌人下了狠心，派小股兵力来我家。那时
候我都把地雷放家里，结果让鬼子给翻出来了，
要给点上。俺娘装哑巴，给俺妹妹使了个眼色。
得亏俺家靠着河，俺妹妹给偷偷扔河里了。”史
校民提起此事，怒火依然烧起。

“鬼子欺人太甚，我就火了，找到县委书记
刘歧云。他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不能让他，我
炸了他！刘书记说好，对敌人就要狠巴巴的！”
史校民回忆道。

1944年农历七月中旬，史校民准备好地雷，
要组织村里的民兵前去马驿据点外布雷。“这时
候我正在研究对策，区中队还配合我。可村里的
领导不让我去，怕造成损失没人负责。我就连夜
走了20多里地，到战友迟学友家，把他叫着和我
一起去。”史校民说。

两个人结伴，穿行在月夜的乡野田地中。
不一会，到了马驿据点外面。月亮款款地爬上
远处砖砌的炮楼，周遭全是白光，玉玉的、银
银的，灯光也没这般儿亮。两人趴在草丛中，
月亮全然一个透明的晶片，莽草也像湖水一样
平和温柔。

夜景虽美，可愁煞来人。这两人的一举一动
都在炮楼上的敌人监视之下，无处隐藏。“我想
到了脱光腚，身子和月色是一个颜色，敌人在高
处，分不清楚。”史校民急中生智想出了办法。

两人遂脱光衣服，匍匐前行。
等靠近据点墙根时，却有一道深深的壕沟，

进出的吊桥也被提起。
“我们在朝东的吊桥头上埋上雷，之后我就

领着迟学友上了据点北面，找了个隐蔽地方，大
喊开了。我说：诶！你们不是要抓史校民吗？我
来了，好小子，有种你下来！”在这位耄耋老人
身上，依稀呼喊出当年的气概，“里面有人朝外
打枪。打吧，没用，到了下半夜我就走了。”

“第二天是马驿集，据点里的敌人下来赶
集，汉奸队长曲彩臣也下来了。等他们放下吊
桥，走到桥头上。轰！敌人被炸了，队长把屁股
炸伤了。我就管这雷叫‘光腚雷’，专打敌人的
腚。”史校民说道，“敌人就是这样，你不揍
他，他不老实。”

“‘铁西瓜’，圆又圆，也不香，也不甜。鬼子汉奸最爱吃，吃了留下西瓜钱，留下西瓜钱！”这首打油诗是抗战时期期

胶东有名的“爆炸大王”史校民打鬼子时自编的。当年，他带领民兵爆炸队，活跃在掖县（今莱州）一带，配合主力部部队打

击敌人，威名显赫。3月21日，本报记者采访了91岁高龄的史校民。在他的讲述中，重温地雷战的惊心动魄。

史校民：“爆炸大王”叫石头怒吼
□ 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通讯员 王杨

日本士兵交枪吧

1945年，敌人已是秋后的蚂蚱。凶
残的敌人为了避免挨炸，想出一个鬼主
意，凡是外出扫荡，总是抓几个老百姓
在前面踩雷。史校民棋高一筹，运用拉
雷专门对付走在后面的敌人，使敌人难
以防范。

此时，史校民的爆炸队还受命围
困夏家堡据点。在爆炸队的打击下，
敌人畏缩在据点内不敢出来。“夏家
堡据点的汉奸头子叫杜真，坏得很。
我的班长叫班春光，带着两个战士进
到据点里，用刀砍死两个敌人。杜真
也通过关系，把班春光给杀害了。”
史校民回忆道。

“这个据点分东西两个院。鬼子在
东院住，汉奸住西院。我就和范友智一
块，叫他吸引敌人哨兵的注意，我穿着
伪军的衣服摸到东西院之间他们的活动
场所里，埋上地雷。出来后，我就喊话
了，宣布他们的罪行。”史校民的调虎
离山计果然奏效，第二天早上埋的地雷
都响了，一下子炸死9名敌人。

“日本士兵交枪吧！我们优待俘
虏。你们要是不投降，下场可悲！诶，
霓虹那……”史校民老人重复着中日两
种语言的呼号。

在夏家堡埋雷后不久，马驿据点的
敌人就投降了。

“马驿是我去受降的。当时马杰
是独立营的营长，他说你到马驿据点
去受降。我就带着通讯员何长聚，跑
步到马驿。敌人倒戴着帽子，打着小
白旗投降。我不让士兵威胁他们，到
了贺家村，在村东头集结。接着就押
着他们去了火神庙村，县里在那举行
的欢迎会。”史校民的记忆仍透着兴
奋。

“一个鬼子找到我，歪着嘴，呜呜
呜地说。咱也听不懂啊！他们的炊事员
给翻译说：你叫史校民啊，你看看你把
我炸的，终于见到你的真面貌了。”史
校民学着日本兵的神态大笑道。

马驿据点的敌人投降后，史校民
带领队伍去夏家堡受降。“他们撂挑
子跑了，到了平度城。后来我们打平
度城，把杜真抓住，押回来了。1 9 4 5
年底，在夏家堡村西开公审大会，把
杜真枪毙了。老百姓找石头去砸。坚
持反动，就是这个结局。”史校民回
忆道。

由于史校民积极战斗，先后率民兵
埋地雷20余次，炸死炸伤日伪军94人，
战马、骡子数匹。为此，1945年4月，
西海武委会授予史校民“爆炸大王”光
荣称号，并奖励步枪两支、子弹40发、
地雷30枚。这年7月，史校民还光荣地
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西海民兵的一面
光辉旗帜。

“当时的喜报、奖状等贴了满满一
墙。1 9 5 3年发大水，我老家住在河边
上，房子都给水冲走了。”史校民对荣
誉没有多少眷恋。1950年8月28日，立
下一个特等功、两个一等功的“爆炸大
王”史校民，出席了山东军区英模代表
大会，受到隆重表彰。1958年，他从部
队转业到安徽枞阳公安局。1960年，他
被调到中央农机部任保卫科长。

1961年，史校民随中央万名下放干
部回到山东老家，先后在掖县公安局、
大理石矿、建材厂任职。“虽然那时候
没留下什么勋章，但父亲用地雷炸鬼
子、浴血奋战的经历，既是他一生最骄
傲的回忆，也是我们家无法衡量的财
富。”史校民的女儿史典秀说。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本报记者采访91岁的史校民老人(左)。

奥巴马一家
最新照片秀

白宫摄影师公布了奥巴
马一家的最新合照。拍摄地
点位于白宫玫瑰园。图中从
左到右分别为16岁的大女儿
玛莉亚、妻子米歇尔、奥巴
马，以及13岁的小女儿萨
莎。此外，白宫宠物狗“桑
尼”和“波”也有上镜。

斯诺登雕像惊现纽约
官方忙拆除

4月6日凌晨，一座爱
德华·斯诺登的雕像惊现
于纽约布鲁克林一座公园
内，官方于当天下午将之
拆除。

巴西美臀小姐
裸身绘圣母像引众
议

在复活节期间，巴
西美臀小姐大赛的冠军
Indianara Carvalho在自己
的裸体上彩绘了一幅圣
母玛利亚像，并摆出了
祈祷的姿势。这立刻引
起了众多网友的议论。

中国麻将吸引美国民众
靠提示卡片才能玩

近日，中国传统游戏麻将
在美国也引起很多人的兴趣。
不过，他们玩麻将和我们不
同，需要一些提示卡片才能玩
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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