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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李灵丹 刘苗

邹平县青阳镇东窝陀村是一个被群山环抱
的小村子。村子看上去并不起眼，却是革命的
摇篮，山上的一石一木见证着那段战火连天的
峥嵘岁月。这里不仅有六七十人先后参加革
命，更孕育出赵氏家族“一门五烈士”的悲壮
故事。

农历三月初三,是东窝陀村三月三会仙山庙
会，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听戏、拜庙、
赶大集，热闹非凡。几经寻觅，记者在戏台前
找到了正陪老伴看戏的赵氏家族后人赵德元老
人，在戏台子后的空场里听他追述祖辈与父辈
气冲霄汉的革命生涯。

“铁匠村”的铁骨硬汉
探寻这段历史，还要从这个村的历史说

起。东窝陀村坐落于鲁中长白山脉之中，村里
农民历代以在山地上种些薄田为生。山区靠天
吃饭，遇到风调雨顺生计勉强维持下去，遭遇
到自然灾害经常颗粒无收。生计的压力逼迫村
民外出另谋生路，打铁成为村民的一种生计。
解放前，全村有50来个铁匠炉子，几乎所有青
壮年都外出打铁，东窝陀村又被称为“铁匠
村”。

东窝陀村铁匠，走南闯北见识广。在众多
铁匠中，有一个人不仅技艺超群，还富有威
望，他就是“一门五烈士”的关键人物赵绍
久。据青阳镇史志办周丙玉介绍：“赵绍久是
青阳镇最早的革命者之一，他开启了赵氏整个
家族的抗战史。”

“赵绍久是我爷爷的亲兄弟，我爷爷排老
四，他是老五，我得叫他五爷。”赵德元介
绍，赵绍久，名承舜，字绍久，出身于一个贫
苦的农民家庭。兄弟五人中，大哥、二哥早年
病故，三哥、四哥为人忠厚，只有赵绍久能言
会事。他读过私塾，后因经商奔波于上海、天
津等地，走南闯北，历经磨难，且又见多识
广，深知贫苦百姓谋生之艰难，逐渐养成了刚
直不阿、豪侠仗义的性格。

1932年冬，东窝陀村财主赵守玉得罪了官
府，官差却错将贫民赵承玉逮去，受尽不白之
冤，村民敢怒不敢言。赵绍久闻讯后，独自闯
入公堂据理力争，迫使官府释放赵承玉并赔偿
20元安慰金。这一义举得到了村民的赞许，赵
绍久的名字在村民中无人不知，村里谁家有了

难事都会找他帮忙解决，他成了乡亲们的贴心
人。后来，有官吏在敛粮时假造大升，甚至一
升合二升，也是赵绍久找到县政府民政科申
诉，维护了百姓权益。此事之后，村民更加信
服赵绍久。他领导村民组织穷人会，开展抗捐
抗暴斗争，一时间穷人会发展到五六十人，为
革命埋下了种子。

赵德元介绍，卢沟桥事变后，赵绍久认识
到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实现民族独立，毅
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民先组织，并担任民运
股长。为了宣传抗日，他于1938年冬至1939年
春，在耿庄主持创办了“长白山抗日小学”。
学校在扩大抗日影响，广泛宣传共产党、八路
军的抗日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0年初，赵绍久与邻村好友陈家庄的张
香坡一起，被批准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中国共
产党党员。按照组织指示，二人继续以“农
会”的名义为掩护开展工作。农历二月中旬，
八路军主力部队驻进陈家庄，委派赵、张二同
志向各村的富户征收抗日捐。这一举动触动了
各村地主的利益，他们对赵绍久、张香坡恨得
咬牙切齿，就勾结反共顽固派的国民党伪六
团，准备对赵绍久、张香坡下毒手。

一天，赵绍久去附近的徐家庄赶集，被早
已设下埋伏的伪六团逮捕。敌人把赵绍久绑到
刘家村，关在猪圈里，对他严刑拷打。先是用
鞭子抽，后用烙铁烙，他的嘴唇、胸部都被烙
烂了，但他宁死不屈，不向敌人泄露一个字。
当天，张香坡也在家中被捕。

翌日，伪六团副团长高竹君将赵绍久和张
香坡带到附近的张家洞村的山坡上活埋。气急
败坏的敌人，边埋边用铁锨铲赵绍久，赵绍久
的脑袋几乎被铲断，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赵
绍久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5岁。

解放后，被公审的伪六团副团长高竹君供
认，赵绍久就义前高喊“打倒日寇反动派”
“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英勇不屈，视死如
归。

革命之火代代传
抗日的烈火扑不灭，革命的志士杀不绝。
早在1939年6月，赵绍久就把三儿子赵怀柳

和村里的三四个青年送去参加了八路军。赵怀
柳随主力部队在鲁中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打
了多次漂亮仗。

赵绍久就义后，其子侄怀宣、怀菊、怀
枢、怀善、怀武、怀同等人胸怀国恨家仇，继

承父辈遗志，又相继参加了革命。其中赵怀
菊、赵怀宣、赵怀善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
被追认为烈士，赵怀同在解放战争中英勇牺
牲，被追认为烈士，“一门五烈士”从此流
传。

赵怀菊是赵绍久四哥的次子，也是赵德元
的父亲。据赵德元介绍，父亲赵怀菊1908年生
人，1940年2月入伍，1941年3月发动陈家庄、化
庄村、东窝陀村民众抗日，组织二乡游击中
队，任中队长，队员发展到100多人，后编入长
山独立营第三连。1942年春，赵怀菊调任机要
交通员，在一次送信途中陷入敌人埋伏圈。

“80多个穷凶极恶的敌人将我父亲团团围
住。敌人知道他携带情报，就想抓活的。他看
到形势不利，抱定必死的决心，吞食了文件，
与敌人展开激战。子弹打光后，他砸烂了手
枪，拉响了压在胸膛下面的最后一颗手榴弹。
伪连长跑上来一看，情报毁、枪烂、人亡，他
什么也没捞到，气急败坏地朝父亲的遗体连开
了好几枪。”赵德元说，父亲赵怀菊牺牲时，
年仅34岁，那时他还尚未出生，是个遗腹子。

赵怀宣是赵绍久的次子，1940年10月入
伍，曾在八路军清河军区清西分区二团任连
长。1942年冬去机枪训练队学习，遇到日寇冬
季“大扫荡”，训练队负责掩护军分区机关突
围。赵怀宣冲出重围后，发现一位首长未出
来，毫不犹豫地再次冲进包围圈。见到那位首
长已经牺牲时，自己也被疯狂的敌人团团围
住。他把机枪架在碾盘上，打退了敌人一次又
一次进攻。子弹打光了，他砸碎了机枪，最后
壮烈牺牲。

赵怀善是赵绍久大哥的长子，1943年2月入
伍，曾在长山独立营任排长。1943年在明家集
与伪六团作战时英勇牺牲，年仅17岁。

赵怀同，赵绍久大哥的三儿子也在解放战
争中为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赵绍久的英勇事迹，不仅激励着赵氏子孙
为民族独立而奋斗，也感染着东窝陀村的热血
青年。日本帝国主义惨绝人寰的扫荡，点燃了
赵绍久建立的穷人会的革命火焰，全村有60多
名会员参加了八路军。因都属赵姓，这些战士
们被誉为东窝陀的“赵家连”。赵家连的战士

个个智谋双全、骁勇善战，多次击退日军的疯
狂扫荡，让日军闻风丧胆。

“一门五烈士”英名传
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曾经积贫积弱的东

窝陀村如今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生态村，山峦环
绕，绿树掩映，家家安居乐业，村民都过上了
幸福安康的日子。但是，村民们不会忘记为此
付出的代价，不会忘记这份幸福的来之艰难。
作为赵氏子孙，赵德元更不会忘记。

“那时候，真苦啊！”说起往事，73岁的
赵德元老泪纵横。“在俺赵家前赴后继与敌人
浴血奋战的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对俺们家多次
进行迫害。一次敌人冲进俺五爷爷家也就是赵
绍久家，抢走了八路军藏在他家的全部物资，
连家里的生活用品也全部拿走，接着毒打一家
老小。俺五奶奶当时一棍子就被打晕了，可敌
人还是不收手，就连他不满周岁的孙子，也被
打得口鼻出血。敌人还拖出铡刀，叫嚣谁和
‘毛猴子’有联系，就要铡死谁。在村里乡亲
们的苦苦哀求下，一家人才幸免于难。”

赵氏家族先后参加革命的有8人，6人在战
争中牺牲。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赵氏家族的男
丁已所剩无几。“当时俺五爷爷家就只剩下妇
女和孩子了，别的支脉上的几个大爷也相继牺
牲了，为了生存，已经分家的赵家后人，又重
新生活在了一起，我就成了家中的主力军。”

解放后，赵德元曾有机会入读设在淄博的
山东省烈士子弟学校，但考虑到家庭对他的需
要，便放弃了入读的机会。当记者问及他是否
后悔过，“我感觉和俺赵家那些先烈一比，这
都不算啥。现在俺赵家的后代都很争气，都在
自己的领域作出了成就，没给先人丢脸。”说
到这里，赵德元一脸的自豪。

赵德元告诉记者，其实赵家是“一门六烈
士”，父亲赵怀菊的大哥赵怀枢，曾是东窝陀
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兼民主政权的村长。1942
年农历九月十六日，八路军长山独立营三连到
二乡执行任务，计划夜宿东窝陀。赵怀枢负责
筹集给养、安排食宿。

因叛徒告密，伪十一团得到情报后出动了
一个团的兵力，连夜包围了东窝陀。三连察觉
情况有变，及时改变计划转移他乡。赵怀枢因
来不及撤离，仓促藏到了邻居家的井里。这口
井里有个洞，曾经藏过游击队的人。敌人死死
地盯上了这口井，一边喊话一边向井里打枪、
扔手榴弹。见赵怀枢不出来，敌人就把点着的
柴火掺杂红辣椒扔到井里，把赵怀枢活活呛死
在井里。赵德元说：“赵怀枢的事村里的老百
姓人尽皆知，但因为他在地方工作，未被追认
为烈士，目前仍在追烈中。

为纪念先人，赵家子孙捐款10余万，修整
了“一门五烈士”的墓地，并立碑纪念，碑文
详细记录了赵氏家族烈士们的英勇壮举。中午
时分，在赵德元的引领下，记者来到“一门五
烈士”的墓地，绿树森森，烈士遗骨长埋于
此。高五米的石碑竖立在最前，“一门五烈
士”五个大字分外醒目，五位烈士的墓碑分别
竖立在后面，记录着那段不寻常的历史，也警
示着后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 大刀进行曲·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气急败坏的敌人把赵绍久带到山坡上活埋。敌人边埋边用铁锨铲赵绍久，他的脑袋几乎被铲断，血肉模糊，仍高喊“打打倒日寇反动派”“共产党万岁”

等口号。他就义后，其子侄怀菊、怀宣、怀枢、怀善、怀武、怀同等人又相继参加了革命。其中，赵怀菊、赵怀宣、赵赵怀善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

一门五烈士 英名撼山河

□ 陶遵臣

1936年，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目光移到
威海卫，企图顺势把这片土地也置于他的控制
之下。南京政府虽然加以拒绝，但也作了妥
协——— “嗣后威海卫地方行政，除仍属行政院
直辖外，并受山东省主席就近督察。”并同意
由山东省推荐一名本省官员担任未来的新专
员。不久，孙玺凤赴任第三任威海卫管理公署
专员（1936年4月至1938年1月任职）。在他担任
威海卫管理公署专员期间，严厉禁毒、支持共
产党抗日，很快成为共产党的挚友，1946年1月
由陈毅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国后，
历任司法部办公厅主任、国务院法制委员会办
公厅主任等职。

威海卫成为绝对禁烟区域
威海卫收回后，管理公署即开展禁绝鸦片

毒害。公署决定首先废除英国人所允许的持证
吸烟的做法，以及旧城内的许多大烟馆。

1936年4月，南京政府任命孙玺凤为威海卫
管理公署第三任专员。到任后的第二个月，孙
玺凤就颁布了“威海卫为绝对禁烟区域”，成
立了以他为首的7人管理公署烟毒案件审判处。
8月1日，成立了“威海卫禁烟事宜善后委员
会”，由15人组成专门组织。确定“自本年8月
至翌年1月底止，以6个月为期限，禁绝本区烟

毒。”制定计划分为三期：自8月1日至31日为
宣传期，以多种形式扩大宣传力度，使各区村
民众家喻户晓，深刻了解烟毒之祸害，以促烟
民之觉悟。自9月1日至30日，为烟民自动戒瘾
时期，予以自动戒绝之机会。自1936年10月1日
至翌年一月底至，为勒戒时期，分批传戒，强
迫执行。一边饬令各区长村董，依法严密检
举，不得稍有隐徇，一边举行各村各区烟民抽
调法，使吸食烟毒者无所规避，以期收完全禁
绝之功效。

为此，管理公署利用各公共场所发布宣传
画、告白书等，号召烟民免费到戒毒所戒除烟瘾，
并发布公告：如继续吸毒者，至1937年1月1日起，
捉住一个就枪决一个，决不姑息。同时责成各村
村董，进行检举揭发。孙玺凤自1936年8月17日起，
亲率属员赴羊亭、田村、桥头、鹿道口及市内民兴
舞台，召集群众大会进行禁毒宣讲。

1936年8月21日《黄海潮报》发表题为《孙
专员昨在温泉汤召开禁绝烟毒大会》的报道：
吾威自孙专员到任后，对于烟毒两项，务期禁
绝。盖以烟毒之害，足以倾家丧身，亡国灭
种。因此连日不避风雨，召集各区长村董及民
众等，开会宣传。俾家喻户晓，悬为厉禁。前
日在急风暴雨中犹赴羊亭开会，足证孙专员对
禁绝烟毒以下最大决心。昨日上午七时许，又
偕公署陈科长、公安局张课长、孙会长、商会
刘主席、党部胡委员等，乘汽车赴温泉汤，召
集五、六、七、八各区长及村董民众开会，宣

传烟毒之危害。八时许到达，九时开会。由孙
专员主席致训词，略谓烟毒危害之烈，尽人皆
知。务期在最短期内，彻底肃清。现在法令森
然，盼各民众万勿尝试云云。到会者有第五、
六、七、八四区长及二百余村董，数千民众。
听者无不动容。公安局第二课长张国航，讲解
禁烟禁毒条例，颇为详尽。商会刘主席等相继
演说，大意均为规劝烟民决心戒除嗜好云。摄
影散会后，孙专员复依次传见各村董，殷殷垂
询国民大会选举公民登记事，各村董知孙专员
关心选政，对答极为详尽。

全区所有登记烟民851人，自8月1日宣传禁
烟后，纷纷赴威海卫禁烟事宜善后委员会呈缴登
记证及临时吸烟执照，以便注销，均经分期戒绝。
未登记的烟民，经各村董检举勒戒者，计有205
人，共计烟民1056人，业已分批勒戒戒绝。

此后，对逮捕的贩毒、吸毒者，处以罚金
或刑罚，罚金最多达千元，最少者3元。在公署
一楼东廊楼内设审判处，孙专员亲自提审犯
人，每审必令法警在走廊护栏内施以板刑。

1936年10月1日，将没收的毒品632375两，
海洛因、吗啡5649两，烟具、注射器等170件，
在公署办公楼前集中焚毁。至年底，被处以罚
金者计245人，被判以刑罚的计1041人，其中贩
毒犯孙开之、马洪奎、戚信先、戚和义、张吉
正、丛学礼等6名，吸毒重犯高振东、张文清、
刘德昌等12名被处以死刑；被判无期徒刑者1

人；被判有期徒刑及被拘役者357人。凡有劳动
能力的被拘役者，每两人中间串联一条铁链，
让其在市区街道上清扫垃圾，以儆示民众。

公开支持抗日
1937年10月，山东省“民先”队部根据山

东省委的指示，派出一批“民先”队员到各地
开展统战工作，省“民先”队员孙明光因其胞
兄孙玺凤在威海任国民党威海卫行政区管理公
署专员，便到威海开展工作。孙明光到威海卫
后，很快与中共胶东特委取得了联系，并利用
自己是专员弟弟这个有利的身份，活跃在威海
中学、海军教导队和国民党威海政训处，公开
宣传抗日。

1937年11月，胶东特委派特委委员林一山
到威海开展统战工作。林一山同孙端夫、袁时
若、赵冶民、郝道逵等“民先”队员取得了联
系。林一山经孙明光的引荐与专员孙玺凤进行
了几次谈判，代表胶东特委向孙玺凤提出了发
动威海起义，共同抗日的主张。孙玺凤表示赞
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在此形势下，胶东特委当机立断，决定争
取海军教导队中立和支持武装起义，孤立和监
视郑维屏的公安警察部队，联合孙玺凤和一切
爱国力量，于1938年1月15日举行威海起义。

上午9点多钟，起义部队集结到了管理公

署，胶东特委书记理琪与孙玺凤作最后的谈
判，孙玺凤愿意把公署仓库的100多支枪支、军
事装备交给起义部队。起义当天，孙玺凤集合
他的部下和卫队的官兵开会，对他们进行最后
一次训话，训话结束时，他高喊“打倒日本帝
国主义”的口号。

威海起义的成功极大震慑了反动势力，
1938年9月，起义部队与掖县三支队合编，改番
号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从此，这
支部队愈战愈强，为胶东抗日斗争的胜利作出
了重大贡献。

组织抗日武装加入共产党
威海起义当日，孙玺凤综合考虑，决定带

着印鉴和公款取道香港，去武汉向国民党政府
辞职。

1939年5月，孙玺凤到香港后，在香港跑马
地山光道四号四楼设立“威海卫管理公署驻港
办事处”。1940年10月，办事处迁往重庆南纪
门内蔡家石堡维新街五十号，更名“威海卫管
理公署威海区保安司令部驻渝办事处”。

1940年8月，威海卫抗日民主政府——— 威海
卫行政办事处建立，管理公署遂名存实亡。
1942年12月18日，国民政府第588次会议决议，
撤销威海卫管理公署。

孙玺凤到达重庆不久，就回到家乡高苑县
（今高青县）组织起100多人的抗日武装力量，
该队伍1940年合并到清河（后为渤海）军区。
孙玺凤后历任清河地区参议会参议长、山东省
参议会驻会委员、山东省法律编委会主任等
职。

由于孙玺凤思想进步，并大力支持中国共
产党，1946年1月，由陈毅同志介绍参加中国共
产党。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司法
部办公厅主任、国务院法制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等职。1961年1月，病逝于北京。

■ 齐鲁名士

他任威海卫管理公署专员期间，威海卫成为绝对禁烟区域；他公开支持抗日并赠送共产党武装部队枪支；

卸任后积极组织抗日武装加入中国共产党。

孙玺凤治威

孙玺凤夫妇携幼女摄于威海卫专员公署院内

威海卫特别行政区管理公署专员官邸

孙玺凤

一门五烈士碑 (陈巨慧 摄)

孙玺凤签发的公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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