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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卞文超

“我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一名老战士。我
曾两次采访过山东省海阳县的抗日爆炸大王、
民兵英雄于化虎。”今年85岁的蒋延庆，原任
济南军区宣传部部长。今天，回忆起当年和民
兵英雄于化虎交往的经历，他的骄傲之情溢于
言表。

1950年，蒋延庆20岁，是胶东军区宣传部
干事。在莱阳东赵疃村一个不大的军区礼堂
里，欢迎“全国民兵英雄”于化虎从北京归
来，气氛十分热烈。

在那里，蒋延庆采访了于化虎。眼前这个
身高一米八多的山东大汉，说话大嗓门，保持
着农民本色，却创造了以石雷歼灭敌人171人的
奇迹。

在蒋延庆的以下讲述中，一段抗日英雄传
奇栩栩如生。

无枪无炮群众造

许世友赠名“化虎”

于化虎是海阳县文山后村人。他自幼家
贫，十一岁就给地主扛活。他经历过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带领民兵打了许多胜仗，群众选
他为爆炸大王，后又评他为民兵英雄。

于化虎原名于晋生。因为他打仗机智勇
敢，不怕死，杀敌多，在1943年7月胶东军区召
开的英模大会上，许世友司令员听完他的事
迹，上来就是一拳，说：“你作战勇敢，像猛
虎化身，我赠你一个名字叫‘化虎’！虎威破
敌胆呀！”

从此“于化虎”这个威名传遍胶东大地，
战绩也随之扩大，当时他从歼敌80人扩大到171
人，并创造了用一个地雷毙伤7个敌人的纪录。

“你看鬼子那个熊样，打着膏药旗，扛着
大盖枪，牵着大狼狗，脚穿钉子鞋，到处烧杀
抢，在我们中国地盘上横行霸道，不快把鬼子
赶出中国，我死不瞑目！”于化虎一谈到日本
侵略者就有气。这个体格彪悍的山东大汉早就
立下决心：打倒小日本，保卫大中国！

在胶东地区，特别是海阳县城乡群众中，
流传着于化虎杀敌的许多传奇故事。于化虎好
出头，干事领着乡亲一起干。大家心想打鬼
子，手中无枪炮，怎么打呀？于化虎便动员大
家说：“现在无枪炮，将来会有的！我们只要
有信心和决心，咱用手中的土枪土炮，就能把
有洋枪洋炮的鬼子打败赶跑！”

长矛和敌人斗争

石雷首建奇功
1942年，鬼子在海阳最大的城镇邢村建了据

点，这里离于化虎的村庄只有17华里。鬼子经常到
周围村庄抢粮食、抢东西，闹得老百姓不得安宁。
1943年初，县、区派工作组到文山后村建立了党支
部成立了民兵队，于化虎被发展为共产党员，选为
民兵队长。于化虎成了村里的骨干，他带领民兵和
群众，用土枪和大刀开展地雷战。

有一天，鬼子20多人进村抢粮食，被民兵用
土枪和长矛赶跑了。这一下惹火了敌军官，他下
令要在七天内消灭这个村的老百姓。于化虎听到
这个消息，立即和村里领导研究对付鬼子的办
法。他说咱这里是山区，每个村都有石匠，石匠炸
山采石，打眼装药，造石雷炸鬼子，准行！”大家听
后都同意。

他们先用一个压场的石砘，打眼装药，点火
实验。一点火线，“轰”的一声巨响，石子飞出五六
丈远，实验成功了。各村群众都积极参加造石雷
的活动，仅用一个月就造出了300多个石雷。接着
又办训练班，组织各村民兵学习埋石雷的经验。

1943年5月，于化虎听说鬼子近几天要来大
队人马消灭文山后村。于化虎连夜开会研究，决
定要在大路小道、街头巷尾埋下大批石雷。第二
天，鬼子和伪军来了500多人。当敌人进入雷区
时，于化虎一声令下：“点药线，打！”刹时，“轰轰”
遍地石雷开花，山顶上也响起枪声。敌人呆若木
鸡，有的就地卧倒，有的抱头鼠窜，最后抬着伤
兵、死尸全跑了。这一仗打得漂亮，石雷首建奇
功！这个胜利消息，引起县、区领导的重视，召集
各村干部和民兵办训练班。学习推广于化虎用石
雷炸鬼子的经验。

1943年秋，海阳县抽调各村民兵队长到县独
立营集训，学习造铁雷和发展地雷战的战术。于
化虎从独立营学会了造铁雷和打地雷战的战术，
回村便教给全村民兵和自卫团。经过反复练习，
大家都学会了打地雷战的武艺。

新发明层出不穷

20多种雷虚实难辨
抗战进入最艰难的时期，1943年农历八月上

旬，于化虎召集民兵分析形势。八月十五快到了，
鬼子很可能要出来抢东西过中秋节。于是决定，
要在各村村头，路口埋下地雷，准备战斗。民兵们
每天埋伏在山头上，准备看热闹。八月十三日，鬼

子果然出动了，敌人刚进马山路口“雷区”，便踏
响了地雷。鬼子惊呆了，有的向前冲，有的往左右
跑，最后全都掉头向后逃。

这一仗，打死7个鬼子，打伤40多人。民兵们
在山顶上高声喊道“小鬼子，你们得留下铁西瓜
钱哪！”

敌人多次吃亏，就想方设法研究“起雷”技
术，要破坏民兵的“地雷阵”。于化虎针锋相对，敌
变我也变，总有新办法对付你。于化虎发明的“踩
雷”被鬼子用“起雷”的法子破坏了，他就改用“绊
雷”、“夹子雷”；“夹子雷”又被鬼子破坏了，他又
想出“子母雷”、“梅花雷”的新办法。

有一天，鬼子来了100多人。这次他们袭扰的
办法变了，不是大队人马开进，而是个个小心翼
翼，一步一步往前挪，伪军一喊“有情况！”后面的
鬼子一齐卧倒，一动不动。前面探情况的伪军用
手中的铁钩子一拉，埋在地上的绳扣没有响，原
来是虚设的假雷。鬼子刚站起来要走，脚下便

“轰！轰！”响了两声，炸死了4个鬼子。这时，山上
民兵响起了枪声，敌人乱作一团，东躲西窜，又踩
响了脚下的“连环雷”，炸倒一片。

这一仗，缴获了敌人抢的全部粮食3000多
斤，牲口100多头，救出被鬼子捉的老百姓70多
人。敌人共伤亡40多人。

于化虎和民兵们研制的地雷名目繁多，五花

八门，他们的地雷战也越打越灵活，越来越厉害。
地雷有踩雷、拉雷、活雷、夹子雷、钉子雷、子母
雷、三角雷、连环雷……共有20多种。民兵有时在
路上用石灰画白圈，在草地上挖新土，有虚有实，
迷惑敌人，弄得敌人晕头转向。正是：真雷假冒实
难分，胆敢乱动就伤人。

各地办班传武艺

化虎成《地雷战》主人公
1944年10月，侵占海阳县的日军被八路军赶

跑了，海阳解放了，但于化虎不想解甲归田。他
说：“我的家乡海阳解放了，但是鬼子还没有投
降，不把小鬼子赶出中国，我还要继续战斗。我要
把自己会的造地雷、打地雷战的武艺教给别人，
传授到外地。”

不久，于化虎就被北海地区请去办训练班，
三个月就培养了爆破手1000多名。其中，会埋五
种地雷的就有300多人，涌现出20多名爆炸模范。
于化虎还教会他们怎样摆地雷阵，开展地雷战的
战术。

于化虎到蓬莱县独立营办班讲课，针对敌情
研究新战术。蓬莱有个伪军据点，驻有40多人，伪
军经常下乡捉人、抢东西。于化虎就带着民兵到
敌据点外围观察敌情，研究打法。夜里到据点周

围埋地雷、选突破口，天不亮就攻进伪据点。伪军
刚从被窝钻出来就死伤多人，剩下的全都当了俘
虏。这个歼灭战为蓬莱人民除了一大害。

1945年8月15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
鬼子被赶出国门。于化虎又参加了解放战争。他
继续发扬英勇作战的精神，四次负伤，多次立功
受奖。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于化虎身经大
小战斗数百次，在地雷战中创造出连环雷、子母
雷、包袱雷等多种地雷及战术，组织民兵用地雷
和土枪、土炮毙敌170多人，通过带徒弟训练等方
法，培养了1万多名爆炸手，12名神枪手、土炮手
和民兵模范。

1950年9月，于化虎先后被选为胶东、山东、
华东的民兵英雄，光荣地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
表会议，被评为“全国民兵英雄”。于化虎从北京
回来，参加了胶东军区举行的英模代表报告大
会。他被进京的英模推举为发言人，汇报了参加
北京大会的收获和体会。

从欢送于化虎进京参加全国战斗英雄大会，
到于化虎回胶东军区作报告，蒋延庆两次采访了
于化虎。他们俩是胶东老乡，结成了亲密朋友。蒋
延庆当年写的纪实文学《民兵英雄于化虎》，发表
在1951年3月华东军区编印的《英模故事选集》
中。

196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以海阳县地雷战的
故事为背景，以于化虎等民兵英雄的事迹为主
线，组织编导和演职人员赴海阳县，实地拍摄了
军教片电影《地雷战》全国发行放映。电影《地雷
战》的主人公赵虎，主要就是根据于化虎和另
一位爆炸大王赵守福的事迹创作的。

于化虎于2004年7月20日逝世，终年91岁。
于化虎走了，人们以沉痛的心情怀念这位德高
望重的老英雄，追思他在中国抗日和解放战争
中立下的丰功伟绩。2009年9月14日，中央组织
部倡议，要在庆祝建国60周年时，在全国推选
100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
当年公布的100位英雄模范名单里，于化虎同志
也名列其中。

■ 大刀进行曲·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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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以石雷歼灭敌人171人的奇迹。全国推选的100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于化虎名列其中。

活雷于化虎 虎威破敌胆

□ 本报记者 王建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赵冰

青砖灰瓦、雕梁画栋、古树老井、石板小
路……在初夏时节，犬吠声中，走进莱芜市南
文字村。

坐落于群山环绕的小平原上，历经了几百
年的风风雨雨，南文字村至今仍然保存着几十
座古屋老宅。通向村子那起伏盘旋的山路，像
时光隧道，走到终点，仿佛就穿越到了明清时
代。

汶淄限、汶自现和文字现

和许多村庄一样，南文字村的人口老龄化日
趋严重，大部分青壮年外出谋生，街上偶尔遇见
的村民，年龄最小的也已到了知天命之年。

也有人抵挡不住“乡愁”，选择归来，比
如张新。张新是泰安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事
业有成，可总是念念不忘生养自己的南文字
村，回乡致力于古村的保护和旅游开发，在村
里经常一待就是好多天。

从名字开始，张新娓娓道来，南文字村的
前世今生渐渐拂去神秘的面纱。

据张新介绍，南文字村原名文字现村，后
来一部分村民移居村北建立新村，为了与新村
相区别，就在名前加上了南字，渐渐演变为今
天的南文字村。

南文字村北有一座盘回百里的原山。《嘉
靖莱芜县志》载：“按《禹贡》：汶水出于原
山之阳，淄水出于原山之阴。”南文字村名来
源说法不一，但都与这样的山川形势有关。

南文字村的东面有一个分水岭，岭上原来
有一座庙，叫做分水龙王庙，分水岭东侧的水
流向淄河，岭西侧的水流向汶河。村子因此得
名“汶淄限”，意思是汶河和淄河的分界线，
后来演变为“文字现”。

另一种说法是，原山之阳有一座大岭，岭
之水经村东西的两条河流流入汶河，当地人叫
汶自岭，意思是汶水从此岭而出。汶自岭之水
流经村子，村子因此叫做“汶自现”，取汶水
自此出现之意，后来写成了“文字现”。

南文字村村名来源的第三种说法最为有
趣。村北有一小山叫小北山，是九十九顶摩云
山的一个山头，从空中俯瞰就像一个点，山南
边有一条东西路是一横，南文字村东村西两条
小河，像一撇一捺，组合起来正好形成一个
“文”字。文字现，就是“文”字出现之意。

南文字村一直是文教昌盛之地，人才辈
出，若村名真是“文”字出现之意，可谓与历
史相得益彰，名副其实。

帝师之师张道一

南文字村在春秋战国时期，位于齐鲁边
境，是两国鏖兵之地，从北魏到北宋是赢县和
莱芜县的治所，但要说文教昌盛，得从明末清
初的张氏八世祖张四教说起。

张四教，字道一，清顺治三年考中进士，
官至陕西延绥榆兵备道按察司副使。张道一家
住张家台村，不是南文字村人。传说，张道一
家贫，没钱参加科举考试，向本村同族叔伯求
助遭到拒绝，无奈之下向南文字村的远房叔伯
求援。在南文字村叔伯的资助之下，张道一考
试高中。官府的喜报没有发回张道一的老家张
家台村，而是送到了南文字村。从此，张道一
成了南文字村人。

南文字村张氏家族是耕读世家，在传说故
事中，张道一在这两方面都为家族作出了巨大
贡献。

在张新的大伯张章整理的张道一传说中，
有一则买庄的故事。相传，当时文字现村是博
山文人赵执信家的财产。张道一和赵执信的父
亲同朝为官，志同道合，情谊非常，和赵执信
则是忘年之交。这年，赵执信的父亲去世，张
道一前去吊丧。葬礼结束后，赵执信在送别张
道一时，叮嘱他要保重身体，可张道一愁眉不
展。赵执信忙问何故，张道一长叹一口气说：
“孙子要结婚成家，至今连个住处都没有。”
赵执信主动将文字现村相送，张道一却认为卖
比送好。于是，赵执信立字据将文字现村卖给

了张道一。张道一提出以每年地租的十倍为
价，而赵执信只收了三倍，此后，文字现村成
了张氏家族的庄子。

南文字村的很多老人能说清这次卖地的范
围，92岁的张嘉琦老人说，赵执信立的字据上
写着：东至淄河，西至石湾挡墙，南至南山
顶，北至北山顶，四至之内除少数外姓人田宅
外尽数卖给张氏。

在另一则故事中，张道一与陈廷敬的交
往，则给张氏子弟的科举之路助力甚多。

据说，有一年陈廷敬到省城考试，住在一
位举人家隔壁的旅店。举人的妹妹见陈廷敬才
貌双全，心生爱意，为了接近陈廷敬，故意将
他的衣服泼湿，把哥哥的衣服拿给陈廷敬更
换。两个人郎情妾意，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可举人却扮演了封建卫道士的角色，棒打鸳
鸯，以玷污良家妇女的罪名将陈廷敬扭送官
府。时任山西提学道按察司副使张道一，知道
陈廷敬是个人才，不仅为他洗刷了冤屈，还成
全了这对好姻缘。打这以后，陈廷敬便以师礼
事张道一。

陈廷敬官越做越大，成了康熙皇帝的老
师，张道一则辞官回乡，教穷苦孩子读书。有
一次，陈廷敬到莱芜主持考试，顺便拜访老
师。陈廷敬建议让师弟们到考场上一试身手，
张道一却叹气说：“这些学生愚钝，写个
‘也’字也不出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陈廷敬把张道一的这句话牢牢记在了心里。后
来，张道一的学生全部考中。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张道一为张氏家族

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张氏后人勤劳重教，家族
日益兴盛。

张道一买庄后，孙子张峦迁居南文字村，
《莱芜文字现张氏支谱》载：峦族阅历城东文
字现庄，卜茔田于斯，立基业于斯，十数年
间，薄田数百余亩，使无旷土。

南文字村许多房屋的屋檐下有一个正方形
的开口，是养鸽子的鸽子窝，老百姓俗称“鹁
鸽楼子”。这不起眼的鸽子窝，当年曾是张氏
族人谋生的一项产业。张新听老人说，南文字
村的鸽粪与众不同，“别的地方的鸽粪漂在水
上，南文字村的鸽粪是沉在水底的，因为鸽子
吃了村外黄土岭上的黑色砂石。”这一特性让
南文字村的鸽粪大受菜农的欢迎，“一斤鸽子
粪能换七两小麦。”

如今生活好了，南文字村的鸽粪生计已经
消亡，鸽子却定居了下来，站在屋檐张牙舞爪
的龙头旁边，摇头晃脑，挤眉弄眼，给庄严肃
穆的老宅增添了轻松活泼的气息。

南文字村现有329户，971口人，这个不足
千人的村落却有4所学校遗址，足见当年教育之
盛，“世世代代多有功名”也就不足为奇了。

做官、经商、种田，南文字村张氏族人用
辛勤积累的财富建成了一座座精美绝伦的宅
院。

莱芜的“乔家大院”

“这就是一座清初到清中期的建筑。”在
村口，顺着张新手指的方向，一座青砖灰瓦的

老屋映入眼帘。岁月侵蚀，房顶的灰瓦有些泛
白，四根廊柱已经发黑，不过仍能看出建筑的
宏大规模和精湛技艺。

顺着石板路继续前行，至一木栅门，张新
说这里是村子西门的遗址，从这里开始便进入
南文字村古建筑的核心区域——— 张家方城。

游览方城时，张新在城南的观音庙停下了
脚步。在方城之中，观音庙并不起眼，却保存
着方城起源的线索。院内的一块石碑，记录着
张氏十世祖张峦迁居到南文字村后重修观音庙
的史实。碑文说：“康熙四十有一年，余移居
文字现庄十有二年矣！”由此可知，张峦搬到
南文字村的具体时间。张新介绍说，张峦的四
个儿子分别在东西南北四门居住，繁衍生息，
渐渐形成了张家方城建筑群。后来生齿日繁，
方城内的房子供不应求，一些张氏子孙就在方
城之外建房定居，村口的老宅便属此类。

方城内，古屋老宅鳞次栉比，建筑更加宏
大精美，有不少四进或五进的院落，后面还有
花园。由于年代久远，这些院落都已不完整，
张新曾听村中老人描述过院落完整的规制：大
门或金柱门或如意门，门前有上马石，大门一
侧有门屋子，进入大门后是影壁墙，影壁由多
块雕花砖拼接吉祥图案而成。影壁一侧是垂花
门，垂花门南有倒座房数间，北有主房三间，
东西耳房各两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房顶有小
黑瓦、大檐、大梢、大花脊。屋脊上琉璃神兽
排列，有的是哈巴狗，或者张口兽，抑或猫头
滴水。屋两侧山墙上雕有镂花龙凤浮雕，两山
墙顶部的图腾有的是荷花，有的是二龙戏
珠……

因为规模宏大，建筑精美，张家方城被称
作莱芜的“乔家大院”。

张家方城建筑整齐划一，却并不死板，
“每家的雕花都不一样”，是体现个性的地
方。另外，每个院落都有各自的名号，“有的
是以经营的产业闻名，如时勉堂的钱庄、聚义
堂的中药房、隆盛堂的酒店，有的则标明了是
谁家的宅第，像西永祯堂、东永祯堂等。”张
新说。

方城内的院落布局十分奇特，从大院大门
进去又会发现多个小院子，形成院子套院子的
格局，一个大院住得都是同一家人的父子、兄
弟。小院并不封闭，一侧有一小门通往大路或
其他院子，家家户户相通，交通四通八达。张
新还记得小时候给爷爷们和叔叔们拜年，从大
门进去不用再出来就把几家都转遍了。

古代建筑的功能不仅仅是遮风挡雨，还要体
现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张家方城有长幼有序的
观念，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对家和万事兴的追
求。户户相通，朝夕相处，只有和和气气生活才能
幸福美满，这种和气外人也能感受到。84岁的张
洪粮和老伴的平静生活不知已被多少波游人打
破，可他们毫不厌烦，仍是和颜悦色。张洪粮说，
自己的老屋建于清顺治年间，他和老伴已经住了
60年，冬暖夏凉，就是漏雨，可再漏也舍不得搬
家。在张新的三叔张兆进家，主人端出了甜甜的
西瓜招待陌生的旅人。

张新听老人说，张家方城是一个叫李鲁班
的人设计的，可惜已没人说得清李鲁班是何
人，方城的建材来源和建筑工艺也还是个谜。

■ 古村落寻踪

这里长幼有序，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对家和万事兴的追求。户户相通，朝夕相处，只有和和气气生活才能幸福美满，这种种和气外人也能感受到。

青砖灰瓦文字现

建于雍正年间的张家方城西门建筑，堂号积善堂 曾经的张家私塾学堂一角 于向阳 摄

胶东军区第一届战斗英雄大会当选的民兵英雄合影，后排右二为于化虎

于化虎


	1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