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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王军 蒋美莉
本报记者 陈巨慧

黄河惠民县李庄段归仁闸口，河窄弯多水
急，自古有“能走九江口，莫从归仁走”的俗
语。闸口大坝下，松柏苍翠，参天大树成荫，
一望无际绿油油的苗木，以及鳞次栉比、红瓦
黄墙的农民新居，让人感受到鲁北平原的勃勃
生机与活力。

时光回到上个世纪40年代，李庄镇归仁村
当时为归仁镇，是黄河沿岸的一个大码头。它
地处冀鲁边区和清河区的交通要道，被日寇占
领，炮楼、碉堡、“斩断沟”比比皆是，日寇
还不时到村里扫荡，搜钱抓人逮牲畜，老百姓
叫苦不迭，民不聊生。为打通两区之间的联
系，形成抗战合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
击战争在这里艰苦卓绝地展开，无数革命先烈
抛头颅、洒热血，演绎出许多可歌可泣、气壮
山河的故事。

架起永不消逝的电波
在惠民县渤海革命老区机关旧址一角，一

座半蹲的彩色人物塑像格外吸引人们的目光。
塑像身穿蓝布大褂，头戴礼帽，一副斯文的教
书先生模样。惠民县党史委副主任孟书军介
绍，这座塑像是英雄的交通员——— 王壮基。王
壮基半坐在土堆上，背后是滚滚黄河水，他腿
上的伤口正汩汩地流出鲜血，而王壮基面色从
容，眼睛望向远方，神情坚定。

孟书军说，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北部有共
产领导的两个战略区。一个是以乐陵、宁津一
带为中心的冀鲁边区；一个是以寿光、广饶一
带为中心的清河区。这两个战略区中间隔着惠
民、阳信、青城等县一片敌占区，日军为了限
制两区向鲁北东部发展，除了在黄河两岸修筑
了大批据点、岗楼，驻扎重兵进行封锁外，还
派遣兵力占据了鲁北东部的惠民、阳信、沾
化、利津等县城。

1940年10月，山东分局和八路军115师指
示：集中兵力，从正面向惠民、滨县、蒲台、
利津、沾化、阳信一带挺进，发展党的基层组
织，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控制黄河沿岸地
区，发展壮大我们的力量。1941年，冀鲁边区
首长给清河区的杨国夫司令员写了一封信，描
述了当前冀鲁边区的斗争形势，提出打通两个
战略区联系的方式策略。送信的任务落在了秘
密交通员王壮基身上。当时王壮基长期在黄河
岸边活动，熟悉地形、敌情，他的身份是教书
先生，也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

王壮基欣然接受任务，并作了精心准备。
他把密信藏在夹袄的棉絮里，巧妙地躲过了日
伪军的一道道关卡，把信顺利地送到了杨国夫
司令员手中，杨国夫向他详细询问了冀鲁边区
的斗争情况。十多天后，带着杨国夫司令员的
复信，在一支小部队护送下，王壮基安全抵达
冀鲁边区。边区党委研究了复信，决定派王壮
基再渡黄河，把电报密码送到清河区，以便空
中通讯联络。首长把密电码交给他，郑重地叮
嘱道：“这是一项绝对机密的任务，不准泄露
给任何人；要把密电码亲手交给杨国夫司令
员，遇到危急情况时，首先把密电码销毁。”

王壮基接过密码本，神情庄重地点了点头
说：“请首长放心！就是牺牲我自己，也绝不
让密电码落到敌人手里，我一定把密电码送
到。”

半个月后，冀鲁边区收到了清河区的电
报，并立即回了电，两区空中联络终于打通，
冀鲁边区和清河区之间有了“永不消逝的电
波”。

临危不惧闯过一关
两个战略区的空中桥梁架好，首长和机关

的同志们非常高兴，纷纷庆贺这个喜讯，但王
壮基却没有回到边区。边区首长立即派部队千
方百计地寻找王壮基的下落，但不幸的消息传
来：王壮基已壮烈牺牲了。

原来，1940年12月中旬的一天，王壮基带
着杨国夫司令员的密信，由清河区返回冀鲁边
区。他头戴礼帽，身穿黑缎棉袍，依旧将密信
放于衣服夹层的棉絮当中。冒着纷纷扬扬的雪
花，王壮基朝着黄河岸边走去，临近渡口，他
暗叫不好，只见日寇在渡口的河滩上设下哨
卡，严格盘查过往行人。

王壮基沉了口气，不慌不忙地迎着日寇走
去，摘下礼帽，朝着敌人弯弯腰，顺手将几张
钞票递过去。日寇见来人如此“懂事”，在他
身上胡乱捏了一下就放行了。

王壮基长长舒了一口气，心道：“侥
幸。”他跨上了渡船，站在舱板上，下意识地
用手摸了摸棉袍衣襟夹层里的密信：此封信如
果落到敌人手里，就泄露了两区准备打通联系
的计划，敌人就会在黄河两岸加强防守，阻止
两区部队向黄河岸边靠拢。如果那样，后果不
堪设想。现已闯过第一关，但对岸滩头上还有
敌人的哨卡。想到这里，王壮基的心又砰砰跳
了起来。

渡船停稳了，王壮基跨上码头，暗暗盘算
着如何对付敌人。王壮基想如法炮制，但盘查
的伪军一下将钞票打掉，嘟囔着不值钱。王壮

基又赶紧把金表递上去，说：“老总通融一
下，家里有老人病重，急需探望。”伪军一把
抢过金表，仍是在王壮基身上乱捏乱摸，嘴里
喊着：“最近八路军活动频繁，上边让严
查。”

突然一个伪军捏到了王壮基衣服夹层里面
好像是纸片一样的东西，立刻大叫：“把他带
走，这个人可疑，他衣服里面有东西，拆开他
衣服看看。”

密信藏进伤口英勇赴死
王壮基见事情败露，立刻掏出匕首朝两个

伪军刺去，伪军猝不及防，双双被刺中倒地，
王壮基夺路便逃。一边是陡立的大堤，一边是
滔滔黄河水，他只能在宽阔的河滩上朝前猛
奔，突然，王壮基感到右腿一阵钻心的疼痛，
腿一软，栽倒在地。他挣扎着坐起来，撩开棉
袍一看，只见大腿已被子弹打穿，鲜血顺着裤
脚汩汩地往外流。这时伪军的喊叫声越来越
近，王壮基脑子飞转，就一个念头：绝不能让
密信落入鬼子的手中。他迅速从棉袍衣襟里抽
出信纸，团起来塞进嘴里，使劲嚼了几下，便
往肚里咽。谁知因为刚才跑得太急，喉干舌
燥，粗糙的信纸怎么也咽不下去。他又使劲咽
了几次，卡得眼睛翻白，还是没有咽下去。该
怎么办？他用手使劲在地上刨了几下，但黄土
冻得硬邦邦的，一时不可能刨出个坑来。敌人
渐渐逼近跟前，情况十分危急。王壮基从嘴里
吐出信纸，突然眼睛一亮：他背对着距离只有
十几步远的敌人，屈起右腿，将纸团狠命朝伤
口里塞。纸团深深地藏进了大腿，王壮基也疼
得昏迷过去……

王壮基清醒后，发现自己已经在敌人的牢
房里。敌人把他吊起来拷打，要他说出机密，
他只是咬紧牙关，不说一字。连续遭受了两天
两夜的严刑审讯，王壮基的四肢全被打断，仍
然守口如瓶。敌人无计可施，下令将王壮基拖
到黄河岸边杀害。

临刑前，王壮基将他的被捕经过告诉了同
狱的一位战友，要他设法转告党组织：“我已
经完成任务，虽死无憾！”后来这位战友越狱
出来，在黄河岸边找到了王壮基的遗体，信纸
仍旧深深地藏在烈士遗体的大腿里，字迹已被
血渍模糊了。

杨国夫司令员给冀鲁边区党委发去电报，
代表清河区全体军民深切悼念王壮基烈士：安
息吧，可敬可爱的共产党员，英勇无畏的革命
战士，边区人民永远怀念您！

王壮基用鲜血和生命架起了冀鲁边区与清
河区联系的空中桥梁，如长虹般的无线电波在
黄河上空回荡，让敌人无法切断。

■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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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壮基：英雄交通员血洒黄河岸

□ 王军 蒋美莉 陈巨慧

1944年，随着冀鲁边区与清河区的打通，惠民县
抗日形势一片大好，日寇已是强弩之末，但他们仍不
死心，借着碉堡、炮楼等据点，鼓动日伪军频频发动攻
势，进村扫荡抓“八路”，黄河岸边各个村庄深受其害。

当时的归仁渡口，从济南运来的粮食货物在此
聚集，然后通过渡口运往河北、淄博等黄河南北各
地，是南来北往的货物集散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农历2月14日，八路军独立营（济阳县大队）想从归仁
渡过黄河去清河区。天近中午行至归仁村附近，由于
信息泄露，日寇得知了消息，一场悲壮的遭遇战在这
里打响。

李庄镇归仁村村民齐佃友当年14岁，他亲身经
历了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如今，最让他“自豪”的
便是和村里的小孩子讲这个故事。“那个时候，俺正
在完小上学，中午放学回家吃饭的路上，忽然听见

‘砰’的一声，好像是谁家在放鞭炮。紧接着，‘砰、砰’
的声音不断，我在路上看见鬼子烧木炭的汽车停在
黄河大坝上，汽车上架着机关枪，知道一定是打仗
了。”87岁的老人说起当年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虽然也害怕，但男孩子的天性爱看打仗，齐佃友
就追出村子，站在远处看。这个季节地里也没什么庄
稼，能望出去很远。齐佃友看到鬼子的车队在黄河大
堤一字排开，居高临下设了火力点，一挺挺机关枪吐
着火舌，小钢炮砰砰直响，还有鬼子朝下扔手榴
弹……八路军处在大坝底下的庄稼地里，由于当时
地里没有庄稼，只能以王家坟村的几个坟头作掩护
与敌拼杀，此刻交战双方仅距40余米。没有掩体，鬼
子的瞄准率很高，机关枪冲着八路军不停地扫射，看
着八路军战士一个一个倒下去，太惨了！

八路军凭借王家坟的几个坟头护身，已难以对
付这密集的炮火。接下来的一幕，令齐佃友终身难
忘。“与鬼子们拼了！”随着一声喊，几个八路军战士
猛然跃出王家坟，冒着枪林弹雨，冲入敌阵，与敌人
短兵相接，展开血肉搏斗。有的战士用刺刀一连捅死
几个鬼子后壮烈牺牲，有的冲入敌阵赤手连夺3次机
枪，终因势孤力薄牺牲在阵前。还有的与敌人拧在一
起，与鬼子同归与尽。“到处都是鲜血，把麦子地都染
红了，可惜了这些年轻的娃娃！”讲到此处，老人摇头
不断叹息。

鬼子见八路军这么不要命地战斗，也害怕起来，
不敢恋战，两个多小时后，结束了战斗。鬼子拿枪逼
着村民们去清埋战场，看见活的，马上再补上一枪。
齐佃友的二叔齐宗州被鬼子逼着抬尸体，他看到有
个八路军战士的嘴动了动，想说话，齐宗州赶紧使眼
色不让他出声。齐宗州偷偷把他放在一边，用柴草堆
盖在他身上，想等到晚上再来救他起来。可等他晚上
到地里，却发现这名八路军战士不见了。后来，得知这
名八路军战士趁着没人的时候，自己爬到了邻村闫
家村，被一位好心的村民收留救治，几天后，这个八路
军战士就找大部队去了。这是唯一一个活下来的八
路军战士，其他整个独立营60多名战士全部遇难。

村民们把战士的遗体拉到一起掩埋，坟头一个
挨一个。从此，村民们习惯地称这里为“八路军
坟”。

2009年，一块刻有“抗日英雄永垂不朽”的纪念
碑矗立起来了。每逢清明、农历十月初一，每一个缅
怀故去亲人的日子，都会有乡亲们来“八路军坟”处
烧纸祭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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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怀激烈，舍身取义

□ 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通讯员 韩文彬 苏兵

珍珠玛瑙翠，琥珀琉璃街。一百余年前，博山
城内一派繁华。在南北客商的匆匆步履中，博山
饭也在肠胃的翻腾中，氤氲成这座小城的文化脉
搏，跳动不息。

彼时，民间流传“吃了博山饭，围着天下转”
的俗语。而为博山饭扬名添柴加火的，有一股来
自聚乐村的力量。追根溯源，聚乐村的创始人张
焕宸，亦将鲁中的饮食文化推到新高度，发扬光
大。

进士弃官，聚乐村风生水起
“张焕宸是博山西关街人，大司马张晓的后

人。1897年，31岁的他中举人。1903年在工部主事
进士馆毕业后，选授直隶肥乡县、昌黎县知县。”
博山文史研究者李福源介绍道。

作为末代进士的张焕宸，带着山东人的耿
直，以当清官为荣。1914年，他在河北昌黎为官
时，制止地丁银随意加码的现象，拒收不义提成，
在与地头蛇较量过程中严办说情者。

当时，日本势力已开始渗透华北地区。张焕
宸敢于依法惩处日本洋行中的贩毒者。早在1913
年9月11日，日军杀死5名中国铁路巡警，后又威
逼张焕宸的前任、昌黎县知事王芝田在歪曲事实
的文稿上签字。这些都没有使得张焕宸畏惧，他
据理力争，使日本军官理屈词穷，达成妥协，日本
洋行商人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

张焕宸在昌黎任上，还在明正统年间所建县
衙的基础上，增修狱房三间。1917年，他任满，告
别昌黎时，有数千民众到车站送他。人们还沿袭
封建时代的惯例，给他送了万民伞，立万民碑。

后来，因官场风云诡谲，张焕宸愤而辞官，回
乡隐居。1921年，河南开封人张肇瑞由临沂转任
博山县任知事。张肇瑞字席青，腿有残疾，上任伊
始即大肆贪污，引起众怒。民众一致推举曾当过
县官的张焕宸为首，拟对张肇瑞进行弹劾。

张焕宸遂联合地方士绅及各界代表五十余
人赴省城告状，并派人在县衙影壁墙上悬挂瘸腿
纸人以示威。张焕宸更是书写对联“肇瑞招匪类，
席青洗不清”张贴于县衙。

张肇瑞没法直面众人，任期一年即去。待张
肇瑞离职时，张焕宸又率众焚烧宣传物品，致使
张肇瑞颜面扫地。该事件后，张焕宸在博山名声
大振。

一百年前，随着胶济、张博铁路贯通，博山
“陶瓷、琉璃、煤炭”三大行业日益兴盛，制造业、
手工业、饮食服务行业等各种行业也搭上了经济
发展的顺风车，在博山境内遍地开花。

经济的发达促使对外交流日益增多，商贾巨
富、达官显贵往来博山也日益频繁。时任博山商
会会长的张焕宸眼见众商人在博山洽谈买卖，却
苦无落座之地，于是决定筹建一座能够代表博山
饮食水平的、高规格、上档次的饭庄。

1919年夏天,在怡园清音阁内,张焕宸与当地
几位乡绅、名厨商议筹建饭庄之事。他说动跟随
其赴任业厨多年的栾玉琢重操旧业，挑头创办饭
庄，并邀请在省城济南各大饭馆从业多年、精通
鲁菜流派的名厨王光镛入伙。

为了办出规模，筹集资金，张焕宸决定采取
股份制办饭店。他亲自出面邀请财力雄厚的博山
仁和成料货庄经理石毓麟、矿业公会煤老板程少
鲁等头面人物和财团入股，与张焕宸同科进士出
身石金生家族的福荫堂认购11股，仁和成认购9
股，张焕宸认购2股。不久，集合22位股东，筹集资
金6万吊铜元。

利利索索地选址、筹办、装饰，这帮爱热闹的
博山人，很快在西冶街和税务街之间的叠道街北
首，取“聚太和气，乐适意游”的“聚乐村”高档饭
庄开业了。由张焕宸亲笔题写“聚乐村”匾额，黑
底金字，端庄高雅。“聚”的是天际太和之气，“乐”
的是人间惬意之事，“村”乃人脉旺盛之地。

十全十美，四四席独占鳌头
除门前匾额讲究外，聚乐村内部，更凝结着

张焕宸的心血。一进客厅正中，挂有大书法家王
讷题写的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中佳句“吾人咏
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
花，飞羽殇而醉月。”中堂两边有配联一幅，上联

“水自石间流出洁”，下联“风从花里过来香”，由
本地书法家钱钟山先生所题。

“每间客厅都设有条山几，上列文石、盆景、
名贵陶瓷等，内饰既雍容豪华，又高雅精致。每间
包房都很雅致，各有名称，客人可根据不同的需
求自选，聚福堂、聚禧堂、聚寿堂等等，寓意福、
禄、寿、喜、财、康、和、顺、昌、吉十全十美。”李福
源介绍说。

为彰显饭庄特色，打造高端品牌，聚乐村所
有餐具均为自己设计，再专门烧制而成。餐具细
腻温润、玲珑剔透,客人还未举箸便为之吸引。高
档餐具都是从景德镇定制 ,甚至从日本定制，再

包金包银，故在聚乐村有“美食不如美器”之说。
聚乐村所在地并不繁华，交通也不算便利，

可人们办喜事寿诞满月都愿意到此地，为的是讨
得吉利。聚乐村也成为鲁中地区第一家以宴席形
式为经营特色的“会馆式”高档餐馆。

在聚乐村开张前，博山一直盛行三台席，即
六碟、六小碗、三大件。栾玉琢、王广镛等掌控聚
乐村厨房后，将原有台面改良成四四席，即四冷
盘、四行件、四大件、四饭菜，不仅讲究荤素、冷热
的搭配，而且注重礼仪、寓意的协调，赋予了普通
宴席无法承载的文化内涵。

清代袁枚在《随园食单》中,曾对筵席的上菜
方法作过精辟的归纳总结：“上菜之法咸者宜先，
淡者宜后，浓者宜先，薄者宜后，无汤者宜先，有
汤者宜后。”以此法结合今天的筵席布局来看，博
山四四席是符合历史传统习惯的。

“栾玉琢、王广镛皆出身世厨，又闯荡四方，
在创建四四席的过程中，既把皇膳御宴的诸多技
艺和菜品借鉴而来，又把南北大菜的诸多基因融
合进去，使四四席趋于完美，使得聚乐村在当时
饭庄食铺林立的激烈市场竞争中独占鳌头。”李
福源介绍。

短短十余年的时间，聚乐村就积累了雄厚的
资金，并在西冶街等繁华地段开设分店。彼时的
聚乐村，早8点开门营业，到午夜12点方休，凭借

花样翻新的南北大菜，整日车水马龙，顾客盈
门。

1924年前后，琥珀琉璃嘴畅销南北，供不
应求，料货庄生意兴隆，炉业工人的收入也成
倍增长，加之向来不善理财，花钱无所顾忌，西
冶街上的“小炉匠”也成了聚乐村的座上宾。

在手抄本《炉匠碰碑》中，有关于此段“辉
煌”的详细记载：“今春小炉匠，手艺实在
强……先上永盛馆，聚乐村饭庄。伸伸大拇指，
就是有大洋。先要四独盘，件件要六样,海参、烧
锅、肘，大盘豆腐箱。十条银丝卷，干饭嫌冰凉，
下上几碗面，来碗鸡丝汤。”

在聚乐村的发展壮大过程中，栾玉琢、王
广镛负责菜品的研发与创新，张焕宸则对聚
乐村的经营理念、宴席规制、扩大再经营等作
出决策。尤其是他担任博山商会会长一职，迎
来送往繁多，他多数都在聚乐村招待客人。

“1925年2月，国民会议特派宣传员、中共
一大代表王尽美到博山宣传革命主张，张焕
宸邀于聚乐村集会，成立了淄博国民会议促
成会。留下一段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佳
话。”李福源说。

1932年，聚乐村饭庄由叠道街搬迁到西
冶街，经营达到鼎盛时期，日营业额一般在三
百元左右，多时达五六百元，整日顾客盈门，

席无空位。
1937年，日军侵占博山后，聚乐村饭庄生意逐渐

凋零，营业时开时停。1948年淄博解放后，聚乐村又
逐渐恢复发展。京剧“四大名旦”到博山演出时，都在
此处设宴请客，品尝聚乐村的独特风味。

1956年,聚乐村公私合营,改名东风饭店。“文革”
中,张焕宸题写的“聚乐村”老牌匾成了四旧, 险遭
毁灭。传说众厨师看好这块匾额的木质，抬入伙房用
其背面做了案板，才使之逃过一劫。

有位看门的老人，知道这块招牌的分量，于是趁
夜深人静之时将牌板搬出，藏在自己的床铺下，至今
匾额背面的累累刀痕依旧清晰可见。

建设家乡，只为阳间留正气
作为前清进士、开明乡绅、商界奇才，张焕宸身

份是多重的，但他的目标非常单一，那就是不遗余力
建设家乡。

1924年，为解决博山青年求学困难问题，博山著
名乡贤贾慕谊同张焕宸及前县劝学所长王凤藻等一
干人商议，拟在原玻璃公司旧址，创办博山私立颜山
中学。

张焕宸利用商会会长的优势，积极游说博山炭
业界。博山炭业界最终决定，每车厢煤抽车皮捐0 . 3
至0 . 5元，交颜山中学作为办学经费。学校成立董事
会，张焕宸为董事长，贾慕谊为驻校董事。“颜山中学
成立后，为博山培养了大批青年才俊，中国共产党博
山地方党组织早期领导人蒋方宇、张敬焘等皆毕业
于此。”李福源说。

张焕宸书法学刘墉，颇为本地所崇。“最负盛名
的还属他所题写的聚乐村牌匾和《续修博山县志》扉
页书名，笔迹工整，庄重大方，已成为其书法代表作。”
李福源介绍说，张焕宸很喜欢联句和对联，曾为《八仙
图》作联书：“只为阳间留正气，自应万物掌权衡。”

张焕宸不仅善书，还喜收藏书法精品，其居室内
曾悬挂有大书法家于右任对联一副：“友交天下士，
多读古人书。”末代衍圣公孔德成的老师庄陔兰也曾
赠其作品：“饮酒请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

除了走出博山，将外面世界的千奇百怪带回外，
张焕宸在博山的文艺圈，也是个活跃者。李守中是博
山本地清末举人，在博山甚有名望，《续修博山县志》
收录其文章多篇。李守中与张焕宸交往甚密，两人常
在一起谈诗论画。某年秋天庙会后，博山众多文人欢
聚一堂，对对子自然是少不了。

在聚乐村里，宴席即将开始，李守中先出对子
说：“谁先对上，谁就可以品尝第一道大菜。我出的是

‘色难’。”
张焕宸听了后说：“这个容易。”便伸箸夹菜，众

人说他还未对上，不能吃菜。李守中说：“张会长已经
对上了，就是‘容易’嘛！”众人恍然大悟。

趣事在各种演绎后，也成为传播力颇强的民间
传说。至今，博山坊间，仍传张焕宸的趣事。相传有一
天，张焕宸带孙子石头到颜文姜祠游玩，秀才王福庭
陪同。游玩间，王福庭出句曰：“领着石头逛神头，头
头是道。”

张焕宸思索良久，对答不上来。等到进了颜文姜
祠大门，忽然灵机一动，说：“不看僧面看佛面，面面
相观。”众人大赞。

■ 齐鲁名士

“吃了博山饭，围着天下转”。追根溯源，聚乐村的创始人张焕宸，亦将鲁中的饮食文化推到新高度，发扬光大。

作为前清进士、开明乡绅、商界奇才，张焕宸身份是多重的，但他的目标非常单一，那就是不遗余力建设家乡。

张焕宸：进士挂印去 跨界“聚乐村”

王壮基烈士塑像

归仁战斗发生地

图为1927年聚乐村在东圩宋家胡同开办成记分号时的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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