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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春时节，横卧在小山包后面的平阴县胡坡
村，掩映在梧桐的疏影里。千万朵紫色的梧桐花，
洋溢着一派甜蜜。村中的祥和，在一声声布谷鸟
的啼叫中，如水上涟漪，泛着灵动。

在村中的公路旁，熊善隆的故居屹立着。在
这里，曾有一位以血荐轩辕的共产主义战士，为
着民族独立、百姓幸福穿梭着，奔走着……

妻子支持读新书

“1911年，熊善隆出生在胡坡村一个书香
家庭。他的父亲熊宝哲是平阴东南乡品学皆为
乡里称道的小学教师，家里只有一亩薄地，靠教
书为生。熊县长兄弟二人，弟弟叫熊善达。”今年
79岁的路为民老人是平阴县第一代党史工作者，
大半生研究平阴革命斗争史，他曾走遍全国各
地，寻访当年在平阴工作战斗过的老党员。提起
熊善隆，与众多平阴乡亲相仿的是，路为民仍然
觉得他并未走远，依旧敬称“熊县长”。

“1918年，全国兴起废私塾兴新学的潮
流。平阴县进步人士孔宪海筹建了全县第一所
女子学校，聘请熊宝哲当校长。学校里有位名
叫朱正吾的教师，是熊宝哲的得力助手，二人
私交甚深。”平阴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于瑞东
介绍道。朱正吾的二女儿朱名莲（后改名朱蕴
珠）也在这所女子学校任教，知书达礼，相貌
端庄。恰好熊善隆也到了结婚的年龄，这样，
熊宝哲和朱正吾便为儿女定下了这门婚事。

结了婚之后，朱名莲才纳罕地发现，熊校
长的长子居然大字不识几个。她没想到，熊善
隆和弟弟从小就被父亲以一个农民的标准来要
求和教育，不但庄稼活样样拿得出手，石匠活
和木匠活也都学得有模有样。

“爷爷曾用一截丁香木打成一把筷子，十双
筷子二十根，几乎每根之间都找不出差别来，让
乡亲们赞不绝口。”熊善隆的次孙熊健介绍道。

在胡坡的熊善隆故居中，有两间南屋，便
是熊善隆带着弟弟和几个短工翻盖的。房子用
青石砌成，每一块大青石皆取自南山，凿得十
分平整。近百年过去了，石间也很难找到插针
的缝隙。这座见证着熊善隆成长的老屋，如今
已近废弃，半边屋顶坍塌。

在这间南屋里，熊善隆在妻子的支持下坚持
读书。起初，朱名莲自己在家教，不久让熊善隆去
县里正规的云门小学读书。这可真把熊善隆的父
母惹急了，大发脾气不说，“去上学，我们一个子
儿的书钱学费也不出”。朱名莲敢做敢为：“不用
你们的钱，我从自己教书的工资里出。”

就这样，熊善隆于1930年底考入山东省立
聊城第二中学。“录取后，我们被编在十一级
一个班里学习。在三年的学习过程中，熊善隆
给我的印象是为人端庄稳健，和蔼可亲，能团
结同学。九一八事变后，善隆同志与同学们一
起，参加到了城郊农村的宣传抗日救国、收复
东北失地的革命活动。在当时形势的影响和党
的团结抗日主张通过各种进步书刊的宣传教育
下，善隆同志不尚奢说，但思想是进步的。”
熊善隆的同学何书九曾回忆道。

“奶奶回忆，爷爷最早在聊城上学时，就
曾跟她商量加入共产党，被奶奶阻止了。奶奶
回忆道：‘当时不叫他入党并不是思想落后，
是因为家庭很封建、很落后。我叫他上学就已
经弄得家庭不和睦。这时他要加入了共产党，
参加革命工作，不顾家里的事情，会使我在公
婆面前落更多埋怨。因此，我就说你要入党，
非闹得咱俩离婚不可。’”熊健介绍说。

1934年，熊善隆考上了在曲阜的山东省立第
二师范。“几年下来，真的没用老爷爷老奶奶一分
钱，都是奶奶一人靠着微薄的薪资供着爷爷读
书。其间有了大姑和爸爸。”熊健介绍道。

候补党员任书记

“在曲阜，熊善隆的思想得到质的飞跃。
他主动接近进步教师和同学，参加了读书会，
传阅马列主义著作和以鲁迅为代表作家的进步
书刊。九级的他和同学们一样，在讨论和甄别
中，抨击反动校长的黑暗统治和国民党政府反
共卖国的罪恶，努力寻求革命真理，越发敬佩
共产党和红军，向往革命根据地，具有强烈的
革命要求。”于瑞东介绍道。

1937年，在曲阜毕业后，熊善隆到黄河北
岸的牛角店高等小学任教。同年12月27日，日
军占领济南。济南沦陷后城乡秩序极度混乱，
熊善隆所在的学校被迫解散，他只得回老家。

眼看着国难一步步加深，被鲁迅的“我以
我血荐轩辕”感染的熊善隆坐不住了。1938年6
月28日，日本侵略军侵占了平阴。国民党平阴
县长白坤峰弃职逃跑。日伪所到之处杀人放

火，奸淫掳掠，平阴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鬼子占领平阴后，爷爷经常到白云峪、夏沟
他的同学家酝酿抗日，甚至与他们商讨了一起
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计划。他们商定先由年长
几岁、世事经验较多的王连城去陕北找共产
党。”熊善隆长孙熊壮介绍道。

正当熊善隆酝酿抗日活动时，1938年底，
中共泰西特委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为开
辟平阿山区抗日革命根据地来到平阴县开展工
作。“可当时平阴却没有共产党员。泰西特委
的首长段君毅便同时任泰西特委宣传部部长的
万里商量，必须尽快发展党员，建立中共平阴
县委。因为没有党的地方组织，部队就没有立
足点。万里向段君毅介绍，他有一位曲阜二师
的同学。”于瑞东介绍道。

“到达平阴的当天晚上，万里同志领着段君
毅去敲熊善隆同志家的门，看一看熊善隆同志是
否在家。我当时和他们一块儿去的。一敲门，熊善
隆同志就出来了，大家彼此十分高兴。善隆同志
是一个很精神的人，当晚就住在他家里。”时任六
支队青年部长的张延积曾如是回忆。

石头门楼石头墙，安静的胡坡村中，熊善
隆打开大门，将万里迎进石头房子中。落座
后，万里开门见山地告诉他：“你出来吧，现
在大家都在轰轰烈烈地搞抗日。”熊善隆那激
动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昏暗的油灯下，万里
与熊善隆彻夜长谈，毫无倦意。这一夜，熊善
隆的命运有了新的转折。

紧接着，经万里介绍，熊善隆进入农民自卫
队训练班学习。训练班教授的主要内容是：时事
政治、中共的抗日方针和政策、自卫队的任务。熊
善隆如饥似渴地学习，思想在急剧地升华。万里、
袁振经常到训练班讲课。袁振与熊善隆也是二师
同学。在训练班学习期间，万里、袁振介绍熊善隆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共候补党员。

“当时，党员的候补期是半年。因形势所
需，特委急于建立平阴县委，于是在1939年2月
1日，中共平阴县委正式成立，熊善隆担任了县
委书记。一个候补党员能不能担任县委书记，
当时请示了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他同时兼任
鲁西军政委员会的主任。在当时的特殊情况
下，经罗荣桓批准，熊善隆同志就担任了县委
书记。一个候补党员担任县委书记，是当时特
殊情况下的一种特例。”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原副主任丁龙嘉介绍道。

王楼的壮志未酬

“当年平阴县委在这里正式建立。县委的
建立，给平阴县及平阿山区的人民树起了抗日
的旗帜，指明了方向，带来了希望。”在今王
楼村的平阴县委成立旧址前，于瑞东介绍道。

两株老石榴树，在旧址大门外挺立，绿色
的枝桠含苞待放。旧址后面，是今平阴县委历史
陈列馆，往事与新貌联在一起，今夕已大不同。

平阴县委建立后，红旗开始漫卷平阿一带。
很快，党的组织、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就建立
起来，平阿山区开始沸腾了。

1939年3月中旬，泰西地委在常庄召开了泰
西活动分子扩大会议。会上，罗荣桓政委传达了
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传达了毛泽东同志
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他还对如何发展巩
固泰西根据地作了重要指示，对开展建党、建军、
建政、民运、统战等项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在常庄开会的七八天时间里，熊善隆与平阴
县委的同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列主义教育，
明确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学了一些具体工
作方法。会议间隙，这群年轻人经常讨论，联
系平阴的工作，回来后又在李沟乡王楼村召开
县委会议，进一步研究贯彻会议精神。

熊善隆号召全体共产党员紧急行动起来，
大力开展党的组织工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发动群众，武装斗争。6月8日，平阴县委在王
楼村召开全县活动分子大会，被特务发现，次
日凌晨遭日伪军包围。为掩护其他人安全转移，
最早发现敌人的县委副书记吴鸿渐主动向敌人
射击，将敌人引向自己，并带领几名同志向村北
突围。熊善隆同志率领一部分往村南小狼峪一带
冲。因子弹卡壳，吴鸿渐寡不敌众被俘。

“我亲眼看到他和泰安的一位王同志，和
我们村的抗日村长王新轩被捆绑起来，被打得
头上嘴上都是血。他对汉奸队大骂，你们卖国
求荣，如果这样下去，不光遗臭万年，连做人
的条件都不够。敌人恼羞成怒，用枪托子打他
们，打得越厉害，他骂得越带劲。”在王楼村
抗日小学教书的王顺远曾回忆。

敌人将吴鸿渐押往东阿县城，施以种种酷
刑，企图使其屈服投降、供出组织，但他始终
坚贞不屈，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继续与敌人展
开斗争。面对刽子手的屠刀，他昂首挺胸，面
不改色，英勇就义。

同志以命换来的暂时安全，他们那一股股
壮志未酬的遗憾，都激励着熊善隆奋斗不息。
随后，熊善隆和县委几位同志分工负责，跋山
涉水奔波在黄河南北及平阿山区，深入群众，
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和抗日群众团体。

1940年初，根据斗争形势，县委编印一些印
刷品，由于人手少，最初自己刻写、找人印刷。熊
善隆对印刷品很重视，对宣传材料字迹不清或把

“人”写成一些古怪字提出意见，说传单上的字要
写清楚，让人看明白，达到宣传的目的。

青年领袖挑重担

1940年7月，时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
向前一行，从山东返回延安，途经平阴，在县
委驻地王楼听取了熊善隆对平阴抗战工作的汇
报，并作了重要指示。

当年徐向前拴马的柿子树，依旧矗立在平
阴县委旧址隔壁的小院中，枝头挂满了桃核般

大小的青涩柿子，正如当年的革命初期。1939
年10月，因形势需要，平阴县第一届抗日民主
政府成立，熊善隆被选为县长。不久县政府在
孝直村召开庆祝大会，熊善隆以人民县长的名
义发表讲话。

熊善隆详细地讲解道：新成立的县政府是
抗日民主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与旧政府不
同，它是人民选举产生，是为人民服务的。他
号召全县人民坚决抗战，不当亡国奴，坚持长
期抗战，反对投降，努力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
胜利。他号召群众支援人民子弟兵——— 八路
军，拥护抗日民主政府。

在没有讲稿的情况下，不善言辞的熊善隆
站在主席台上，面向群众侃侃而谈，历时两三
个小时。他的讲话内容既朴实无华，又切合实
际，群众热烈鼓掌表示拥护。“这是党和人民
给了他智慧，当时他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担
负起领导全县人民抗战的重担。”当时担任大
会保卫任务的李扬风回忆道。

1940年元旦出版的《大众日报》在一版以
“平阴旧县长破坏抗日勾结日寇 民众自动选
举新县长”为题，对此事进行报道：……平阴
民众为恢复抗日政权，领导民众抗战计，公布
青年领袖熊善隆先生出任县长，熊县长自十月
三十一日宣誓就职后，平阴各项抗日工作，均
有进步及大量开展云。

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平阴抗日根
据地的形成。熊善隆这位坚强的革命开拓者，
与八路军山东纵队六支队民运科科长张伯源紧
密配合，在大寨村成立了六七十人的平阴基干
大队，在各区建立武装队，在各村建立自卫队
和游击小组，配合八路军打击日伪势力。

“熊善隆同志被推选为县长后，咱们什么也
没有，据说第一支枪还是夺得人家的。听说某人
有枪，晚上拿着手电筒冒充枪，威胁人家交出来，
这才有了第一支枪。县长有了，需要发布告、造舆
论，善隆同志来到黄河北与我商量。”当时以小学
教员为身份掩护的共产党员孙泽生曾回忆。

熊善隆还以石匠的身份做掩护，到黄河北
邵庄一带，依靠抗日积极分子邵清刚发展抗日
基干游击队30余人。至1940年底，平阿山区发
展党员近300人，建立基层党支部和小组90多
个，并先后在所辖6个区建立了区委。各区的农
协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如
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

跟着共产党抗日

熊善隆任县长不久，敌人为了打击他抗日的
积极性，逼迫他放弃斗争，把他的父亲熊宝哲及
熊姓乡亲共17人抓进位于孔村镇东天宫村的天
宫伪据点，威逼利诱。熊善隆早就识破了敌人的
阴谋诡计，他坚定地说：“无论我的家庭和亲属受
到什么样的损失，都不能动摇我的革命意志！”

脾气倔强的熊宝哲也坚决支持儿子，他说：
“善隆的事我自己承担，与这些乡亲们没任何关
系。”伪区长孟广生和共产党有一定的关系，几方
交涉，将乡亲们放回，只将熊宝哲关了起来。此事
传出后，胡坡、安子山、洪范等地的熊姓乡亲都改
了姓，全县没有人敢姓熊了。敌人对“熊”这个姓
氏甚至到了神经过敏的地步。“爷爷牺牲后，组织
上派了一位姓邢的领导（邢凯风）来平阴。敌人听
错了，以为又是个姓熊的，竟又到胡坡村抓了几
个乡亲拷问。”熊壮介绍道。

熊宝哲被关在敌人据点里两年，过节时有人
会端上酒菜，让其给熊善隆写劝降信。老人家表
现出老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始终未写过一封
信。此时，熊善隆全家封门闭户，全部外出避难。
这种苦难一直延续近十年，后来还乡团前来报
复，拿镢头把老屋的窗户砸坏了，至今仍有遗迹。

让家人常年流离失所、东奔西跑，难道熊
善隆无情无义？他说：“跟着共产党抗日救
国，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是每一个中国人
应尽的责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家事和国事总是牵连着熊善隆的心。他实
事求是，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
策，积极争取每一个能争取过来的人。对国民
党在平阴县的顽固势力，他晓以大义，尽力团
结，争取他们将枪口对外，一致抗日。

熊善隆坚持党的原则，严格遵守党的组织
纪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教育大家。平
阿山区抗日基干大队初建时，由于缺乏武器，
战士们多数赤手空拳。县政府决定可以用钱去
买大户人家的枪，但要做好工作，不许强迫。
有的同志因弄枪心切，不顾党的政策和影响，
采取了逼迫的办法。

有一次，几个县大队队员到白云峪村找到
一个枪主，动员了他几次他还是不卖，队员们
就有点不耐烦了，干脆把人家吊起来打，逼他

交出枪支。熊善隆闻讯赶到，严肃批评了这种
违反政策的行为，亲自为枪主解缚释放。

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熊善隆关心的是
群众的疾苦，对自己却严格要求，从不搞特
殊。每当夜晚行军或转移时，他都要亲自深入
到战士中去，检查准备情况，帮助照顾体弱的
战士。行军中从不惊动和干扰群众，战士们都
是在村外露营，拂晓之后才进村。

“熊善隆同志对党忠诚，生活俭朴。他非
常重视组织的生活，有一次党的组织生活就在
大宝山顶上过的。”曾跟随熊善隆在县政府当
指导员的邵洪回忆道。

“在生活上，和干部战士同甘共苦。几次
较大战斗都是亲自率领一股部队独当一面。在
毛铺战斗中，他带着一个排攻到东南山，掩护
我们直属队突围。突围后，他又返回山区寻找
我们的同志，安排他们撤出来。每次行军或战
斗，他及时和大队长、教导员研究问题，分析
敌情，布置战斗任务。无论多远的行军，到达
驻地，先研究情况，作了布置才休息。”曾担
任平阴县委秘书的翟孝吾曾回忆。

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1942年3月，日军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
动”，实施所谓“治安肃正”“总力战”“囚笼政策”
和“保甲制度”。为粉碎敌人“围剿”，建立联络站
点，开展对敌斗争，10月7日，熊善隆夜渡黄河。

“熊县长是视死如归啊！他作了充分的思
想准备。出发前一晚，在栾湾开县委会，熊善
隆与张长庚争着要留在黄河南边。”路为民被
一身是胆的熊善隆折服。

滔滔黄河东流去，秋日的黄河水已微凉。
熊善隆带领一区区长朱大全等6人先将罪恶累累
的安城乡伪乡长卢某处决，准备到与肥城接壤
的三台山隐藏。可在夜晚行军，数小时奔波十
几公里，又累又乏的小分队决定到大官庄村大
地主钱某家借宿。钱某表面殷勤，热情安排熊
善隆一行去四周都是高屋的耿常山家居住。

安排好后，钱某即来到本村伪保长孙某
家，挑拨说：“熊县长他们来了，今天在土寨
打死了乡长，你要注意啊，晚上别把你也给打
了！”孙某心里打鼓，就去找耿常山，吓唬他
说：“你家窝藏八路军，如果让北山上据点里
的人知道了，你吃得消吗？”耿常山内心害
怕，就听取了孙某的主意——— 去北山据点把情
况报告给汉奸队长马某。

第二天早晨，钱某“热心”地来给熊善隆
等人送早饭，出门时却把门从外面挂上了。很
快，日伪队长马某带领三四十个日伪军分两路
包围了耿常山的家。他们在外边喊话说：“快
缴枪投降吧！不缴枪就开枪啦！”熊善隆等人
马上反击，向外突围时发现门被挂着，外面的
子弹一个劲儿地朝门上打，突围两次均未成
功，形势非常不妙。

在子弹即将打光、已陷入绝境的情况下，
熊善隆和朱大全宁死不做俘虏。在逼仄的小屋
中，他们用手里仅存的最后一颗子弹，互相用
枪指着对方的头颅，同时开枪，自杀殉国。

“那时候周边屋顶上都站着人，这间小屋
低矮，打了一个小时。后来，敌人抓了几个老
百姓，用门板子抬着熊县长和朱大全的尸体，
血头血脸的。”在已经废弃的石头屋前，今年
83岁的大官村村民钱吉全介绍道。

熊善隆等人的牺牲震动了整个平阿山区，
给平阴县党的工作和整个抗日运动带来了难以
弥补的损失，平阿山区军民悲痛欲绝。

“我曾经有一个小姑，爷爷牺牲后才出生。奶
奶带着她打游击，最怕孩子的哭声惊动了敌人。
小姑一哭，周围的人就吓唬她，不让她哭，她只会
掉眼泪。小姑一岁多就夭折了，也不知道她葬在
平阴的哪个地方。”熊健甚为惋惜地说。

1946年，泰西地委、专署在平阴召开了隆
重的追悼大会，熊善隆烈士遗骨被送回胡坡安
葬。灵柩从平阴县城出发到胡坡村不足20公
里，走了一天半。道路两旁站满了洒泪的群
众，每个村口都有地位最高的长者，带领众乡
亲按家乡最高礼仪祭拜。

人民一直没有忘记熊县长。胡坡村东的熊
善隆墓前，摆着数朵梧桐花，不知何人所
放……

1939年，28岁的他以候补党员的身份，经罗荣桓批准，成为平阴县第一任县委书记。从此，这位思想进步的青年领袖，担负
起领导全县人民抗战的重担。在反围剿中，他被人出卖，用最后一颗子弹自杀殉国，实现以血荐轩辕的初心……

熊善隆：最后一颗子弹的血荐
□ 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通讯员 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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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时代的熊善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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