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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李伟 王飞

5月初夏，在莱芜市莱城区牛泉镇，踏上鹁鸽
楼村一条曲折的石板路，沿着指示牌前行，一座
典型的清末时期建筑风格的二层小楼，映入眼
帘。这里就是山东省工委的旧址。

1986年第七期的《支部生活》刊登了我省党
的省级组织部分领导人名录（1922年-1945年），按
时间排序，“刘仲莹，1935年冬初至1936年5月，任
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书记”。

1993年出版发行的《中共莱芜党史简编》记
载：“1935年冬，济南市委书记赵健民从济南来到
莱芜鹁鸽楼村，与刘仲莹、鹿省三、黄仲华等商
讨，成立了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推选刘仲莹
任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长，鹿省三任宣传部长，
黄仲华任农民部长……”

在中国革命进入低潮的危难时刻，山东省工
委为什么会在鹁鸽楼这个偏远的小山村建立，建
立后到底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

退学投身革命，
由作家胡也频介绍入党

1911年，刘仲莹出生在莱芜鹁鸽楼村一个小
土地所有者兼商业资本家的家庭里。刘仲莹的父
亲在口镇经营钱庄，在老家鹁鸽楼村还有20多亩
地，是个颇有正义感的生意人。他厌恶那些为富
不仁之辈，一生为人正直，处事公道，曾被推举为
口镇寨主，在当时的莱芜县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人
物。

父亲的所作所为，给刘仲莹树立了做人的榜
样。刘仲莹在小学即将毕业时，偕同比他年长3岁
的哥哥报考莱芜县立中学，结果其兄落榜，刘仲
莹则名列榜首。但家人念他年幼，生活难以自理，
即与学校打好招呼，暂不赴学就读。父亲对刘仲
莹说：“等明年你哥哥考上，到时候我给你们立个
存钱折子，你们兄弟两人在一起，我也就放心
了。”不料，刘仲莹的哥哥于翌年春天折，刘家就
只剩刘仲莹一根独苗了。因其哥哥的不幸天折，
便使其父将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刘仲莹身上，故决
定不再让他外出读书，而留在家中学做生意。但
刘仲莹却有自己的打算，他对父亲的叮嘱、劝说
不以为然。父亲逼他进店学生意，他逃出商店，跑
回了老家鹁鸽楼，以示对父亲的抗议。母亲看犟
不过他，也只好为他求情。他又托亲戚出面，终于
说服了父亲。

1925年秋后，刘仲莹高高兴兴地背着书箱行
李到县中就读。入校后，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
并广泛涉猎各种进步书刊。此时，国民党还唱着

《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帝国主义》等歌曲，这使刘
仲莹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但是当他目睹当权者的丑恶面孔和社会的极
端不公后，很快便发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
底性，初步认识到三民主义不能救中国。为了团
结更广泛的进步力量，他和好友徐干晨、毕指南
等人组成了学生联合会，带领同学们走出校门，
开展抵制日货、掀神像、宣传妇女放足和打倒土
豪劣绅等革命活动。他一时成了组织、开展学生
运动的核心人物。他还和国民党进步人士王某发
动组建机关工友联合会。

在工联成立大会上，刘仲莹慷慨陈词：“工友
们，让我们联合起来吧，只有联合起来，咱们的话
才有人听。国民党讲自由平等，可是自由平等在
哪里？比如你们每月只有8块钱的工资，还要扣1
块钱的制服费。当官的拿钱多……人家吃咱看
着，人家坐着咱站着，怎么谈得上平等呢？拆庙掀
神固然是好事，但压在我们头上的不光是神，更
残忍的是人……事实告诉我们，靠贪官污吏打不
倒贪官污吏，靠土豪劣绅打不倒土豪劣绅！工友
们，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力量，才能有咱们的出头
之日！”

刘仲莹一席微言大义的讲话，给了工友们极

大的鼓舞和力量。从此，刘仲莹经常到县党部石
印局印“传单”“讲义”“告全县同学书”等，在工人
中宣传革命道理，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刘仲莹聪慧过人，学习成绩优异，17岁那年，
从县城考入济南省立高中。在省立高中，刘仲莹
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理论书籍和鲁讯的著作。
当时，反动当局禁读马列书籍，但刘仲莹仍秘密
地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从
空想到科学》等书，连放假时也带回家读。因他品
学兼优，不仅在学生中很有威信，老师也很喜欢
他。特别是当时著名的“左联”作家胡也频（作家
丁玲的丈夫）对刘仲莹影响很大，两人关系十分
密切，经常在一起讨论时局和研讨马列主义，有
着共同的革命理想和语言。

在刘仲莹还有一个学期就要完成高中学业
时，胡也频身份暴露，必须马上离开济南。在读书
和革命之间，刘仲莹放弃了高中文凭，决定立即
退学，追随胡也频到上海，投身革命。

刘仲莹到上海后，一边在上海复旦大学当旁
听生，一边在闸北区从事革命活动。同年下半年，
刘仲莹由胡也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鹁鸽楼村发展党组织，
任莱芜第一任县委书记
刘仲莹在上海积极参加救国、反蒋罢课斗

争。因当时莱芜县没有党组织，1930年底，刘仲莹
听从组织安排回到老家鹁鸽楼村建立和发展党
组织。仅一年，就在莱芜县建立了十余个基层党
支部，并于1932年春节前，经省委批准，在鹁鸽楼
村东南大峪和尚洞里召开了县委成立大会。这次
会议，正式宣告成立了中共莱芜县委，选举刘仲
莹为第一任县委书记。

莱芜县委成立后，刘仲莹注重团结一切可以
团结的力量，建立了贫农团、雇工会、短工会、手
工业会、妇女会等多个阶层的群众组织，密切了
党与群众的联系，拓展了党的群众基础。1934年
夏，刘仲莹亲自写了县委《告全县同胞书》，印刷
后，一个晚上张贴和撒遍了全县，宣传了党的性
质、方针和政策。

在白色恐怖下，刘仲莹领导的莱芜共产党人
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探索出了秘密发展党员的
原则：一是发展对象由专人负责，不得多头；二是
个别教育培养，个别履行入党手续；三是与发展
对象不得频繁接触，以免引起敌人怀疑；四是不
得过早暴露政治面貌，以免培养不成熟，泄露党
的秘密。秘密发展党员原则也正是莱芜党组织创
造性开展“隐蔽斗争”的一个缩影，正是因为莱芜

党组织坚持实事求是、独立开展斗争的原则，当
1933年山东各地党组织迭遭破坏的时候，莱芜却
是风景这边独好，不仅保存了党的力量，还得到
了快速发展，一年间发展党团员200多名，并建立
了4个分区委，成为全省党组织最活跃的地区，为
山东省工委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刘仲莹、赵健民、鹿省三
苦苦寻党，山东省工委诞生
由于国民党的疯狂破坏，山东党组织的发展

进入了极为艰难的一段时期。1928年11月，山东
省委成立仅一年半时间，曾在省委工作过的王复
元和王天生叛变投敌，带领敌人逮捕了包括邓恩
铭在内的10余名省委干部和地区党组织负责人，
省委机关遭到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破坏。

根据统计，山东省委从1927年成立至1933年，
主要领导就更迭了19次。王进仁和卢一之担任省
委书记仅仅3个月即被捕，另有9位主要领导先后
被捕，4任惨遭杀害。其中，1931年4月5日，国民党
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大开杀戒，一次就枪杀了
邓恩铭等22名中共山东省委的高级干部。

随着敌人的持续破坏，革命进入低潮。特别
是1933年，省委内部出现叛徒，导致300多名党员、
积极分子被捕，省委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全省的
党组织也失去了统一的领导机构。

以刘仲莹为代表的莱芜共产党人，在坚持独
立斗争的同时，对山东的革命形势忧心忡忡，心
急如焚。他们深深体会到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迷
茫和无助，渴望得到上级党组织的指导，明确前
进的方向。于是，满怀着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
对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责任担当，他们作出了一
个重大的决定——— 外出找党。

1934年3月16日夜，莱芜县委在汶河滩召开紧
急会议，专门研究外出找党问题。会议最后决定，
刘仲莹、鹿省三等人分头到济南、北京、上海等地
寻找上级党组织。会上有的同志说：“外出找党无
异于大海捞针，非常艰难，弄不好还会暴露自己、
丢掉性命，而且出去以后需要很多活动经费，我
们从哪里筹集这笔钱？”

面对大家的疑虑，身为县委书记的刘仲莹坚
定地说：“当前山东的革命形势非常严峻，失去与
上级党组织联系，我们就找不到前进的方向，这
种局面长期下去，非常危险。我们共产党员，为了
实现共产主义，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
我们可以牺牲一切，甚至生命。没有钱，就先把我
的房子和地卖了吧。”

会后，刘仲莹毅然决然地把他家在口镇的钱

庄、店铺和地全卖了。一个富裕的家庭，一夜之间
就在口镇没有了立足之地，一家人最后只好迁回
鹁鸽楼村的老家。粮食吃没了，只好去挖野菜；衣
服破的没法缝补了，只好系上疙瘩……

1934年4月，刘仲莹外出找党的时候，经在济
南乡师上学的刘莱夫介绍，与济南市委书记赵健
民在济南见面。两人一见如故，各自介绍了党组
织的情况。赵健民听到莱芜已建立县委，有百余
名共产党员、百余名贫农团员，正外出找党的事
情后，深受启发和触动。两人商定，各自独立发
展，分头寻找党的领导关系，互相联系。于是，刘
仲莹去了上海，赵健民去了河北。

外出寻找党组织，作出巨大牺牲和付出的不
仅仅是共产党员本人，还有他们的家人。就在刘
仲莹、鹿省三等人外出苦苦找党的时候，国民党
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搜捕。特务化装成小商小
贩，四处打听刘仲莹他们的下落。从上海回来后，
刘仲莹白天不敢回家，只能偶尔晚上偷偷地回
来。有一次，刘仲莹和鹿省三正在家里谈工作，特
务找上了门，情急之下，从后窗户分头逃了出去。
凶残的特务们三天两头来到村里搜捕刘仲莹，威
胁恐吓盘问刘家人。因为长期受惊吓，刘仲莹妻
子的精神受到了严重刺激，她白天不敢出门、不
敢见陌生人，晚上睡觉都穿着衣服和鞋子，吃喝
拉撒都在屋里，直至去世都如此。

刘仲莹的坚定支持者鹿省三，为到北平寻找
党组织，向父亲要钱，父亲不理他，他就牵走一匹
骡子去卖，父亲无奈，只好叫人带上20块大洋，撵
到鲁西河口将骡子换回来。后来，他又折腾着和
父亲分家。分家后，他一次就将土地卖了一半。他
将得来的钱，一部分作为寻找党组织的经费，一
部分接济了一些在外地隐蔽的党员。

为寻找党组织，鹿省三赶到北平，以电车工
人的身份，四处打听党的消息，却没有任何结果，
于是又辗转到上海打算进入苏区寻找党组织，但
仍没有成功。这时候，他带去的钱已经花得精光，
在饥寒交迫和特务疯狂搜捕下，被迫踏上了返程
的道路。由于没钱买车票，他偷偷爬上火车，却被
检查员轰了下来。万般无奈，他只能边乞讨边沿
着火车道从上海一步一步往回走，有时冒着瓢泼
大雨走在泥泞中，有时冒着刺骨的寒风露宿在荒
野。千余里的道路，一个人的孤独跋涉，鞋子磨烂
了，脚掌磨破了……当他回到村里的时候，整个
人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很多顽皮的小孩跟在他
身后，像看怪物一样一直跟到他家门口。到了家
门口，他的老母亲觉得眼前这个人很眼熟，却不
敢相认。当鹿省三扑通跪倒在母亲面前，喊出一
声“娘”的时候，老人家才敢认自己的孩子，母子

二人抱头痛哭。乡亲们很难理解鹿省三为什么折
腾着分家、卖骡子卖地，最后却落了个穷困潦倒、
腊月天还穿着单裤子的境地……为此都喊他“鹿
疯子”，他从此也落下了一个“鹿疯子”的称号。

经过刘仲莹、赵健民、鹿省三等人艰苦卓绝
的不懈努力，到1935年秋，济莱党组织与淄博、泰
安、鲁西等地的党组织相继建立了联系。

与刘仲莹一样，以赵健民为首的济南共产党
人，也对山东的革命形势非常担心，迫切希望在
这时期，有人能够站出来，建立一个领导全省党
的工作的机构，扛起山东革命的大旗。

1935年11月，正值初冬，赵健民冒着凛冽的
寒风，骑着自行车从济南来到莱芜县鹁鸽楼村，
在刘仲莹家住了近20天，主要是讨论成立中共山
东省工作委员会的问题。赵健民与刘仲莹、黄仲
华一起分析了当时山东革命的形势。赵健民说：

“在全省党的工作失去统一领导的情况下，我们
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领导机构，把各地党的力量
集中起来，开展革命斗争。”叫什么名字呢？这时，
刘仲莹提议：“当前与中央失去联系，没法建立省
委，可以先成立‘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代行
省委职责。”建在哪里合适呢？赵健民提议就在鹁
鸽楼村建立，一是莱芜党组织比较健全，党员人
数多，群众基础好；二是济南敌人力量比较强大，
省委在济南屡遭破坏，在这里可以避开敌人，有
利于工作的开展。谁担任省工委书记呢？大家认
为：刘仲莹革命斗争经验丰富，为了革命事业牺牲
了一切，信仰坚定，意志坚强，是最合适的人选。

那时候谁担任书记，就意味着谁被杀头的风
险最大。刘仲莹没有推辞，毅然决然地担起了这
份责任！

刘仲莹肩负书记重任，为恢复被破坏的山东
党组织，为建立统一的省委领导，为寻找北方局
和中央而耗费了大量的心血。

1998年，86岁的赵健民（曾任云南省委书记、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再次来到了鹁鸽楼
村，他动情地说：“50多年前，以刘仲莹同志为代
表的莱芜党组织在上级党组织遭到破坏、极度危
险的状态下，不仅冒死恢复发展党的组织，还变
卖家产，九死一生外出寻找上级党组织，这种壮
举，真称得上是高风亮节、舍命担当！”

上海找党，
在工厂干苦力、码头背麻袋
1936年4月，刘仲莹怀着对家人的无限愧疚

之情，再次踏上了外出找党的漫漫征程。
他先是到了济南，后来又辗转到了上海。

一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冒着反动军警层层盘
查的危险，苦苦地寻觅着党组织的线索。钱花
完了，他就到工厂干苦力、在码头背麻袋，从
小没干过重活的他，背上磨破了皮，手上磨起
泡，一个清秀的书生，被折磨成了弓腰驼背的
劳工模样。就这样，他白天下苦力维持生计，
晚上拖着疲惫的身躯寻师问友，走车间、进小
巷，几乎走遍了上海的角角落落，却始终没有
寻觅到上级党组织的踪迹。

饱受颠沛流离、风餐露宿之苦的刘仲莹寻找
党组织无望，无奈之下只好返回济南，不幸又被
国民党特务盯上，在济南省立图书馆被捕入狱，
在历经了20多天炼狱般的折磨后，被营救出狱。

1936年4月，赵健民和北方局的黎玉取得了
联系，黎玉向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刘少奇、彭真
汇报了山东的情况，刘少奇充分肯定了山东省
工委的工作。

1936年5月1日，山东省委重新建立，黎玉任
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长，林浩任宣传部长。

同年秋，省委考虑到刘仲莹在莱芜处境危
险，决定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派他到鲁西北特委
工作。1937年11月，根据山东省委的决定，鲁西、
鲁西北特委合并为鲁西北特委，刘仲莹任特委书
记，领导莘、朝、观、范、濮等23个县的党的工作。

刘仲莹在特委工作期间，肝病逐渐加重，
但仍然带病坚持工作。一次，刘仲莹回到鹁鸽
楼村老家，已经开始吐血，饮食也难进口。大
家见了都很难过，纷纷劝他休息治疗，但他
说：“只要有一口气，就要为党工作。”住了
不几天，又返回了鲁西北。

1938年2月，刘仲莹病危，组织上派专人把
他送到济南，给他改名换姓送进了齐鲁医院，
但终因病情过重已无法挽救，于1938年农历二
月二十七日逝世，年仅27岁。

山东省工委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它恢
复了全省党的工作的统一领导，并且从此以
后，再也没有间断过，在中共山东革命史上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 红色记忆·不忘初心

县委书记刘仲莹坚定地说：“失去与上级党组织联系，我们就找不到前进的方向……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我我们可以牺牲一切，

甚至生命。没有钱，就先把我的房子和地卖了吧。”刘仲莹毅然决然把他家在口镇的钱庄、店铺和地全卖了。

刘仲莹：千里寻党，九死一生

□ 本报记者 卢 昱

在民间传说中，八仙过海是人们最熟悉的故
事之一。

在文人笔记中，明末著名学者胡应麟在《少
室山房笔丛》中，对八仙的考证作了最早的全面
记载，其要点：“今世绘八仙为图，不知起自何代，
盖由杜陵有《饮中八仙歌》，世俗不解何物语，遂
以道家者流当之，要之起自元代。王重阳教盛行，
以钟离为正阳，洞宾为纯阳，何仙姑为纯阳弟子，
夤缘附会，以成此目。考其出处，亦各有所本……
词又有跛者李孔目，盖即跛足拄杖者，尤荒唐，然
必合此乃得八人之数。考诸传记，惟《神仙通鉴》
有刘跛子，而非李姓，与词语殊不相，未审元人何
据，大都委巷之谈耳。”

在胡应麟的考究中，元代时人们认为铁拐李
的原型是刘跛子，但刘跛子不姓李，怎么会将两
者弄混呢？其实，传说中的铁拐李，还真有诸多特
征与刘跛子相似。在宋代成书的《冷斋夜话》中
载：北宋徽宗时有个刘跛子，本名刘山老，字野
夫，青州人，自号潇湘子，学老子，精道术，通诗
文。他大腹便便，腿脚行动不太方便，时常拄一拐
杖，四处漫游。他一生不求仕进，性情戏谑，惟诗
酒为乐，且精通道术，在当时颇有名望。

北宋时，洛阳牡丹在唐代的基础上，“变异千

种”，花色前所未有地丰富。当时赏花也近于痴
狂。花开时，人们搭台唱戏、酒舞欢歌、头簪牡丹，
四处赏游，开启了后来历代牡丹花会之始的“万
花会”。

身在青州的刘野夫，也是爱花之人。他每年
都要拄着拐杖，从青州长途跋涉去洛阳城看牡
丹。到了洛阳，经常借住在花馆范家园。因为他为
人戏谑有趣味，范家的子弟也喜欢调笑他。范家
老大见到他就会给他二十四文钱，让他去买酒
吃；范家小弟没他哥那么爽快，给十文，让刘跛子
去买碗粥喝。

为此，刘野夫不以为意，还做了一首诗答谢
兄弟二人：“大范见时二十四，小范见时吃碗羹。
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过一生。”

除了在洛阳赏花，刘野夫还在京城汴梁的张
婆店住了三十年，常常坐在相国寺的东廊中。有
一次名臣张商英，从被贬之地调回京城，再次出
任宰相。张商英曾遭受蔡京打击，任地方官多年，
这次复任要职，春风得意，进城时招摇显耀，引得
众多市民围观。

当时，刘野夫正跟几个好朋友在路边的小酒
馆喝酒。他朋友一听说张商英的车要路过小酒
馆，赶紧起来看热闹。他却呵呵大笑，拽着朋友的
衣服，让他坐下来，继续喝酒，并作诗一首：“迁客
湖湘召赴京，轮蹄迎迓一何荣。争如与子市桥饮，

且免人间宠辱惊。”
宠辱不惊的刘野夫，广交朋友，太学士陈莹

中便是其中之一。两人惺惺相惜，陈莹中赠诗一
首给刘野夫：“槁木形骸，浮云身世，一年两到京
华。又还乘兴，闲看洛阳花。说甚姚黄魏紫，春归
后，终委泥沙。忘言处，花开花谢，都不似我生
涯。”

僧人惠洪在《冷斋夜话》中，第一个记载了好
友刘野夫的传奇。惠洪也是奇人，他俗姓喻，自号

“寂音尊者”，精通佛学，擅长诗文。自幼家贫，14
岁父母双亡，青年时剃度为僧，曾经两度入狱，并
被发配海南岛，终年59岁。在政和元年（公元1111
年）初，二人相会开封兴国寺，惠洪曾写诗给刘野
夫道：“相逢一拐大梁闲，妙语时时见一斑。我欲
从公蓬岛去，烂云堆里见青山。”

逍遥自在的刘野夫，对仕途毫无眷恋，他的
行迹遍布大江南北。有一次，他逗留南京，很长时
间没有回到汴梁。他的朋友渊材多次写信催促他
快回，刘野夫写了一首词，回答说：跛子一生别无
路，展手叫化，三饥两饱。回视云汉，聊以自诳。元
神新来，被刘法师、徐神翁形迹得不成模样。深欲
上京相觑，又恐撞着文人泥陀佛，蓦地被干拳湿
踢，着甚来由？

这首词算是刘野夫的自白，文人泥陀佛是不
入他法眼的。他还曾自作长短句说：跛子年年，形

容何似，俨然一部髭须。世间许大，拐上做工夫。
选甚南州北县，逢著处、酒满葫芦，醺醺醉，不知
明日，何处度朝晡。洛阳、花看了，归来帝里，一事
全无。又还与瓠羹，再作门徒。蓦地思量下水，浪
网上，芦席横铺。呵呵笑，睢阳门外，有个大南湖。

关于刘野夫的传说颇有神奇之处——— 知人
祸福。当时龚端曾在河朔做官，罢官后携带家眷
居京师。这年元宵节，刘跛子致信约他面谈，并请
家人全部出去观灯。龚端敬重刘野夫，清净身心，
恭敬地在家坐等他的到来。三更时，家人观灯未
归，刘跛子也未到。不久邻舍发生火灾，将要烧到
自己家门。龚端深陷困境，急忙抱着朝廷封官授
爵的文书，冒着烈焰而出。不一会儿，附近数百间
房舍被烧成一片废墟。第二天，刘野夫前来问候，
并祝贺说：“朝廷的诰命文书保全了吧？家人都安
然无恙吧？”龚端深感诧异。

特异功能往往是神话源头之一。话说又是一
年，刘野夫到洛阳看花，一天他告诉身边的人说：

“我某日会死。”到了日子，果然应验，时年145岁。
刘野夫的朋友们，便将他葬在长寿宫南，并托洛
阳才子朱敦复为他写了墓志铭曰：“跛子刘姓河
东乡，山老其名野夫字。丰髯大腹右扶拐，不知年
寿及平生。王侯士庶有敬问，怒骂掣走或僵死。洛
阳十年为花至，政和辛卯以酒终。南宫道旁冢三
尺，无孔铁锤今已矣。”

刘野夫有一追随了他四十年的仆人，原名尚
志。刘野夫却常以畜生呼之。刘去世后，旁人总认
为尚志得到了大宗遗产，便纷纷前来追问。尚志
说：“哪有啥遗产，就是喊了我四十年畜生。这称
呼你们谁要，我送给你们。”对此，朱敦复作一词
曰：“尚志服事跛神仙，辛勤了万千般。一朝身死
入黄泉，至诚地哭皇天。旁人苦苦叩玄言，不免得
告诸贤。禁法偈儿不曾传，吃畜生四十年。”

刘野夫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清代著名诗
人、学者王士祯，在某年的重阳前后，看《冷斋夜
话》中的刘跛子事，戏为绝句。其一是：“不从勾漏
觅丹砂，不借飙轮转法华。只爱青州刘跛子，一年
一看洛阳花。”其二是：“蜂蝶萧疏春日斜，洛阳花
事委泥沙。野人久狎东篱菊，不爱铺堂富贵花。”

■ 奇人轶事

刘野夫写了一首词说：跛子一生别无路，展手叫化，三饥两饱。回视云汉，聊以自诳。他每年都要拄着拐杖，从青州长长途跋涉去洛阳看牡丹。

刘野夫：“一年一看洛阳花”

山东省工委旧址刘仲莹

元代颜辉所画《铁拐李仙人图》


	1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