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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高文浩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张郁光，原名张舒义，1904年出生于济南
按察司街一个普通家庭。少年时，张郁光入济
南制锦市小学，从学于山东最早的共产党员之
一鲁佛民。因聪慧勤奋，张郁光备受器重，接
受了进步的启蒙教育。

少年有志投笔从戎
1919年，15岁的张郁光考入济南山东省立

第一中学（今济南一中）。时值五四运动，济
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是山东进步学生运动的重
要阵地，少年有志的张郁光在这里积极参加了
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被推为校
学生会领导人之一。

1923年，张郁光中学毕业，次年考入北京
师范大学数学系。在校期间除孜孜钻求学业
外，还积极参加革命斗争。

1924年1月，李大钊作为大会主席团五位
成员之一，出席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之一，为实现国共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当选
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此后，李大钊直接
担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在他领
导下，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蓬勃勃地
开展起来。

1924年11月，北京开展声势浩大的斗争，
支持孙中山北上、反对北洋军阀政府。1925
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李大钊与赵世炎等人在
北京组织5万余人的示威，有力地支持了上海
人民的反帝斗争。1926年3月，李大钊在极端
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积极领导并亲自参加了
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三·一八”
运动，号召人们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
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进
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李大钊的革命活
动，遭到北洋军阀的仇视，他们下令通缉李大
钊。张郁光也因在“三·一八”运动中率领同
学们冲击段祺瑞执政府，被反动军警包围，侥
幸得以逃脱。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因李大钊身兼国民
党北京执行部负责人之职，北京成为国共合作
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地区，国民党党员人数迅猛
增加，张郁光亦在斗争中加入国民党。

不久，大革命狂飙骤起，志在救国救民的
张郁光大学未毕业，就毅然投笔从戎，于1927
年南下广州，加入北伐军。次年随军返回山
东。后因鄙视国民党党政军界的黑暗和国民党
山东省党部书记长张苇村的横霸龌龊，愤然退
出国民党党部转入教育界，先后任北平山东中
学、畿辅中学教员和泰安山东省立三中校长。
同年10月，任山东省教育厅督学。

“子见南子”案风波
1929年，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以

下简称曲阜二师）在中共地下党影响下，爆发
了震动中外的反帝反封建的“子见南子”案。
6月，曲阜二师进步师生上演独幕历史剧《子
见南子》。孔府的封建势力在民国时代仍然享
受着封建特权。他们以该剧侮辱了先祖孔子的
罪名，越级上告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又通过孔
祥熙将控告书转呈蒋介石，致蒋亲令“严
究”。教育部除训令山东省教育厅“核办”
外，并专派参事朱葆勤会同山东省教育厅长何
思源亲赴曲阜查办。

时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
教育部长蒋梦麟，均同情、支持曲阜二师学

生，认为“不应小题大作”。何思源对蒋介石
的命令也名顺暗抗，久拖不办。几天后，孔祥
熙、张继又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对何思源提
出弹劾。在此形势下，何思源只得委派张郁光
以他的名义陪同朱葆勤赴曲阜调查。朱葆勤、
张郁光原本都是进步人士，又受教育部、教育
厅的影响，到曲阜后，只到学校调查，不去孔
府。调查结果认为，学校被控三点，查无实
据，学生并无侮辱孔子言行。据此调查，教
育部发出训令：对曲阜二师校长宋还吾及学
生“免予置议”。对此，以孔府为代表的地
方封建势力不服，再具呈上告，并连同朱葆
勤、张郁光一并告发。

曲阜二师坚决与孔府封建势力进行斗
争，得到了全县广大群众和全省、全国大部
分舆论机关以及各界进步人士的支持，甚至
国民党政府机关、党部、社会团体中的正义
人士也对曲阜二师师生表示同情和支持。据
说，当张郁光把调查情况和案情提供给鲁迅
先生后，鲁迅先生即发表了《关于<子见南子
>案》一文，代表了全国进步舆论界的观点。
虽然有全国人民的强大声援，但“子见南
子”案的结局还是如鲁迅先生所说：校长
“撤差”，学生开除，依然是“强宗大姓的
胜利”。

让曲阜二师再次生机勃发
1930年，何思源擢升张郁光为省教育厅

督学主任，补曲阜二师校长之缺。2月，年仅
26岁的张郁光抵达古城曲阜，就任曲阜二师
校长，并兼任山东省检定小学教员委员会委
员、第七区主试委员等职。

早在大革命时期，曲阜二师就因“红二
师”闻名遐迩。进步校长范明枢在曲阜二师
八年间，参加蔡元培组织的中华教育改革
会，任委员，主张“兼容并全”，要求学生
德、智、体全面发展。他常以“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励和教育
学生，并带领师生参加建校劳动，亲自监理学
生生活。他积极推行陶行知倡导的平民教育，
吸收工农群众和劳动妇女入学，创办了曲阜历
史上第一所平民夜校。他还支持学生集资办
“黎明书社”，阅读进步书刊。1926年，中共

二师支部成立，成为曲阜及济宁地区最早的共
产党组织。此时，校内共产党的活动十分活
跃，进步力量强大。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
组织被破坏，革命斗争进入低潮。1 9 2 9年9
月，进步校长宋还吾又因“子见南子”案被调
离，一批进步学生被开除，校内进步力量遭到
摧残。

张郁光的到来使沉寂中的曲阜二师再次生
机勃发。此前，张郁光在山东教育界已初具声
望。他敏锐深邃，办学有方，治校不久就成绩
卓著。他大力改革教学内容，添置大批教学设
备，亲自设计并监制建造了寓意“劳工神圣”
的“工”字形教学大楼（师生称为“工字楼”
至今）。更重要的是，他大力聘请进步教师，
支持学生开展进步活动。

张郁光进校不久，就赶上国民党曲阜县党
部要逮捕进步教师楚图南。张郁光知道楚图南
是共产党员，马上掩护并资助他离校。这一时
期，还有一些进步教师相继离去。这样，张郁
光治校的首要工作就是整顿和组织一支他认为
理想的教师队伍。他南聘北请，广为延揽，很
快就组建起一支以共产党员和左翼教师为核
心、进步且有真才实学的教师队伍，其中有陆
建平、任白戈、许宝梯、刘砻潮、尚莫宗、刘
盼遂、郑韵涛、潘应人、赵春珊、傅烈等，深
受学生爱戴。

在周围一片白色恐怖中，曲阜二师却是另
一派天地。社会学教师大讲唯物辩证法，国文
教师讲普罗文学，历史教师宣传历史唯物论
等。美术教师尚莫宗更是以木刻刀为武器，刻
画无产者的悲惨遭遇，被誉为“无产阶级的木
刻家”。而扩充后的图书馆也大量购进进步书
籍，甚至从巴黎邮购《资本论》。学生们手不
离《国家与革命》《语丝》，口不离鲁迅、郭
沫若、胡也频、巴金，共产党的文件、刊物等
也在师生间传阅。据校友回忆，那时谁不购买
几本马列主义或其他进步书刊，就会被大家讥
讽为“老古董”“圣人蛋”。当时，上海某书
社曾有一调查，该社所出进步刊物，订阅者按
学校统计后显示，全国以曲阜二师的学生为最
多。后来，甚至中共中央印刷处也直接给学校
寄文件。校外人士称曲阜二师师生是“满口唯
物论，两眼世界观”。爱国、民主、进步成为
学校里的时尚。

大力协助抗日被通缉
1931年6月下旬，中共山东省委改组。鉴于

曲阜二师党组织活动困难且与省委失去联系，
省委在改组的当日即派人到曲阜开展工作，重
建曲阜二师党组织。曲阜二师学生程照轩被发
展为共产党员，征得张郁光同意，程照轩回校
建立了党支部，任支部书记。很快，学生党员
发展到十余人，教师中也有党员七八人，由任
白戈负责。从此，师生的进步活动又置于党的
领导之下，使曲阜二师成为九一八事变前山东
学生新启蒙运动的发源地，在全省大中学校
中，曲阜二师的进步思想最为突出。

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亡迫在眉
睫。张郁光大力支持师生要求，积极协助党组
织，建立抗日团体，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
活动。游行示威，抵制日货，上街演讲，下乡
宣传，联络曲阜社会各界召开群众大会，联合
兖州、济宁、临沂、曲阜等地学校成立“鲁南
抗日救援会”，通电全国各救亡团体，呼吁民
众团结抗日，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12月
中旬，曲阜二师学生会又联合鲁南七校，组成
一个两千人的南下请愿团，在兖州卧轨截车，
赴南京国民政府请愿抗日。曲阜二师的斗争，
震动鲁南，成为山东共产党活动的重要阵地，
被誉为“小莫斯科”。

曲阜二师高涨的革命气氛，逐步为反动势
力所瞩目和忌恨。曲阜、泗水、兖州等数县国
民党县党部联合，向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控告张
郁光窝藏、袒护共产党，声称曲阜二师“赤
化”了等等，并将攻击传单四处撒贴。国民党
准备对曲阜二师进行搜捕。寒假前，张郁光从
济南其内兄李澄之处获知消息：省政府主席韩
复榘要搜捕曲阜二师共产党员。他马上撤离骨
干，送走任白戈等教师，转移程照轩等几个重
要党员，连夜焚烧部分“违禁”书刊，使敌人
扑空。但省政府旋即宣布对张郁光撤职查办，
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也迭次传讯。张郁
光被迫离校躲藏，拒不到案。

反动当局的行径使曲阜二师全体师生极其
愤慨，纷纷要求挽留张郁光校长。党支部组织
了350人的“挽留张校长赴省请愿团”，提出
“不把张校长挽留回来，不回学校”。然后在
姚村火车站卧轨截车赴济，向省政府提出挽留
张郁光、南下请愿抗日等要求。不料，在省府
大门前得到的却是对张郁光通缉的消息。一个
学生飞跑至东关张郁光家报信，恰好张郁光在
家，匆匆赶往黄台火车站，经青岛逃亡日本。
请愿学生被韩复榘用铁甲列车遣返曲阜。1932
年5月，省政府下令通缉张郁光。

赤膊巷战英勇殉国
在日本，张郁光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研

究部，潜心研究教育科学。1934年毕业回国，
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育系讲师。此时，
他与进步教授许德珩、张友渔等过从甚密，热
心于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
后，张郁光参加中共北平市委领导的北平教师
救国联合会，并被选为执委。不久，在中共中
央北方局文委领导下，杨秀峰、张友渔和张郁
光又联合李达、许德珩、曹靖华、刘清扬、施
存统、徐冰、张申府、齐燕铭、吴承仕、黄松
岭、尚仲衣、程希孟、孙席珍、田佩之、陈伯
达、许德瑗、张致祥等发起新启蒙运动，提出
批判法西斯主义，宣传辩证唯物主义。

1937年春，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
召集平津各地救亡团体党团负责人开会，成立
华北救国联合会，张郁光被选为执委。七七事

变后，张郁光以华北救国联合会代表身份，利
用他在山东教育界的影响，赴济南推动山东教
育界起来抗战。

1938年1月，张郁光与大批党员干部被派往
聊城，协助、推动国民党爱国将领范筑先抗
战，帮助其政治进步，加强对范部的领导。张
郁光先后被委任为范部少将总参议、山东第六
专区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鲁西北政治干
部学校副校长（范筑先兼校长）。3月，张郁光
代表范筑先赴徐州、武汉，与李宗仁将军及国
民政府商谈抗战事宜，请求国民政府接济。同
时，奉中共鲁西北特委委派，到武汉八路军办
事处向周恩来副主席报告、请示工作。在武
汉，张郁光见到了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叶剑
英、王梓木等同志，接受了对鲁西北抗战的指
示，并向中外新闻界宣传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斗
争情况。5月，张郁光返回山东，向鲁西北特委
和范部传达了上述指示，有力地推动了鲁西北
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在济南时，张郁光曾向中共中央军委华北
联络局指定与他联系的梁寒冰同志提出入党要
求。梁寒冰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请示，周
恩来指示：张郁光为党作了许多工作，经过长
期考验，证明是个优秀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遂将张郁光的关系移交中共山东省委，决定由
山东省委吸收其为中共党员。1938年6月，张郁
光同志光荣入党。

当年9月，张郁光陪同范筑先将军出席中共
中央北方局在河北南宫召开的冀、鲁两省联席会
议，会见了朱瑞、陈菁玉、徐向前、杨秀峰、宋任穷
等同志，给予范筑先极大教育，使范筑先对抗战
充满了胜利信心。范筑先说：“我们政治有郁光，
军事有（袁）仲贤，写文章有（齐）燕铭，这就是我
们的‘三杰’，何愁打不败日本！”根据地广大民众
也到处传唱民谣：“范筑先，范筑先，长胡子，飘胸
前，日本鬼，大汉奸，日日夜夜心胆寒！”“张郁光，
没有枪，良心抗战好主张。”

1938年11月12日，日寇114师团勾结汉奸进
攻聊城，张郁光协助范筑先率部英勇抗敌。张
郁光本已率部突围出城，后发现范筑先还在城
内，又毫不犹豫地返回城内继续战斗。张郁光
与范筑先指挥部队血战一昼夜，终因寡不敌
众，逐渐失利。15日，城破，范筑先与700名守
城健儿全部英勇殉国。张郁光等7人赤膊与敌巷
战，坚持到最后，被日寇残杀于状元街一老百
姓家，年仅34岁。同时殉国的还有范筑先的秘
书、政治部副主任共产党员姚第鸿。

范筑先、张郁光、姚第鸿牺牲后，受到全
国人民的痛悼，被誉为“华北抗日三烈士”，
其殉国之日被定为“华北抗战纪念日”。中共
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
报《新华日报》和全国进步报刊纷纷发表社
论、专刊，寄托哀思。延安军民还举行了隆重
的追悼大会。

聊城解放后，党和政府在聊城设立“张郁
光纪念堂”，并将张郁光牺牲的状元街命名为
郁光街。在那个崇尚英雄的年代里，这里的居
民都因为生活在以烈士命名的街道里而感到自
豪。

■ 红色记忆·不忘初心

根据地民众传唱民谣：“张郁光，没有枪，良心抗战好主张。”1938年11月15日，聊城被攻破，

他和战友小巷赤膊战敌，坚持到最后，被日寇残杀于状元街一老百姓家。

张郁光：与日寇赤膊巷战的教育家

□ 高文浩 陈巨慧

1926年，曲阜二师建立了第一个中共党支
部。1928年后，党组织屡遭破坏，活动极其秘
密而艰难。1930年，26岁的张郁光出任二师校
长。由于他倾向共产党，大力扶植进步力量，
尽力保护共产党员，使校内重现大革命时期浓
厚的进步气氛，十分有利于共产党的活动和发
展，因而很快引起了中共山东省委的关注。

1931年6月下旬，中共山东省委改组，省委
于改组的当日即派人到曲阜二师开展工作，重
建党组织。

1931年夏，中共泰安特支负责人、济南省
立高中学生鲁宝瑛，函约二师学生程照轩和裴
康增到泰安，在泰安第二完小发展他们为共产
党员。同时还发展泰安第二完小教师、二师毕
业生曹德众入党。三人组成了新的中共二师支
部，程照轩为负责人。程照轩和裴康增回到学
校后，征得校长张郁光同意，介绍曹德众到曲
阜二师任图书管理员。他们积极在学生中发展
共产党员。据11月份中共泰安特支向省委的报
告，曲阜已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共29人。

此时，曲阜地方上尚无共产党员，曲阜二
师的共产党员多为学生。为了更有力地领导革
命斗争，以中共二师支部为基础，建立了中共

曲阜特支，负责人仍为程照轩。曲阜特支的党
员数量占全省党员总数的十五分之一，占鲁
南、鲁西南党员总数的近二分之一。

中共曲阜特支建立后，积极贯彻中共山东
省委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将曲阜二师十分之
七八的同学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开展抗日救
亡活动，并联络四周数县工农群众，形成进步
力量的强大声势，极大地打击和震动了国民党
反动派。1931年冬，曲阜、泗水、兖州等数县
国民党县党部联合，向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控告
张郁光校长及曲阜二师。张郁光被迫逃往日本
后，国民党山东省当局更是下决心镇压曲阜二
师共产党的活动，妄图破获其组织。为达此目
的，1932年2月，任命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
复兴社分子杨书田为二师校长。

杨书田到曲阜后先不入校，而是居于校
外，匿名暗访，了解曲阜二师学生与什么人往
来，平时读什么书等等，刺探师生动态。入校
后，他表面上维持学校现状，实则暗中让他带
来的训育主任孟心平、训育员毛务斋、军事教
官王鲁天等，把一批特务冒充学生插入各班，
监视进步学生的活动，还在学生宿舍钉上床头
牌，写上姓名，早点名，晚查号，以便于控制
和日后进行大逮捕。

在这虚假的“平静”下，学校进步活动仍

很活跃，共产党的组织也继续发展。开学不
久，中共曲阜特支在曲阜明德中学和聊城省立
三师新建两个支部。

鉴于杨书田到校后形成的复杂斗争形势，中
共曲阜特支重新部署了工作，提出应提高警惕，
分散隐蔽活动，谨防敌人破坏。趁杨书田对环境
陌生，积极发展党团员。不久，党员增至30人。中
国左翼作家联盟曲阜二师支部亦告成立。

此时，根据省委指示，曲阜特支在曲阜、
邹县的农民和兖州的铁路工人中也开展了工农
运动，甚至影响远及临沂。省委在工作总结和
向党中央的报告中多次予以表扬：“曲阜特支
的工作在最近两月以来正蓬蓬勃勃地发展。”
鉴于此，省委决定：“将曲阜特支的工作定为
全省党的工作和工农运动的中心地之一，直接
布置其工作，并纳入省委的工作计划。”

在这一段时间内，反动派对曲阜二师革命
活动的高涨似乎没有什么反应，但后来的事实
证明，这是国民党反动当局欲擒故纵的阴谋。
很快，杨书田就掌握了共产党的活动和组织状
况，为进行大逮捕作好了准备。

这时，济南、青岛等地反日爱国学生运动
已进入高潮。这股全省性的学潮引起了反动当
局的重视，经过精心预谋，分三批进行了镇
压。

1932年3月20日夜，国民党反动派首先在济
南各校进行了大逮捕，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师
生80余人。第二批镇压的对象就是曲阜二师的
共产党人和进步师生。5月20日子夜11时，多数
师生已入睡，只有少数学生还滞留在自修室。
忽然，一阵阵急促的奔跑声和喊叫声震醒了静
寂的校园。随之，学生寝室及部分教师的宿舍
门被猛烈踢开，“不许动”的狂吼相继响起，
一道道手电的寒光后面是一张张狰狞的嘴脸。
士兵们几个一组，手持大刀，把着门，乌黑的
枪口指着学生们。毛务斋等训育员带领一个一
个穿黑衣的特务，按着黑名单，对照床头牌，
逐屋逐床搜查。凡被捕者皆被捆押至校长室，
轮番审讯。这样整整折腾了一夜，共逮捕共产
党员、进步师生24人。其中，有教师刘弄潮、
肖寄语等6人，学生程照轩、李观亭等18人。

清晨，反动派把被捕师生一个个五花大
绑，又用绳子连成一串，押赴姚村火车站，关
进事先等候在那里的铁甲车转押济南。临行
时，校外布满反动军警，广大师生只得登墙挥
手相送。刘弄潮激励被捕师生：“走在街上要
雄赳赳气昂昂的，不要低头！”大家昂首凛
然，出校门，履大街，在广大老百姓同情、敬
佩的目光注视下，英勇告别了曲阜古城。

在赴姚村途中，他们慷慨激昂地集体作诗

一首：
“伟大的一九三二，难忘的五月廿一。苍茫的

曲阜古道，排印着多少罹难者的足迹！”
之后，敌人又在校外捕人。据当时国民党山

东省政府的资料证实，在这次对二师的大逮捕
中，共抓捕师生50余人，列在黑名单上的人很少
有幸免者。

接着，反动派又在青州省立十中、潍县中学、
泰安省立三中、济宁省立七中搞了第三次大逮
捕，被捕师生亦押济南。

对曲阜二师的大逮捕，让反动派得意忘形。
敌人对被捕师生施以种种酷刑，如鞭抽、压杠子、
火钳烙等，但绝大多数师生咬紧牙关，威武不屈。
程照轩被铁钳烙得遍体鳞伤，17岁的管戈被车轮
式的审讯和拷打摧残得皮开肉绽，他们都没有吐
露一个字。连同狱的刑事犯及刑讯的老政警都受
到感动，对他们十分钦佩和同情。

教师们被单独关押，以防赤化学生。他们
也历尽折磨，16斤重的铁脚镣戴了一年半。

这三次全省范围的大逮捕，入狱者大都是
主张抗日救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的
被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情乃至愤
慨。迫于压力，韩复榘不得不有所顾虑，解散
了军法会审委员会和特别侦谍队，将被捕师生
转交军事法庭审判。在囹圄中，大部分师生坚
持了斗争，共产党员还在狱中建立了秘密临时
党支部。在党组织和各方面力量营救下，这些
被捕师生大都在1936年和1937年出狱。其中，程
照轩、夏天庚等人出狱后参与了徂徕山起义，
投入了武装抗日救国的洪流。

曲阜大逮捕第二天，未被捕的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和进步师生百余人被迫离校。这次大
逮捕使中共曲阜特支遭到彻底破坏，仅存的个
别党员活动极其困难，二师进步学生运动转入
低潮。直到1936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这
里共产党的活动才再现生机。至1937年秋，党
领导的学生运动又掀起新的高潮。

·相关链接·

1932年5月20日子夜11时，一阵阵急促的奔跑声和喊叫声震醒了静寂的校园。随之，学生寝室及部分教师的宿舍门被猛烈踢开，

“不许动”的狂吼相继响起，一道道手电的寒光后面是一张张狰狞的嘴脸。

曲阜大逮捕的前前后后

张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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