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被捕捕入入狱狱 钢钢铁铁意意志志

1936 年秋，为开展城市工作，胶东临时特
委秘密迁至烟台市。 10 月，经北方局批准，胶
东临时特委与烟台市工委合并，成立以理琪为
书记的胶东临时工委。 由此，与山东省委一度
失去联系的胶东党组织接受北方局领导。

不幸的是 ，由于叛徒出卖 ，12 月底 ，理琪
在烟台裕盛胡同被捕。 敌人对他施以酷刑折
磨， 将他的两个拇指用细皮条拴住吊在梁上，
一边拷打一边审讯。 敌人又用死来威胁他，理

琪始终严守秘密。敌人在审讯书上写的结语说
他：“毫无后悔之心，坚信共产主义，拟请严重
处分。 ”几天后理琪被解往济南监狱。

“铁躯铁棂披铁索，铁棂铁索奈我何？铁骨
铮铮铁索断，铁鹰展翅铁窗破。 铁人铁肩负道
义，铁臂挥刀斩恶魔。铁流汇成铁长城，铁血装
点锦山河。 ”狱中，面对残暴的敌人，理琪写就
《铁诗》，表明永不屈服的坚定意志。 钢铁般的
诗句，迸发出永不消逝的革命火花。

七七事变后，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呼声一浪
高过一浪。 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需要，11 月，
理琪被保释出狱。获释后，他找到山东省委，接
受新的任务。

天天福福起起义义 创创建建““三三军军””

天福山位于文登东部，与昆嵛山脉遥相呼
应。 尽管天福山海拔只有 100 多米，但它却彪
炳史册，在胶东民众心中拥有崇高的地位。

1937 年 12 月 15 日，刚刚出狱的理琪按照
省委指示，重返沟于家村召开会议。 会议决定
在胶东临时工委基础上重建胶东特委，理琪任
书记。 同时决定 12 月 24 日在沟于家村南不到
两公里的天福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成立山东
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

1937 年 12 月 24 日黎明前夕， 寒星闪烁，
大地沉寂。理琪等人迈着矫健的步伐登上天福
山，来到玉皇庙房间内，点燃油灯，召开起义前
最后一次会议。大家周密地研究天亮后的具体
行动计划、日程安排。

9 时许 ，起义队伍和群众齐集山上 ，起义
仪式在玉皇庙前举行。庙前的旗杆上，写有“山
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字样的红色大旗迎
风飘扬。

欢呼声中，理琪登上高处，代表胶东特委
讲话。他讲了当前的形势，指出了面临的任务，
传达山东省委指示，接着庄严宣告：“山东人民
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 ”山上山下的人
们齐声欢呼。 “团结起来，武装抗日”的吼声响
彻天福山。

天福山起义的当天下午，起义队伍开到沟
于家村。随后，召开了军政会议，理琪讲解了游
击战术“十六字诀”，明确了战场纪律：活不扔
枪，死不扔尸。还强调了出操、跑步、站岗、放哨
等日常纪律。 军政会议后，又召开了小型政工

会议， 理琪分析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
用，强调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提出了“两前
两后”的要求，即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吃苦在
前，享受在后。 还讲了群众纪律等问题。

胶东特委在理琪的领导下，成功举行天福
山起义，创建胶东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 天福
山起义也是我党领导的山东人民较早、影响较
大的一次抗日武装起义。

天福山起义纪念馆深藏在天福山森林公
园中心。 纪念馆内，一件件文物、一幅幅照片，
生动讲述了胶东人民在理琪领导下举行天福
山起义、创建胶东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山
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开启红色胶东时代
的历程。

“为纪念天福山起义，胶东人民于 1972 年
在此建设纪念塔，塔高 12.24 米，象征起义爆发
于 1937 年 12 月 24 日。 ”纪念馆讲解员说，汉
白玉和青石构筑而成的塔身上面，镌刻的是郭
沫若手书“天福山起义纪念塔”。

在天福山起义部队使用的党旗前，讲解员
精彩地讲解了天福山起义过程，带领记者参观
天福山起义会址、胶东特委临时会址、天福山
起义纪念塔等处，感受天福山起义的壮怀激烈。

正是天福山起义，使胶东第一次有了党独
立领导的抗日武装和人民民主政权，胶东革命
迅速形成燎原之势。 此后，以天福山起义部队
为根脉，部队不断发展壮大，走出原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 27 军、31 军、32 军、41 军 4 支英雄部
队，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不朽功勋。

“天福山，我们从这里走来……”不仅仅是
镌刻在胶东劲旅军史馆中，而是融进广大指战
员的血液里、生命中。

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
长的迟浩田说：“胶东半岛第一面红旗就是天
福山起来的。 我们这一茬人，都是在天福山精
神感召下， 在这个红旗飘飘的时代接受的教
育，永不能忘了这个光荣历史，不能忘了胶东
这个革命的摇篮……”他高度评价了理琪领导
的天福山起义，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天福山起义后，理琪又赴烟台策动威海武
装起义， 不仅拿到包括 80 多支崭新的汉阳造
枪支及军衣、军毯等大宗物资，还争取部分人
员参加抗日队伍。 后来起义部队重组领导机
构，成立胶东军政委员会和山东人民抗日救国
军第三军司令部，理琪任胶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兼第三军司令员。

战战雷雷神神庙庙 壮壮烈烈殉殉国国

雷神庙位于烟台牟平城南二三里处，面积
不大，一场战斗使它声名远播。

雷神庙战斗到底多惨烈？为什么令人刻骨
铭心？ 只有到了现场，才能真切感受到硝烟弥
漫的惨烈时刻。

从牟平杨子荣广场南行二里多地就是雷
神庙。跨进高高的门槛，走入朱红色的大门，雷
神庙四合大院呈现在记者眼前。院内多棵高大
的松柏高耸挺立、庄重肃穆。

走过布满弹孔的照壁， 大殿最显眼位置是
一幅血雨腥风的战斗场面油画：理琪一手捂住中
弹的腹部，一手高举手枪向日寇射击。理琪身旁，
战士们目光如炬，勇敢地和他并肩作战，双手紧
扣步枪的扳机。 雷神庙，陷入枪林弹雨之中。

听说记者来自理琪家乡，在雷神庙战斗遗
址工作 20 余年的讲解员李霞热情地讲解了雷
神庙战斗经过。 在她讲述下，战斗的枪声似乎
再次响起。

1938 年 2 月 5 日，日军占领牟平建立伪政
权，随后撤回烟台，任命汉奸宋健吾为伪县长。
理琪决定， 趁伪政权立足未稳攻打牟平。 12
日，理琪率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百余人
于凌晨由文登崔家口村出发，拂晓前到达牟平
城南。理琪作出战斗部署，同志们勇如猛虎，一
举冲进牟平城。 我军缴获长短枪近百支、弹药
一批，俘获伪县长宋健吾及汉奸近百人。

2 月 13 日上午， 第三军战士撤出牟平城。
他们带着胜利品，押着俘虏至雷神庙。经研究，
大部分同志押解俘虏转移，留下干部战士二十
余人在雷神庙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

讲解员李霞领着记者来到雷神庙大门西
侧房间说：“当天下午，理琪率领参与牟平战斗
的二十几名干部战士在这个房间里开会，突遭
日寇包围。 ”

原来， 驻守烟台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接到牟
平被袭消息后，在飞机掩护下，乘车赶往牟平县，
获悉理琪等人在雷神庙，于是就进行了包围。

当理琪等人冲出屋外时，日军已逼近大门

和围墙。 危急时刻，理琪指挥战士分散到各个
房间对敌形成交叉火力防守。日寇从南面正门
多次进攻受挫，又爬上房顶进攻。 敌人的火力
非常密集。如今，经过修葺的照壁、石碑及支柱
下的石础上，依然能寻到斑驳的战斗痕迹。 不
远处柜子中展示的仅有 0.8 平方米的“铁皮雨
搭子”上，更是密密麻麻布满了 138 个弹孔，可
见当时战斗的激烈程度。

日寇久攻不下， 发起了更加疯狂的进攻。
理琪率领大家愈战愈勇， 他不断地在正殿、南
厅、东西厢房之间指挥反击，鼓励同志们坚持
到底。 在往返奔跑的时候，理琪的腹部不幸连
中三弹，他倒在血泊之中，肠子流了出来。同志
们要照护他，但是被拒绝了。 他命令大家不要
分散精力，一定要打退敌人的进攻。

“坚持到黄昏，节省子弹……不要管我，一
定要把队伍带出去……”昏迷之中的理琪忍着
剧痛嘱托战友。天色暗下来，敌人不敢恋战。时
任一大队一中队指导员的张玉华和战友背着
身负重伤的理琪冲出了包围。 不幸的是，撤至
雷神庙南二里多地的杨岚村时，理琪因流血过
多为国捐躯，年仅 30 岁。

雷神庙之战，英勇悲壮。 理琪率军以劣势
装备抗击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海军陆战
队 100 多人进攻，毙死毙伤 50 余人。 让人痛心
的是，理琪———一个年轻的生命倒下了！但，正
是他带领胶东军民正式打响了对日武装抗战
的第一枪，打破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
鼓舞了胶东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雷神庙战斗后，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
军继续挥师西上抗日，队伍不断扩大，取得一个
又一个胜利。 每当捷报飞来，“三军”将士又有几
分痛楚：“要是我们的理琪同志还在就好了，听到
胜利的消息，他一定会与我们一起庆贺呢！ ”

理琪虽然牺牲了，战友们始终和他在一起。
硝烟散尽 ，岁月更迭 ，英雄永远不会被

忘记 。 新中国成立后 ，许多雷神庙战斗参加
者及其亲属 、社会知名人士 ，或故地重游或
慕名而来 ，其中就包括雷神庙战斗中背着理
琪冲出重围的张玉华 ， 与理琪并肩战斗 、时
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
的林一山 。

张玉华是文登人，随理琪参加过天福山起
义。 1964 年晋升少将。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式
上，老将军一个标准的军礼感动无数国人。 张
玉华生前多次来到雷神庙， 和理琪在此 “相
逢”，是唤醒记忆，更是激励未来。

在雷神庙战斗中，林一山的右手手腕被子
弹打断一半， 剩下的手腕及手掌严重变形，基
本失去工作能力。 就是用这只残疾的右手，后
半生投身治水事业，被毛泽东同志亲切地称为
“长江王”。 在纪念雷神庙战斗 50 周年之际，
林一山撰文回忆理琪：“当听到理琪同志牺牲
的不幸消息时，大家都失声哭了起来……理琪
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

崔崔家家口口村村 百百姓姓痛痛心心

两天前，也就是 1938 年 2 月 12 日，胶东地
区党的领导人、军政委员会书记兼“第三军”司
令员理琪，率队从崔家口出征，奔袭牟平城，打
响雷神庙之战。 2 月 15 日清晨，理琪又“回到”

崔家口，只不过是战友们抬着他的遗体回来了。
留守在崔家口的“第三军”部分战士和特委

军政人员，两天来一直等候着前方的作战消息，
等待着理琪率部归来。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等来
的竟是理琪牺牲的噩耗。一时间，崔家口军民非
常震惊和不安， 大家都为突然失去这样一位深
受群众尊重的重要领导人而悲痛。为哀悼烈士、
振奋士气，特委在尽可能安全的情况下，为理琪
举行了较为隆重的追悼会和安葬仪式。

由于战事紧张等多种原因，理琪的安葬地
暂时选定在崔家口东两里处，让他与当地百姓
的坟墓紧紧挨在一起。

他 以 这 种 方 式 最 终 实 现 了 自 己 的 心
愿———我是胶东人民的儿子，永远与胶东人民
在一起。

村中一位老人赋诗悼念：“东洋倭寇太猖
狂，杀人放火又抢粮。壮志未酬身先死，为国捐
躯英名扬。 ”石匠用白石头凿了块简单的碑，上
书“民族革命战士理琪之墓”。这块墓碑现珍藏
在天福山起义纪念馆。

掩埋好烈士的遗体，“三军”将士举着血染
的战旗，一路前行，起义队伍不断扩大。理琪一
手创制的胶东抗战重大决策，在胶东半岛全面
实施、开花结果。

如今，崔家口已经成了红色教育基地。
沿着石板路来到村子中央，一个古朴的庭

院出现在眼前。院内红墙褐瓦、绿树成荫，这里
便是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司令部遗址
和展览馆。 馆内设有理琪事迹展，着重讲述了
理琪在山染血色之际踏进胶东、 重建胶东特
委、领导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带领“第三军”
收复牟平城、激战雷神庙、为胶东革命献出年
轻生命的事迹。

“我们村没有不知道理琪的。 我爷爷是党
员，当年还招待过理琪，支援过部队干粮呢！ ”
已是花甲之年的崔家口村党支部委员兼纪念
馆管理员崔战海说，爷爷曾经说，理琪来到村
里时穿长袍，是个文化人。

崔战海从小听着理琪的故事长大，他有许
多关于理琪的故事。 理琪牺牲后，遗体被抬到
村里，村民悲痛欲绝。部队在村里驻扎时，理琪
入住的那户村民把本来为自己准备的、用香椿
树做的棺材捐了出来。

“当年理琪驻扎俺村时，他帮这家打个水、
帮那家扫个地。 ”崔战海说，理琪牺牲后，村里
一代代年轻人在理琪精神影响下参军入伍，涌
现出 38 位革命烈士。 尽管部队驻扎时间不长，
却为村里烙上永不褪色的红色印迹。

八十五载斗转星移，山村蝶变。 崔家口村
群众挖掘理琪革命事迹，把家乡打造成一座红
色村庄，也让爱国主义精神在这里恒久传承。

特特殊殊葬葬礼礼 厚厚爱爱英英雄雄

时间来到 1944 年，抗日战争已接近尾声，
最后的胜利即将到来。 此时此刻，胶东人民开
始考虑，许多像理琪一样的革命先烈将来安身
何处，才能对得起他们，更好地向后人交代。

中共胶东区委、行政公署、八路军胶东军
区商定，为更好地纪念牺牲在胶东大地的两万
多名革命烈士，在栖霞县英灵山修建胶东革命
烈士陵园。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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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琪雕像 摄于文登天福山起义纪念馆

（美术作品） 移葬理琪时，胶东人民用最高礼仪护送理琪灵柩 摄于山东牟平雷神庙战斗遗址纪念馆 位于文登市区中心的“理琪园”

天福山起义浮雕 摄于文登天福山起义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