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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琪：天福英雄 胶东之魂（一）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文/图

太康最早 中共党员
������盛夏时节，在理琪家乡太康县，记者见到一份珍
贵的理琪手稿。 在一张发黄的纸上，工整地写着这样
几句话：“我们办讲习所培养了一批反封建骨干，为广
泛发动农民，急需粘贴标语口号。 我拟了几条供兄参
考一下。 一、天下穷人是一家。 二、不劳而获是剥削。
三、打倒剥削者。 四、幸福靠双手，世上没有神仙。 五、
工农是天下的主人。 六、敬神不如敬父母。 七、烧香不
如孝双亲。 兄修改后写二百多幅，粘贴韩庄和四周村
庄……”

这是 1925 年 7 月间，理琪给好友的来信。
还有一封信，已经捐献给了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

天福山起义纪念馆。 从原件的照片中可以看到，1925
年 8 月中旬，他又给家人去信：“我受党派遣急需到开
封无线电学校报到……前几个月办讲习所和扒庙拉
神胎运动中，你对我帮助很大，感激不尽。 你要相信，
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 ”

1925 年七八月间写这两封信时， 理琪才 17 岁。
这年 4 月，他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太康最早
的中共党员。纸短意长，在书信中，让人感受到理琪渴
望推翻旧社会、砸烂旧枷锁的强烈愿望，字里行间闪
烁着共产主义信仰的光芒。他坚信共产主义大旗一定
会红遍神州、高高飘扬。

理琪，原名游建铎。 他并不是因为家里穷才闹革
命的。 1908 年 12 月，理琪出生在太康县大许寨游庄
村的一个地主家庭。从小饱读诗书、衣食无忧，但他未
染纨绔习气，没有成为地主家的大少爷，而是逐步成
为一位坚定的革命者。

1924 年，怀揣梦想，理琪离开家乡来到开封圣安
德烈中学学习。他关心国家大事，课余饭后，常到图书
馆翻看报纸杂志，对政治形势了解得越来越多。 随着
眼界日渐开阔，他的思想更加激荡开放。 感叹命之不
均的无奈，常在他日记中闪现：“人之环境何相异之深
也，何天之生人之不均也！ ”他渴望摆脱旧制度的桎
梏，见到阳光四射的新世界。

小小少年，有了更多人生思考。他向往光明自由，
希望光明将那“尚没有觉悟”的人“震醒”。 为追寻真
理，他如饥似渴研读进步书刊。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也游荡
到了华夏大地。 《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驱散长夜的
黑暗，像曙光一样透进理琪的心窗，使他的思想觉悟
迅速提高。 随着开封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理琪接触
到了共产党人，认定自己找到了人生的北斗星，义无
反顾地加入共产党。

入党后的理琪，思想上和旧社会彻底决裂，一言
一行听党、一举一动为党。 太康县党史研究室轩人杰
告诉记者：“理琪是太康最早的共产党员。他走向信仰
共产主义道路，有一个不满现实、同情弱者、矢志不渝
的过程。 ”

入党不久，理琪受党派遣离开学校，回家乡太康
开展革命斗争。 根据国共合作需要，他参加国民党太
康县党部筹建，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

为培养农民运动骨干，他在老家游庄村开办了农
民运动讲习所。 在理琪老家一个小院子里，他的侄孙
游仁杰介绍说：“当时参加讲习所的学员有 30 多人，
地点就在村东头的一片小树林里。 ”

理琪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都进行了哪些活动？
轩人杰说：“在这里，理琪向学员讲解革命道理，教育
大家联合起来，为建立农民协会奠定了基础。 他发动
群众毁庙宇、拉神胎，并亲自组织、带领几百名农民来
到附近的固窑、韩店等村，推倒土地庙、龙王庙里的神
胎。 这些事在当地农民中震动很大。 ”

显然，开头提到理琪的两封亲笔信，就是在这个
背景下完成的。

1925 年秋， 遵照党的安排， 理琪又离开了太康
县，来到开封，考入西北军无线电学校。 学习期间，理
琪有幸认识了同龄人邓汝训。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共
同的理想，共同的信仰，使两人越走越近。 毕业后，邓
汝训曾到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理琪留在冯玉祥西北军
担任电台报务员，按照指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谁也不会想到，同窗好友邓汝训，多年后竟是理
琪踏上胶东这块土地的重要介绍人。

在默默等待中，理琪就像干渴的大地，需要一声
霹雳惊雷，迎接久违的甘霖。

������1927 年的中国时局风云变幻， 中国共产党
在艰难中前行。 理琪遵照党的指示，仍在国民党
部队从事地下工作。1930 年，冯玉祥的西北军中
原大战败北后， 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党第二十
六路军。 这样，潜伏西北军的理琪成了国民党第
二十六路军的一员。

为巩固独裁统治，彻底消灭红军，蒋介石发
动大规模的“围剿”。 三次“围剿”均告失败后，蒋
介石玩弄“一箭双雕”之计，派不是嫡系的国民
党第二十六路军至江西宁都剿共。 于是，理琪也
随军来到了宁都。

在宁都， 潜伏军中且懂得无线电通信技术
的理琪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 他一面进行瓦解
敌军、策动国民党士兵哗变的“兵运活动”，一面
搜集敌人的军事情报提供给红军， 帮助苏区军
民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军事“围剿”。

与此同时， 地下党组织紧锣密鼓地做国民
党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及军中高、 中级
军官的工作，并取得积极进展。

理琪盼望已久的惊雷来了。1931年 12月 14
日，在中共地下特支领导下，国民党第二十六路
军 1.7 万人携两万多件武器胜利举行宁都起义，
改编为红五军团。 这次爱国主义壮举中，有记载
的 8名周口人参加宁都起义，其中就有理琪。

理琪这段历史充满传奇。 有的资料中，理琪
不在宁都起义前夕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中 20
多位地下共产党员名单中。 有的资料中，他策动
宁都起义被发觉，提前离开回到中央苏区。

宁都起义时，理琪是地下党员吗？ 他参加宁
都起义没有？ 今年 5 月初，记者曾远赴江西宁都
采访。 党史研究专家、《雄师铁军———宁都起义

将士录》作者、江西宁都人李学文，耗费 20 年之
功研究宁都起义历史，多年前曾到周口采访，对
周口籍起义将士历史比较熟悉。

在宁都县博物馆召开的座谈会上， 李学文
认为，理琪 1925 年入党，参加了宁都起义。 他保
密工作做得好， 不暴露党员身份以适应以后更
重要的隐蔽工作。

“风雷吼，战旗乱，人声欢。 铁臂舞剑，慷慨
悲歌投明弃暗。 挥干戈驱倭虏，收复黑水白山。
壮志凌霄汉，重整旧河山，神功创奇观。 ”宁都起
义成功后，理琪按捺不住兴奋之情，赋诗一首，
慷慨激昂，放声吟唱，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宁都起义， 理琪接受精神洗礼———可爱的

中国，也只能由中国共产党引导走向光明。 为了
党的壮丽事业，他愿倾注一生心血为之奋斗，赴
汤蹈火，在所不辞。

理琪，从周口太康走出的著名抗日英烈。
他，地主家的少爷成长为太康最早的中共党员。
他，参加著名的宁都起义，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
他，在胶东成功发动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开启红色胶东时代。
他，取名理琪有什么含义？
他，领导胶东抗战，著名作家冯德英在小说《山菊花》中有大量描述。
他，是牺牲在胶东抗日战场上的最高将领。 迁葬时，当地百姓用最高礼仪为其送行。
他，牺牲十多年后，为什么姐姐“千里寻弟”？
他，在胶东大地享有殊荣，被誉为“天福英雄”“胶东之魂”。
……
今天，我们幸福地生活在“理琪”们用牺牲换来的太平盛世里。 作为理琪家乡人，沿着理

琪的革命足迹，采访他的红色故事，感悟他的人格情怀，愈发感觉到我们对他的熟悉了解远
远不够。 他的事迹需要更多人铭记，他的精神需要世代传承。 让我们一起走近理琪……

宁都起义 精神洗礼

������红色经典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共产
党员李侠来到大上海，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
成为我党无数潜伏者的代表人物。 理琪也有一
段同样的经历。

宁都起义成功后，理琪没有暴露身份，继续
潜伏在国民党部队， 一次秘密向苏区发报时不
幸走漏风声，遭到追捕。 但他机警脱险，长途跋
涉，到达中央苏区瑞金。 来到瑞金，理琪利用操
控无线电收发业务的便利条件， 不断关注国民
党部队动向，一旦发现有重要情报立即报告，这
为前方红军部队粉碎敌人围追堵截、 挫败 “围
剿”阴谋做出重要贡献。

1934 年初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一天上午， 上级组织的一位领导人突然找

他单独谈话，让他离开苏区，立即到上海，在白
色恐怖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党组织之所以让理琪到上海中央机关做地

下工作，一方面因为电台报务人才极缺，另一方
面也是对他的充分信任。

（下转 A4 版）

听党召唤 潜伏上海

（美术作品）理琪在文登沟于家村研究开展武装斗争
摄于山东文登天福山起义纪念馆

������理琪撰写的《给各级党同志
的一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