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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琪：天福英雄 胶东之魂（二）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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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7 军、31
军、32 军、41 军四支英雄部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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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捕入狱 钢铁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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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福起义 创建“三军”

战雷神庙 壮烈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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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 Ａ５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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