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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突围战
孙厚德

他把这件事情立即就向日军告了秘，日
军得到这个消后后，火速撞开院门闯了进来，
在那个秘探的带领下，直接朝地瓜井子走来，
日军用刺刀拨开柴草，刚挑开地瓜井子的盖
子，冷不防从地瓜井子里警卫员射出的一颗
子弹正打中那个挑盖子的日军，日军当场倒
下。其余的日军吓得四处散开，远远的举枪
朝地瓜井子里射击。可是地瓜井子虽然井口
小，但井肚子却很粗，徐尚武副司令和警卫员
紧贴井壁蹲在里边，安然无恙。日军又向地
瓜井子里投了两颗手榴弹，结果都未命中投
进，后来又继续向地瓜井子里投了两个手榴
弹，虽然只投中一颗，却又被警卫员扔了上
来，反倒炸死炸伤了好几个日军。这时日军
大为恼火，惨无人道的日军就向地瓜井子里
投了毒瓦斯，就这样，硬硬的把徐尚武副司令
员和警卫员毒死在地瓜井子里，两人为国捐
躯壮烈牺牲。

徐尚武烈士生前曾任冀鲁边军区第二军
分区副司令员，临邑县县长，一直在鲁北一带
坚持抗日敌后游击战争，英勇顽强是一位有
名的抗日英雄人物，在当地群众中享有很高

的威望，就连日军对他也十分敬威，日军为了
宣扬他们扫荡的重大战果，扩大日军的影响，
因此，在王家楼子村战斗结束后，日军把徐尚
武副司令员遗体运到县城，给他的尸体照了
像，又把徐尚武副司令员的头斩下来，悬挂在
临邑县城南门的门楼上示众三天后，连他的
遗体和头一块又埋葬在临邑县城北门外西北
的一个土岗子上。还在他的墓前插了一块由
日军亲笔书写的一米多高的木牌，在木牌的
正面写着“敌抗军司令员徐尚武之墓”，在木
牌的背面写着“临邑皇军驻屯队”。

徐尚武副司令员在王家楼子战斗中牺牲
的消息传开后，冀鲁边军区二分区的人民莫
不痛苦失声。当时鲁北广大群众为沉痛悼念
徐尚武副司令员还编了一首歌谣在鲁北地区
广为流传，以表达鲁北广大群众对他的悼念
和缅怀之情，至今记忆犹新。这首歌谣是这
样编写的：“临邑抗日县政府，县长就是徐尚
武；为国家、为民族，坡星戴月不辞苦；除恶
霸，灭日寇，拯民水火胜父母；王楼战斗威名
扬、民族英雄垂千古！”

这次突围战，敌我双方伤亡都很严重。

共击毙敌人二百余人，击伤二百余人，我军包
括徐尚武副司令员在内共牺牲一百多人，击
伤八十余人。战后，日军的尸体是安排军用
卡车拉走的，足足拉了满满地五十汽车。我
军在领导的直接按排下，因为牺牲人数较多，
在当时那种环境和条件下，很难做到一名牺
牲烈士一口棺材，于是，就在王家楼子村召开
了一个严肃而隆重的追悼仪式后，庄重地将
牺牲的烈士们就地掘坑埋葬，让为国捐躯的
烈士们入土为安，最后，把烈士们的姓名写在
一块木牌上插在烈士们的墓前。

这场战斗结束以后，返回王家楼子村的
村民，为纪念八路军烈士，自发的捐款，全村
集体在村边竖了块抗日英雄纪念碑，但碑文
还没有完全刻完，日军又来扫荡了，乡亲们匆
忙将石碑埋入地下，直到解放后，村民们又将
石碑掘出来，又重新竖了起来，村民们为了尊
重历史，没刻完的碑文未加再补全。这块残
缺不全的碑文，说明了当时抗日斗争形势的
艰难残苦，也说明了当时日扫荡的频繁，也是
冀鲁边人民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对牺牲烈
士们的一片缅怀之心的见证。

这场突围战，虽然使我冀鲁边区二专区
党政军民蒙受了重大损失，使得齐济县委、县
政府推迟到 1943 年 7 月才正式建立，但我领
导机关没有受损失，二分区、二地委、二专署
全部保护下来。

这场突围城，对敌人来说是疯狂地垂死挣
扎，对我们来说是黎明前的黑暗，使我们由黑暗
转向光明的开始。因为敌人经过我们的三次强
化治安，已经到了末期。当年七月，冀鲁边军区
二分区基干营营长赖金池在我县由朱宝承县大
队长率县大队配合下，在三区（孙耿）耀德庄打
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一举歼灭驻守在大太平
村伪治安军第二十四团三营，使驻扎在济阳县
城内的伪治安军第二十四团一营和二营仓惶撤
逃。通过这场突围战，也总结了经验，接受了教
训，为了减少目标，军队也和地方一样，都换上
了便衣，全部化整为零了，从此使济阳县的抗日
战争形势开始好转。

这场突围战，是因在济阳县三区（孙耿）
太平村召开的一次县级以上领导干部重要会
议而引发的，几经转移后，发生战斗的地点是
在临邑县临南镇王家楼子村。这两个地方中
间只隔着徒骇河为界，分别在济阳县和临邑
县两个辖区内。所以，这场突围战，在济阳史
称“太平突围战”，在临邑史称“王家楼子战
斗”，虽然名称不一样，但都是说的一个事情。

（完）
作者系区退休干部

书院，作为中国教育史上一种独具特色的学校教育
制度，首创于唐宋时期，兴盛于明清时期。书院教育制度
的存在与发展对我国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济
南的历史上出现过很多著名的书院，例如：山东大学的前
身泺源书院、规模最大的历山书院、趵突泉公园内的尚志
书院等等。除了这些在济南城内的书院以外，在济南各
县区也存在多处书院，济阳的闻韶书院就是其中比较著
名的一处。笔者正好收藏一本盖印“济阳县官立高等小
学堂铭记”的民国早期地理教科书抄本，济阳官立高等小
学堂的前身正是济阳“闻韶书院”。

闻韶书院的创始建立
济阳闻韶书院创立于何时呢？查询济阳县最早的两

部县志《万历济阳县志》和《顺治济阳县志续》两部志书上
面并没有关于闻韶书院的确切记载。《万历济阳县志》卷
二古迹志“闻韶台”条目下只见孔子圣庙殿宇的描述，不
见书院。

万历时期的地方志虽然没有闻韶书院的确切记载，
但是元末明初闻韶台修建大成殿之时已经有了书院的影
子！元末王世熙在其《曲堤镇修建大成庙碑记》一文中描
述到：起大成殿四楹，像事圣哲以阁，礼经讲堂、斋舍、庖
厨必备。“礼经讲堂”的修建和完备殿堂庙宇。这为以后
闻韶书院的逐步建立奠定了一定基础！从元末明初闻韶
台大成殿的落成，到明代嘉靖时期，武定兵备道佥事曹天
宪组织重修闻韶台，并撰文《重修闻韶台记》，曹天宪的这
篇文章有一个很重要的记述，曹天宪将“台之巅旧有佛像
撤去”，在台下“建礼塾数楹”，即增建了读书讲学的房舍
若干间，这应该是曲堤闻韶台确切有讲学私塾建设的最
早记载，也就是闻韶书院的雏形。

嘉靖时期，曲堤闻韶台虽然新建有讲学私塾，但是这
一时期修订的《嘉靖版山东通志》卷十六学校志 济阳条目
并下没有“闻韶书院”的记载，再往后查《康熙版山东通
志》卷十四学校志 济阳条目下亦没有“闻韶书院”的记载；

《康熙版济南府志》卷十二学校志 ，只记载了济阳县儒学，
和县城西北废弃的书院，也并没有记载闻韶书院，在古迹
条目中，对闻韶台的介绍也是仅限于祠堂之类，不见书院
痕迹；一直到雍正时期修订的《雍正版山东通志》卷十四
学校志，济阳条目始下才正式新增“闻韶书院”的记述：闻
韶书院，在城北四十里曲堤镇，旧有闻韶台，高十丈广方
四十丈，相传夫子闻韶之地，明洪武中教谕王省建大成殿
于其上，奉先圣及颜仲二侍像祀焉。此为官方地方志书
上第一次出现“闻韶书院”条目。我们再接着查询《乾隆
版济阳县志》卷五学校志，亦新增了闻韶书院的条目。那
么“闻韶书院”从万历时期县志不见记载，到雍正乾隆时
期单独列出条目，这 200 年间是怎么一步步发展而来的
呢？

康熙十三年刘金墉撰文的《修复曲堤镇闻韶书院募
捐疏》是目前所见地方志记载中“闻韶书院”一词最早的
记录。文中提到：书院何名闻韶，依闻韶台耳。但是文中

并没有闻韶书院修建始末类记述，但有一句话记述
曰：……此又一时之失修致移书院于县治西偏之由来
而。由此可见，在康熙年间刘金墉撰文之前闻韶书院已
经在闻韶台已经存在多年，并因为年久失修在当时把书
院移到了县城内西偏之处。到了康熙二十一年时任济阳
知县李能白，花费千金重修闻韶台，台刚修成，便去世
了。后由济阳人艾元烈把李知县尚未修葺的残缺圣像予
以补修，这次对闻韶台的重修规模应该是比较大的。那
么我们可以推测应该康熙时期李能白、艾元烈等人是把
破败的闻韶书院亦重金重修，闻韶书院的规模和设施在
这一时期进一步扩大和完善，这才有了后来的《雍正山东
通志》第一次把闻韶书院列入到济阳学校条目之下，曲堤
闻韶书院算是从以前的坊学私塾发展成为官方书院被正
式认可！

以上我们根据史志记载基本了解了曲堤闻韶书院创
立的一个大体脉络，即：元末明初之时曲堤闻韶台下已有
讲学之风，明嘉靖时期兴建私塾房舍，明末清初书院初具
规模，清康熙时期知县李能白，邑人艾元烈重金重修闻韶
台，书院规模和设施进一步扩大和完善，逐步发展成为官
方书院被正式认可。

闻韶书院的迁址重建
前文所述，曲堤闻韶书院经历了康熙雍正年间的鼎盛，

被官方认可。但到了乾隆时期却又逐步走向败落。乾隆时
期济阳县令胡德琳撰文的《募修闻韶台疏》再次描述了闻韶
台的残破，募捐修葺殿堂校舍。道光二十九年济阳县令杨
汝绶在其《济阳书院碑记》一文中提到：济邑久有闻韶书院
颓废已久，黔南李公若琳来宰是邑创建于城中西北隅。文
中所提李公若琳即为嘉庆二十三年上任济阳县令的李若
琳。《民国济阳县志》卷九李若琳传曰：李若琳字淇筼贵州古
黔举人，嘉庆二十三年任，按济邑旧无书院，侯捐廉银二千
余金，为合邑倡择城西北隅而创建之，颜曰闻韶书院。 由此
我们可以推知：嘉庆道光时期，知县李若琳上任之时，位于
曲堤闻韶台下的“闻韶书院”已经彻底荒废了，李若琳重新
在济阳县城内西北隅重建了“闻韶书院”。

《宣统版山东通志》卷八十八学校志，济阳县条目下对
闻韶书院的记述为：闻韶书院，旧有闻韶台，在城内西北隅，
道光四年知县李若琳建，光绪二十九年改为小学堂。

到了民国时期，根据民国卢永祥资助组织编撰的《济
阳县志》卷八教育志记载，济阳县城内县学文庙已经改为

“济阳县单级教员养成所”，闻韶书院也已经改为“县立小
学”。《民国版济阳县志》载曰：县立小学位于本城西北隅，
宪民街西首路北，清光绪三十二年创办，原名济阳县高等
学堂，民国初年改为济阳县高等小学校，至民国十七年冬
北伐成功，学制更新，遂定为济阳县立小学，…… 该校为
前闻韶书院旧址。

综述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大体上已经把闻韶书院的历史

脉络理顺清楚，如果要做一个稍微详尽一点的书院简介
的话，表述如下：闻韶书院，因初建于济阳城东北三十里
曲堤闻韶台下而得名，元末明初之时台下已有讲学之风，
明嘉靖时期兴建私塾房舍，明末清初书院初具规模，清康
熙时期知县李能白，邑人艾元烈重金重修闻韶台，书院规
模和设施进一步扩大和完善，逐步发展成为官方书院被
正式认可。书院经历了康熙雍正时期的鼎盛，乾隆以后
渐渐衰落。道光四年县令李若琳迁址重建闻韶书院于济
阳县城内西北隅。光绪二十九年闻韶书院改名为济阳小
学堂，为县内现代学校教育之发轫。光绪三十二年改为
济阳县官立高等小学堂，民国初年改名为济阳县高等小
学校，民国十七年定为济阳县立小学，现今在其原址建立
发展为济阳县实验小学。正如《民国济阳县志》所言：虽
时代变迁，学制不同，名称因之而异，然其为本县人才发
源地者，前后固无不同也。 作者单位：第二实验小学

济阳闻韶书院稽考
李 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