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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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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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陵园筹建委员会决定，将理
琪墓作为陵园的第一主墓， 建造在最显著的位置上。
1945 年 11 月， 胶东区委决定安排机动车辆和人员到
200 多里外的崔家口村将理琪的棺木起出，再快速运到
新建成的英灵山陵园重新安葬。

然而， 当地群众对理琪的感情实在太过于深厚，当
棺木重新进行处理并准备装车启程时，当地许多人围上
来，主动要求放弃用汽车运送棺木的做法，而是按照当
地农村安葬亲人抬灵的传统习惯，用八条大杠轮换着运
送理琪的棺木西行，直接抬到英灵山。

崔家口百姓说，理琪作为一个外乡人，和咱非亲非
故，却为咱牺牲了，不能让他孤零零地走。我们守护他七
年了，今天要像对待亲人那样，护送他到新的墓地。

胶东大地一场特殊的葬礼开始了。
青山垂首，松涛哀鸣。起灵前，现场的人集体向理琪

灵柩作最后告别。 见英烈就要离他们而去，乡亲们泪流

满面、泣不成声。多名年轻力壮的村民将灵柩抬上肩膀，
缓缓移步向前走去。 沿途村庄的村民闻讯后，早早地在
村头路边迎送，不断有人加入送灵队伍。200 多里蜿蜒的
山间小路上，大家换肩移步，交替上路，你手换我手，我
肩替你肩。英雄的灵柩始终没有落地，没沾一点土，泪水
却落下一路又一路。 送葬队伍足有几里长，这在当地历
史上极为罕见。

情深义重的胶东人民，用血肉双肩抬起了对英雄的
爱戴，用最高祭礼厚葬了英雄。

当胶东人民以较高规格厚葬理琪时，家人并不知道
理琪传奇的革命历程。他们相信，某一天，理琪一定会突
然撞开家门，高声喊爹娘，依然是个翩翩少年。家人就这
样满怀希望地等着，等着，直到新中国成立，也没有看到
他的人影，哪怕能听到他一丁点儿消息。 家人开始变得
不安和焦急。

一家人终于等不下去了。 姐姐凭借理琪到胶东前透
露给她的一点信息， 千里迢迢来到胶东寻找弟弟游建
铎。 她走遍胶东的民政部门和大小革命烈士陵园，却无
人知晓谁是游建铎。当姐姐在英灵山烈士纪念堂看到墙
上一幅画像，认定画中人就是游建铎，就是理琪，这才知
弟弟牺牲多年。思念、悲痛、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姐姐
终于知道你在哪里了。 你留在胶东吧，姐姐以后还来看
你！ ” （下转 A６ 版）

（上接 A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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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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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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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家口村 百姓痛心

特殊葬礼 厚爱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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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