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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青壮年男子被日寇赶到场院集中杀害
“铁山惨案”幸存者：

想起被杀的乡亲
眼泪不由自主地打转

文/图 记者 张培
通讯员 刘金辉
每年的正月十二，张

店区中埠镇都会有村民给
被日寇杀害的亲人集中上
坟。81年前的铁山脚下，
许多青壮年遇难，现场哭
声震天，惨绝人寰。回忆
起这一幕，让“铁山惨案”
目前唯一的见证者于有渚
陷入沉思……

日军围庄
一家藏在烟窨子中逃生

据了解，黑铁山抗日武装
起义发生后，上级党组织指示
原铁山特支的党员号召群众把
日本人开办的鲁大公司的房子
和财产破坏掉，防止日军来驻
扎。当时汉奸张子明的岳父李
老丘为日军看守鲁大公司的财
产，被群众除掉。

1925年，铁山农民运动兴
起后，当地的党员、群众与中埠

“六吉堂”(当地大财主的堂号)
结下了“梁子”。黑铁山抗日武
装起义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
党员和群众起了“六吉堂”的
枪，并强迫“六吉堂”交出大批
军粮。“六吉堂”和汉奸张子明
勾结在一起，向驻金岭火车站
的日军报告，铁山脚下的于家、
铁冶、中埠、边辛村有抗日义勇
军，这才引来日军屠杀。

8月6日，记者来到张店区
中埠镇于家村楼区耄耋老人于
有渚的家中。提起81年前发生
的“铁山惨案”，他打开了记忆
的闸门，要说的故事很多很多。
据中埠镇不完全统计，于有渚
是目前唯一健在的“铁山惨案”
的见证者。

今年93岁的于有渚是于家
村人，当年这个村很多青壮年
男子被日寇杀害。用他的话
说，惨案发生后，整个于家村犹
如地狱，尸首遍地，哭声成片。
至今回想起被杀的乡亲们，眼
泪就不由自主地在眼眶中
打转。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农
历正月十二，家家户户准备过
元宵节。”于有渚说，1938年2月
11日是冶里集（现称中埠大
集），很多乡亲们准备赶集采购
食材过元宵节，虽说抗战时期
生活艰苦，但大家还是想改善

一下生活。
上午8点多，他在家里刚吃

过早饭，扒在院墙上向外张望，
不少村民挎着篮子去赶集，远
远看到穿着黄呢子军装的日本
兵端着枪向于家村靠近，很快
就包围了村子。“砰！”枪响了，
很多村民都关紧了院门。日军
挨家挨户地扫荡，将全村的乡
亲们都集中起来，往村西头的
场院里赶。

“别怕！难不成还敢杀人
吗？”于家村的一些壮年男子自
言自语说道。于有渚称，当时
日军扫荡，主要控制农村的青
壮年男子，对老人和孩子一味
地驱赶，看到于有渚不走，日军
持枪对准地面射击，打得尘土
飞扬，吓得他赶紧躲到奶奶的
身后。

为了活命，于有渚跟着爷
爷、奶奶、大娘等人躲藏在于家
村的一处烟窨子里，他们透过
窨子口看到很多村民被日军向
场院方向驱赶。日军从烟窨子
旁走过时，险些发现他们。

“我二奶奶拿着一根杆子，
说鬼子来就砸死他！”于有渚回
忆道，当时每个人都很害怕，二
奶奶之所以那样说，是为了给
家人壮胆。

随后，他们听到一阵机关
枪声，连忙屏住呼吸，不敢弄出
一点动静，希望这场灾难尽早
过去。

大约2个小时后，村民于兴
军来找到他们，说村里的很多
青壮年男子都被日寇集中杀害
了，场院里全是尸首，太惨了。
听到这些，12岁的于有渚心里
既难过又纠结，不知道未来的
日子该咋过下去。他跟大人钻
出烟窨子，看到路上的村民都
在哭，来到场院，地上躺着很多
他认识的长辈，有的村民正在
寻找自家人的尸首，现场惨绝

人寰，哭声震天。

正月十二
铁山脚下扎堆上坟

记者采访中得知，在铁山
惨案发生60年后，中埠镇于家
村的于有存和中埠村的王德才
共同商议，决定到“铁山惨案”
波及到的所有村庄走访，找到
更多的幸存者或见证者，记录
下这起惨案和铁山脚下抗日武
装斗争的真实故事。当过中学
语文教师的于有存对这段历史
格外重视，他说自己是于家村
人，今年已经75岁了，有义务将
乡亲们的这段历史遭遇记录
好，留给后人刻骨铭心。

今年72岁的王德才耗时4
年左右，通过大量走访调查和
查阅历史资料，才和于有存共
同完成了一本记录“铁山惨
案”的书籍，他觉得每一个淄
博人，特别是当代的年轻人，
一定不能忘记铁山惨案这段
历史。

王德才告诉记者，“铁山惨
案”在中埠镇上也叫正月十二
惨案，有亲人在当年被日军杀
害的家庭都会在每年农历正月
十二这一天集中上坟祭奠。根
据实际调查统计，“铁山惨案”
波及到的乡村有于家、铁冶、中
埠、大寨、边辛、孟家、黄金村，
共有263名中国人被日军杀害
其中，于家、铁冶、中埠三村遇
难村民达200人，大寨、边辛、孟
家、黄金、卫固、太平村共有16
人遇害，另外还有47个外地人
遇难。

于有存介绍，“铁山惨案”
的杀人现场有三处，分别在于
家、铁冶、边辛。边辛村因当时
是教会村，让很多村民躲过一
劫。他此前在边辛村走访调查
时获悉，1938年2月11日农历正

月十二这天凌晨，六七十个日
军偷偷来到边辛村村东的田地
里，把村子东面包围了。得到
消息的群众，或全家到外村逃
荒，或躲进村内的天主教堂以
护身。

于有存说，当时听到日军
向村里打枪打炮，边辛村的年
轻人气炸了肺。他们非要同目
军拼个鱼死网破。村负责人杨
连祥详细分析了敌强我弱、力
量对比非常悬殊的形势，苦口
婆心地劝说这帮血气方刚的年
轻人:村里就只有些抬枪、土炮
和短枪，日本鬼子有大炮、机枪
等武器，且人数较多。村民只
有临时躲避，等以后有机会再
和日寇开战。

按照杨连祥的安排，村民
们把武器藏好，到天主教堂避
难去了。当时走进天主教堂
的有边辛庄的天主教徒和不
信教的乡亲，也有从附近乡村
逃到这里来避难的男女老幼，
共有200多人。教堂的胡神父
把来避难的人，分成老教民、
新教民和不信教者三类。神
父站在教堂门口给人们发布
条:老教民每人一块红布条，
新教民每人发一块黄布条，不
信教者没有。

神父告诉发了布条的教民
们，把布条系在胳膊上，进到教
堂里念经，不信教的就留在院
子里。

神父发完布条不久，日本
鬼子就进了天主教堂大院。他
们看到悬挂在教堂尖顶上的美
国星条旗，一个鬼子兵把旗降
了下来，踩在脚下并撕碎。另
一个鬼子兵走进教堂里，看到
人们跪在地上，“叽哩哇啦”地
念经，他冷笑着绕人群转了一
圈，又来到院子里，然后让另外
两个鬼子兵把教堂里念经的人
全都赶到院子里。

村民谁也不动，鬼子的喊
声更大了。听到鬼子兵的大
声吆喝，教堂里的胡神父走出
来，用英语同日本鬼子头目交
涉，这个鬼子不但不听，反而
朝胡神父的脸上就是一个耳
光，并把胡神父和几个神职人
员都绑了起来。其他人被鬼
子驱赶到了边辛庄庄东的场
院里。

向边辛庄里打炮以后，日
军便整队进村了。日本鬼子的
两名军官骑马进村，其中的翻
译官下马，对场院里的人说：

“都回教堂念经去！”在场持枪
的鬼子兵接到命令，便把场院
里的人都放了。被鬼子兵抓走
的胡神父，于事发第三天晚上
被释放。

■ 后记

9月3日是抗战胜利纪念
日，淄博这座城市也在抗战中
发生了多起惨案，很多党员和
群众惨遭杀害。当年由共产党
领导的军队，团结一心，奋勇抵
抗，英勇杀敌，才取得了最后的
胜利。回忆起中国的抗战历
史，令人无比激动和感慨。

从7月下旬开始，本报与中
共淄博市委党史研究院联合发
起策划“不能忘却的历史”，到
今天正式结束报道。通过本报
此次对事发淄博大地的惨案系
列报道，再现当年艰苦抗战的
岁月。

本次系列报道刊发后，在
鲁中大地引发读者热议，让越
来越多的人关注中国抗战历
史，特别是新时代的年轻人更
要铭记历史，守法爱国，发愤图
强，为新时代中国的发展贡献
一份力量。

记者 张培

每当
经过惨案
的事发现
场，于有渚
就会打开
记忆的闸
门。

于有存
(左一)和王
德才（右一）
走访于有渚
了解惨案的
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