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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重新寻找丁柱

有关“丁柱”，在1985年前
《大众日报》的报史资料中基本是
这样记载的：1942年秋壮烈牺
牲，年仅25岁，时任大众日报社经
理部部长。

这段往事又何以被重新提及
呢？1985年5月，大众日报社召
开报史座谈会。座谈会期间，曾
任大众日报社政治教导员兼党总
支书记、经理部主任的李辛夫同
志提出，丁柱同志于1942年秋牺
牲，由于当时抗战形势严酷，只能
匆匆安葬，也无法通知其家人，目
前当地政府和他的家人是否已知
道此事。

此事一提出，与会的其他老
同志们也纷纷表示关切。李辛夫
与丁柱同为淄川老乡，在报社同
事期间，工作又时常在一起。这
一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革命友谊
和对烈士的缅怀之情，让当时已
经60多岁的老人对此事始终难
以忘怀。

会后，李辛夫又专门多次写
信给大众日报社相关领导，信中
写到，“对丁柱同志我最大的遗憾
是忘记了他的家乡住址，我只记
得离淄川城不远，村名却忘记
了”。他说，“一个线索我始终没
有忘记，由于丁柱和我都是淄川
县人，有一次在谈到他去淄川师
范读书时，我曾问过他有个李玉
美(是我小学同学，也在淄川师范
读书，女)你是否认识？他说不但
认识，而且抗战初期还是一同出
去的，只是到了以后又分手了”。

大众日报社领导对此事十分
重视，成立了“丁柱同志调查组”，
并马上着手工作。李辛夫请他仍
在淄博的弟弟李士信前往查找。
两方面很快都找到了已65岁的李
玉美。

李玉美得知调查组来意后，
无限感慨。她回忆说，高庆珂的
家住在淄川城西北方向不远的杨
寨。她和高庆珂是淄川师范的同
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两人
便在阴历10月一起离家出走，参
加了游击队。

调查组随即赶到杨寨开了调
查会，证实杨寨确有高庆珂其人，
并且“高庆珂”当年离开家时的年
龄、相貌、特征、学历等，与李辛
夫、安然、刘力子等老同志向调查
组所反映的“丁柱”烈士的情况是
完全一致的。

至此，这一段尘封往事才慢
慢向世人展示了它真实的面容，
此时距离丁柱牺牲已整整43年，
丁柱的哥哥已年过80，而他的妻
子庞玉凤也已66岁。庞玉凤和丁
柱(高庆珂)是民国二十六年(即
1937年)的九月十六日结婚的，婚
后丁柱在家只待了一个月零四
天，走后再没回来过。

43年来，这位朴实的农村妇
女一直等待着丈夫，逢年过节还
烧香叩拜，企盼丈夫平安回来，却
不知丈夫已于1942年的秋天壮
烈牺牲了。

大众日报社经理部部长

让我们还原一下这段历史。
丁柱，原名高庆珂，淄川县杨寨
人，曾就读于淄川县立初级中学
师范班(时称淄川师范)，1937年
阴历九月十六日结婚，11月即参
加了游击队，投身于全民抗战的
洪流中。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后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41年3月调至大众日报社，之
前他曾担任由山东省文化界抗日
救亡协会筹办的山东公学党支部
的负责人。调至报社，历任政治
教导员兼党总支书记，经理部部
长兼发行部部长。1942年7月任
报社最高行政管理机构——— 社务
委员会的副主任，同时兼任党总
支鲁中总分支书记。

丁柱在报社工作期间，主要
负责经理部的工作。在抗日战争
最困难的1941年和1942年，经理
部一直负责领导沂蒙三个印刷厂
及材料、总务、书刊报纸的发行工
作。据当时印刷厂老同志李春松
回忆：“他(丁柱)在经理部工作期
间，经常到三个工厂(印报厂、印
书厂、石印厂)了解情况……深入
工人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工
人们打成一片……丁柱同志很注
重形势教育，经常给工人同志们
作报告，讲国际形势，讲苏德战
场、国内抗日形势，讲得很生动很
具体，他作报告时工人们连一个
打瞌睡的都没有，深受工人同志
们的爱戴。”

宁死不当俘虏

1942年9月，日寇开始准备
对我山东根据地进行又一轮的

“扫荡”。由于兵力不足，日寇采
用了分区、突袭、拉网合击的方
式。11月27日早，大众日报社经
理部在沂南县岸堤镇东北面的耿
家官庄开会，具体研究部署反“扫
荡”问题。

早上七八点钟，岸堤、马牧
池、牛王庙一线，枪声大作，日军
已沿公路进入，对我根据地开始
实行分割包围。会议当场决定，
刘力子同志带领一部分同志西去
东辛庄一带，丁柱同志则率领安
然、吉伟青等20多位同志离开耿
家官庄东去，但他们很快便发现
敌人正以密集队形拉网式搜索前
进，丁柱随即带领同志们登上北
大山主峰，发现敌人已经对我们
的队伍形成了包围之势。

丁柱决定向东北方向突围，
这时北大山主峰北面半环凹形山
顶已出现敌人骑步兵，清晰可见。
鉴于当时的敌情与地形，丁柱将
队伍20多人分为两组，一组由自
己率领，赴凹形半环东山坡隐蔽，
一组由安然率领赴西山坡隐蔽。
所有同志都商定坚决隐蔽不暴露
目标，除非敌人发现走到对面才
能还击。同时抱定留颗子弹给自
己，坚决不当俘虏的信念开始分
散隐蔽。

丁柱正患疟疾，呈周期性冷

热发作，而这时他发病时间快到
了，很多同志担心他的病情，数次
问他发病了怎么办，他都以十分
坚定的口气说，“可以挺得过去!”

“没有问题”。当时他身上带有一
支二号驳壳枪，数发子弹以及若
干北海币。他带领一个组的同志
在东山坡隐蔽下来，他自己卧在
山梁上的一大片卧牛石下。

不久，敌人沿东西两个山梁
下来，势必要经过丁柱的隐蔽处。
后来安然同志回忆：“我多么希望
他能听到动静，赶紧转移，可是看
不到他有任何行动的迹象。我断
定他正在被复发的疟疾所困。这
时敌人已转过卧牛石走了下来。
敌人开枪了，丁柱同志也开枪了，
但双方距离已近在咫尺，只看到
十几个敌人围拢上来，不一会枪
声停止，敌人重新沿山梁下来，沿
村边小路攻向北大山主峰。我断
定丁柱同志是英勇牺牲了，只剩
下那大片庞大而黝黑的卧牛石静
然屹立，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敌人扫荡过后，安然、张兆美
等几位报社同志辗转脱险。几天
后，安然、张兆美、张熙修、张榕四
人冒着危险重新回到北大山，找
到了丁柱同志的遗体。据安然回
忆，当时丁柱同志的遗体“一条腿
屈着，一条腿伸着，蜷卧于卧牛石
间，经细察弹头从下颌射入，由左
头颅射出……据此断定，丁柱同
志是在与十数倍包围他的敌人搏
斗中，众寡悬殊……坚决不当俘
虏而自戕牺牲的”。后来在当地
群众的帮助下，安然等人备置了
棺木，将丁柱同志的遗体安葬于
牺牲地山坡下的平地里。

日寇这次扫荡，历时一个月，
大众日报社有6位同志英勇牺牲。

11月中旬，疏散到各地的大
众日报社同志们陆续返回了驻
地。6名同志的牺牲，让所有报社
职工都感到无比惋惜和悲痛。不
久，报社在耿家官庄召开了追悼
大会，追悼会场悲声一片。

“丁柱，经理部部长，一九四
二年反扫荡时作战牺牲”，这简短
的话语，终于在1985年底向我们
逐渐呈现出了那一段尘封了43

年的历史，展示出了一个激越而
壮烈的生命。在大众日报社党委
的努力下，1986年7月7日，山东
省人民政府正式追认“丁柱”原名

“高庆珂”同志为革命烈士。

战争年代
大众日报578位职工牺牲

“战争年代办报纸也是要掉
脑袋的。”《大众日报》老报人陈冰
生前常对后人说。

“我们从枪林弹雨中来……”
这是大众日报社歌的第一句。战
火硝烟中，大众日报是一面不倒
的旗帜。这片大众报人誓死捍卫
的舆论阵地，是用生命铸就的伟
大事业。

1939年夏天，李竹如随八路
军第一纵队来到沂蒙山区。
1940年初，担任山东分局宣传部
部长，并兼任大众日报社管委会
主任。

“历史上从来没有无立场的报
纸，也从来没有无立场的新闻记
者，‘抗战和进步’应当成为今天中
国新闻记者所共有的立场，站在这
一立场上，坚固地团结起来，并接
受进步政党的领导，才能胜利地担
负起光荣的时代责任。”李竹如以
坚定的党的立场和明确的新闻理
念，明确办报的指导思路。

为了解决报社人手紧张的问
题，李竹如经过山东分局组织部
陆续调进一批中等文化水平以上
的知识分子干部。作为管委会主
任，他亲自撰写社论和文章，从
1939年11月到1941年5月，在大
众日报发表署名文章12篇，共计
8万多字。

1942年秋末冬初，在反“扫
荡”的对崮峪战斗中，面对八千敌
人的疯狂进攻，李竹如表现得沉
着勇敢。中午，在战斗的间隙，他
谈笑自若地鼓动大家:坚持到天
黑，一定会胜利突围。天黑后，我
军开始突围，李竹如在翻越山顶
的石墙时，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
壮烈牺牲，时年37岁。

与李竹如共同来山东的，还
有他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同学与革

命战友郁永言。
郁永言是个瘦高个儿，见过

他的人都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一
副近视眼镜架在瘦削的鼻梁上，
比一般文化人还瘦弱的身体，面
孔饱经风霜。

郁永言1939年调入《大众日
报》，担任国际时事版主编、《大众
电讯》主编、《大众日报》通讯部部
长等职。

1941年11月，郁永言率一支
战时新闻小组，随中共山东分局、
115师机关活动。这个小组有30
多人，带有收发报的电台。1941
年11月29日后半夜，他们向南穿
过临蒙公路，走了整整一夜，于
30日拂晓来到大青山脚下，误入
敌人“清剿”包围圈，遭遇了山东
抗战史上最惨烈的搏杀。

在这场持续两天一夜的“大
青山突围”中，报社同志与敌正面
遭遇，随即被冲散，经营部卢再厉
在搏斗中头被砍掉，文印员文白
拒俘被敌当场枪杀，有的同志打
光了子弹，把枪和机器砸了，文件
烧了，拉响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敌
人同归于尽。郁永言同志也在搏
斗中牺牲。

当天夜里，老报人朱民所在
的新闻小组从望海楼顶上下来，
路过大青山战场，尸体遍布山野，
血迹已经冻干，惨烈场面让人无
法承受。

突围后，报社同志在大众印
书馆编辑部副部长郭季田遗物中
发现，他生前在日记本写下这样
的诗句:“我发誓地向天呼号，为
了民族的生存，要流尽最后一滴
血!”

当年刚满18岁的美术编辑李
后，在大青山战斗中成功突围。
作为幸存者，54年后，72岁的他
回到了沂蒙山区，在大青山烈士
陵园里，失声痛哭。

报社牺牲的人员中，还有电
台台长叶凤川、记者方曙、陈虹，
编辑亓若君、雷根，还有报务员、
译电员、摇机员、炊事员、交通员
等，平均年龄不到25岁。

大青山英烈是报社牺牲的
578位烈士的缩影。一家报社，
从1939年创刊到1949年，10年中
有这么多人付出生命，在世界新
闻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尤其不能忘记，在惨烈的战
争中，还有160多位沂蒙老乡为
了保护报社，牺牲在侵略者的刀
锋枪炮之下，不少人连姓名都没
有留下。

树冠摩天，不忘根深。至今，
大众报人把创刊地沂水县云头峪
村，亲切地称作“老家”。2007年
以来，大众报业集团与省地矿局
决定每年为老区打一口井。《大众
日报》首任总编辑匡亚明，91岁在
南京逝世，长眠地选在《大众日
报》创刊地。这份生命铸就的宝
贵事业，为一代代报人情之所倾，
心之所向，魂之所系。

综合大众日报报道，部分资
料照片由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
社)社史陈列馆馆长于岸青提供

《大众长歌》主人公原型
为大众日报社经理部部长高庆珂

578位报人生命
谱写大众长歌

大众日报这张肩负着神圣使命的报纸，从沂水县云头峪村的茅草
屋诞生那一刻起，饱经战火洗礼，不断书写着自己的传奇——— 她是中国
报业史上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党报，80年来从未间断；她经历过世界新
闻史上最为悲壮的一幕，578位报人在战争年代献出生命。高庆珂（曾
化名丁柱）就是其中的一位。

建筑面积近5万平方米的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案卷75.7万件，这些历
史的印记大多尘封如故，沉淀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和情感，编号为

“A137—03”的档案就默默地陈列在这些浩如烟海的档案里。卷宗中有
一份1985年12月25日大众日报社“丁柱同志调查组”的调查报告，在这
份报告的背后是一段尘封了数十年的往事，而这段往事又是那样的悲
壮，同时还有着一份传奇。

丁柱 资料照片 1942年11月13日的《大众日报》上
刊发了一条消息《八路军五一军携手
杀敌，对崮峪粉碎敌“合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