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鞍山保卫战：英雄史诗 气壮山河
马鞍山现位于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因为山峰奇险形若马鞍而得名，地理位置独特，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青山仍在，英雄万古。明天时值马鞍山保卫战80周年，我们现在能享受和平幸福的生活，不能忘记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斗的先烈们。日

前，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来到淄川区马鞍山，重走险峻万重的革命之路，感受那场艰苦卓绝的战斗。

30余人困守马鞍山巅

“在日寇飞机大炮轰炸下，
山上已弹尽粮绝，他们就投放石
块顽强杀敌，誓与阵地共存亡。”
11月3日，在淄博市淄川区73岁
退休教师翟丕安的家中，记者看
到了他所作的《马鞍山抗日保卫
战》组画。这12幅画，是翟丕安
为马鞍山保卫战80周年所作。

“我从今年8月开始作画，前
期已经进行了大量走访调研积
累素材，历经1个多月完成。”能
够用画笔重现这场战斗，翟丕安
非常激动。

记者几经辗转，联系到了战
斗的幸存百姓张永照。这位耄
耋老人的回忆和这一幅幅栩栩
如生的画作，将记者带回了当年
炮火轰鸣的马鞍山。

张永照1933年出生于现淄
川区小口头村，1942年11月9日
因躲避战乱跟着叔叔张子桐上
了马鞍山，成为那场战斗为数不
多的见证人之一。“当时我9岁，
作为八路军家属，目睹了那个惨
烈的战斗现场。”张永照回忆说。

马鞍山处于周边群山之巅，
四面都是悬崖峭壁，如同刀削一
般。上山之路南天门只有一条
极其狭窄的台阶山道，蜿蜒至东
峰脚下，地势十分险峻。马鞍山
作为八路军敌后武工队的大后
方和地下交通的联络站，宛如一
把插在日伪军大口头和源泉据
点之间的利剑，地理位置十分重
要，在抗日战争中，曾在敌我双
方之间多次易手。

1942年11月，扫荡八路军沂
蒙山区的一路2000余名日伪军
途经马鞍山时，听信汉奸怂恿，
认为山上有八路军的主要领导
干部和兵工厂，储备着很多贵重
的军事物资，于是决定攻取这一
军事要地。这时，八路军住在山
上的伤病员和家属有30余人。
这其中，就有山东纵队一旅二团
副团长王凤麟、鲁中区民政处副
处长谭克平等。

根据张永照的回忆，当时山
上有八路军战士，还有一些老百
姓。1942年11月9日上午10点
左右，日军飞机在马鞍山南的孟
良台山顶盘旋几圈后，飞到马鞍
山顶上方开始狂轰滥炸。由于
山顶地势狭窄，很多炸弹没能落
到山顶上，大部分都落到了山脚
下。敌机一次次轮番轰炸，炸弹
在山顶多处炸响，轰炸整整持续
了一天时间。

“敌机的轰炸十分猛烈，当
天下午就有一颗炸弹落在我们
小石屋的附近，只听‘轰’的一
声，炸弹的气浪就把门炸开了一
条缝，一块炸弹皮从门缝迸了进
来，在地上直打转，好在我们都
没受伤。”回忆起当年日军轰炸
的场景，张永照依旧胆战心惊。

傍晚，战斗愈加激烈，有一
个小战士挤到石屋中，他的一只
胳膊受了伤，是王凤麟的通讯员
小王。他焦急地对石屋里喊道：

“敌人正在沿着山崖往上爬，有
的阵地石墙已经被敌人炸开了，
急需人员守卫！”此时王凤麟二
话没说就领着小王和张子桐离
开了小石屋，而张永照自此再也
没见他们回来……

27英烈魂洒天险绝境

不亲自登一回马鞍山，不知
其险峻几何，更难以感受当年战
斗的惊天动地。马鞍山保卫战
核心地带共分为三个台地，依次
分布着烈士纪念碑、米臼岩、天
梯、古兵营、齐长城、钟鼓楼、抗
战指挥所等人文历史遗迹。

记者从纪念碑开始攀登马
鞍山，通往山顶的只有一条高度
200余米的“天梯”——— 是人工于
悬崖上凿制而成的132级台阶，
最窄处只容一人半个脚掌，陡峭
得像梯子，据说最陡处有70多
度，在山顶掩体中一人一枪便可
阻击来犯敌人，可谓“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天梯”北面就是悬崖峭壁，
尽头最狭窄地段是始建于清朝
末年的南天门，正好位于马鞍山
的鞍部。“天梯”和南天门连为一
体，气势壮观恢弘，是登马鞍山
主峰必经之处。

马鞍山主峰上共有掩体5
处，掩体内可容2至3人作战，留
有枪口。东峰上的两个掩体，下
面对着陡峭的台阶。

当张永照在石屋中胆战心
惊地度过了一个漫长的不眠之
夜后，真正惨烈的战斗从10日才
真正开始。

伴随着又一整天日军的不
断轰炸与进攻，夜幕降临后，张
永照已听不到八路军轻机枪阻
击敌人的嗒嗒声。

敌人也发现山上的八路军
已经弹尽粮绝，就不断地向南天
门发起进攻，但一次次都被占据
有利地形的八路军战士用石头
砸退了。眼看石头快要砸光了，
敌人的进攻却丝毫没有停息。
紧急情况下，有的战士想用白布
和衣服结成绳，将伤员和家属送
到山下，由于绳子承拉力低，也
可能是绳子长度不够，结果下去

的人大都坠崖牺牲。
“敌人还在疯狂地攻击南天

门，战士们不得不寻找一切可用
的器物与敌人作最后的决战。
最后时刻，战士们把仅有的一张
桌子抬出来，在牺牲的一名排长
身边找到一颗手榴弹。战士们
用这颗手榴弹和桌子，最后一次
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说到此
处，张永照几度哽咽。

南天门最终还是被敌人冲
开了，敌人沿着通往山顶的台阶
向东峰猛冲过来。生死关头，张
永照听到王凤麟命令：“将枪栓
卸掉，丢到山下！”多么决绝的命
令，战士们不畏强暴，血战到底，
紧接着便是一阵卸枪栓和刺刀
的拼刺声，张永照知道，肉搏
战开始了。

伴随着石块和枪械的碰击
声，战士们用刺刀和身驱与敌人
展开了最后的搏斗。随着搏击
声渐渐稀疏，王凤麟也把最后一
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当敌人冲上来，我和三奶
奶、叔叔和一名战士都跳下了悬
崖，但不知被什么东西架在了半
空……”张永照描述，那晚的夜
是那么黑，什么也看不见。张永
照最终幸免于难，并于1943年初
参加了革命。后来，张永照在后
方医院得知，爆破手刘厥兰把最
后一颗手榴弹投向敌人后纵身
跳下悬崖，被树枝挂住幸免
于难。

这次战斗中，八路军伤病
员、家属等27人牺牲。其中，原
益临淄博四县联合办事处主任
冯毅之的父亲冯绪臣、妻子孙玉
兰、女儿冯新年、冯芦桥、冯平洋
及妹妹冯文秀一家六口人在战
斗中壮烈牺牲，被原鲁中行署誉
为“一门忠烈”。日军在这次战
斗中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却只占
领了一座空山，前来督战的日军
32师团参谋长山田大佐更被王
凤麟击毙。气壮山河、威震敌胆
的马鞍山保卫战打出了中华民
族的威风。

在如今的马鞍山烈士纪念
堂，一个个镌刻的名字都是为抗
战而牺牲的鲜活战士，在这其
中，有两个名字格外引人注

目———“小薛”“老张”，没人记着
他们的名字，没有照片，没有籍
贯，他们却将热血洒在了这悬崖
峭壁，将身躯永远地留在了这片
热土。

“面对强敌他们视死如归，
为民族的解放、新中国的建立流
尽了最后一滴血，这些英雄的形
象与日月同辉，与山川共存。”
山东涌泉红色抗战展览馆馆长、
淄川区政协文史研究院副院长
于祖荣表示。

初冬时节，记者站在这高山
之巅，凛冽寒风让人瑟瑟发抖，
远远的辛泰铁路线上犹如巨龙
的火车呼啸而过，笛音越过峰峦
叠嶂充斥轰鸣在耳畔，似为这场
壮烈的战斗而鸣笛，而远处雾霭
中坐落的小村庄，灯火闪烁，平
安祥和。

百万军民锻铸沂蒙精神

“……沂蒙山高路远，在那
里有我故乡的亲人，我心中的常
想念……”1985年张永照定居
北京，少有机会回到山东，他此
后填词创作了歌曲《沂蒙故乡的
亲人们》，以此来继承和发扬马
鞍山保卫战所表现出来的视死
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抒
发几十年来对家乡、故土的
眷恋。

从1938年到1949年，在长达
12年的革命斗争岁月里，沂蒙革
命老区420万人民中，有120多万
人拥军支前，20多万人参军参
战，10万多革命先烈牺牲在这片
土地上，为革命胜利作出了巨大
贡献和牺牲。而马鞍山上的英
雄碾、蓄水池等，也在向世人诉
说那个战火连天的时代所展现
出来的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
蒙精神。

根据《鲁中南党史大事记》
记载，类似马鞍山保卫战的英雄
史实，在沂蒙人民的抗战史中层
出不穷，每一次这样的战斗都是
成建制的、成排成连的战士与敌
人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歪
头崮保卫战，110名指战员全部
壮烈牺牲；对崮峪战斗，500名将
士英勇牺牲；天宝地区苏家崮战
役，200名将士英勇牺牲……

“战斗中的谭克平，1906年
出生于淄川区太河镇西石门村，
是唯一参加南昌起义的淄博人，
曾先后出任莱芜县抗日民主政
府县长、鲁中区民政处副处长等
职，在马鞍山保卫战中壮烈牺
牲。”于祖荣告诉记者。

1942年11月7日，时任鲁中
区民政处副处长的谭克平到当
时马鞍山所在地区的博山县第
七区检查工作。此时周边的敌
人已经开始向马鞍山聚集，具有
多年战斗经验的他深知，这时的
马鞍山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他对
极力劝阻不要上山的亲人们说：

“我知道目前形势恶劣，但我是
组织的人，现在山上更加危险，
更需要人手，我必须赶上山去。”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8日上午谭克平告别亲人和朋
友，毅然奔向战云密布的马
鞍山。

当天晚上，战斗即将开始的
前夕，母亲委托亲戚又专程赶到
马鞍山再次劝他下山，谭克平含
着热泪说：“请告诉妈妈，这次我
恐怕回不去了，也不可能回去，
我要与同志们乡亲们一起与敌
人血战到底。为了抗战，死也
光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942
年11月9日，惨烈的马鞍山保卫
战开始了，负责领导守卫南天门
的谭克平，身先士卒。在第二天
战斗的最后时刻，他将心爱的手
枪抛向山下，为革命事业和民族
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壮烈捐
躯，年仅36岁。

11月3日，记者在西石门村
见到了谭克平的后人谭秀涛，他
领着记者参观了谭克平的故居，
建筑虽有现代的修缮，可仍有经
受岁月和战火洗礼的痕迹。

“与马鞍山成三足鼎立之势
的鹿角山、莲花山，都是淄河通
道上我党和军队通往各根据地
的重要枢纽，在漫长的抗战岁月
中，它们都在这条红色的抗战通
道上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壮
丽诗篇。”于祖荣补充道。

随着马鞍山的失守，日军又
调集日伪军千人，向鲁中山区一
线抗日根据地莲花山、鹿角山周
边进行疯狂扫荡，企图一举摧毁
这块抗日前哨阵地，莲花山处在
敌人重兵威胁之中。

在对莲花山的进攻中，日军
在山峰东北方的本齐村设立炮
兵阵地对莲花山进行炮击，日伪
混编组成突击队对莲花山轮番
攻击，八路军居高临下强有力地
进行反击，敌人溃败而去。其后，
日军从济南调来两架轰炸机，用
炸弹轰炸莲花山峰，之后日伪军
重新组织了百余人的突击队向主
峰发起冲锋，又被守山部队顽强
地打了下去。几次失败后，日军
开始调整战略。他们将大部队调
往西南攻打鹿角山，守卫鹿角山
的八路军将士利用鹿角山天险，
英勇战斗，打退了日伪8次进攻，
并利用晚间日军撤往博山修整的
机会，组成突击队乘夜色从山上
冲下来突击伪军阵地，打得敌人
仓皇逃窜，胜利保卫了鹿角山，有
力地支持了莲花山战斗的守卫部
队。鹿角山、莲花山保卫战的胜
利，也为马鞍山保卫战牺牲的革
命烈士报了仇、雪了恨。

如今的马鞍山，已经成为了
集历史文化、革命传统教育和自
然美景于一体的名胜风景区，一
系列历史人文遗迹雄踞在险峻
无比的马鞍山上，既让人对巧夺
天工的自然景观叹为观止，又在
时间的长河中用沂蒙精神沐浴
着这片土地。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王晓明 王兵 孙良栋
通讯员 丘连杰 晏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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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烈士纪念堂镌刻着为抗战牺牲的一位位战士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