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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四季，我独爱夏
季。这时节万物生长，丽
日当空，色彩斑斓。夏至
则是夏天中最特别的一
天，太阳直射北回归线，
白昼时间最长。人们享
受着最充沛的阳光，万物
深得大自然的厚爱。

唐代诗人权德舆在
《夏至日作》中写到：“璿
枢无停运，四序相错行。
寄言赫曦景，今日一阴
生。”星辰运转，四季更
迭，告诉炎炎夏日，今日
之后昼短夜长，阴气开始
萌生，秋冬就快到来了。

诗人在说，盛夏正是
庄稼生长的时候，用好这
时光，才可能在秋季迎来
丰收。对庄稼如是，于人生而言，又怎能不是
最美好的时光呢？过往的每一天都不再重来，
今后的岁月充满无限可能。漫漫年华当珍惜，
暮光里才能收获丰富的记忆。

唐代诗人韦应物在《夏至避暑北池》说：
“亭午息群物，独游爱方塘。门闭阴寂寂，城高
树苍苍。绿筠尚含粉，圆荷始散芳。于焉洒烦
抱，可以对华觞。”

正午时分，他人休息，诗人独享池塘美
景。城门紧闭，树木葱茏，绿竹翠翠，荷叶连
连，阵阵芳香，抛却烦恼与忧愁，举杯畅饮。美
景与美酒，多么惬意畅快的画面啊！

夏至，不仅有艳阳，也有雨露，北宋文学家
苏辙的《夏至后得雨》书写了另一番韵味。“天
惟不穷人，旱甚雨辄至。麦乾春泽匝，禾槁夏
雷坠。一年失二雨，廪实真不继。我穷本人
穷，得饱天所畀。”

上天不会让穷人一直贫困，干旱到一定程
度就会迎来雨水。麦子干了，禾木枯了，雨就
来了。一年失去两次雨，仓廪不丰实。我本无
用之人，却还享受着食物丰足，实在惭愧。日
中则昃，否极泰来。无论面对高光时刻，还是
逆境低谷，都要泰然面对，顺势而为。欣然接
受生活馈赠的礼物和挑战，不骄不躁，不慌不
忙，才能将一地鸡毛幻化为诗和远方。

夏至之前，昼长夜短；夏至之后，昼短夜
长。夏至是一个节点，也是过程。古诗词里赏
夏至，有怡人的风景，更有品不完的人生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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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微山湖上活跃着一
支英勇不屈的抗日队伍——铁道游击队。刘知
侠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即以此为题材创作
而成。后改编成各种文艺形式，深受多个国家
读者、观众欢迎和喜爱，小说印发1000万册，连
环画印发3652万册。

电影《铁道游击队》主题歌《弹起心爱的土
琵琶》，百听不厌，传唱至今。铁道游击队中许
许多多的英雄人物形象，传颂不衰，被亿万人奉
为榜样和楷模。

飞车英雄洪振海、刘金山（小说化名刘洪）
和王志胜（小说化名王强）、李云生、曹德清（小
说化名鲁汉）等英雄的传奇故事，如阳光雨露哺
育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

忘不掉的抗战岁月中，微山湖畔津浦铁路
线上，这支杀敌卫国的队伍，以青春书写壮志，
以热血淬炼民族精魂，可歌可泣，永载史册。然
而，铁道游击队创建人张光中同志，至今却鲜为
人知。

张光中自幼接受进步思想，1931年8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是苏鲁边区党组织的创始人之
一，也是苏鲁区人民抗日武装和鲁南微山湖地
区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更是铁道游击队的主
要创建人。

1938年初，苏鲁边区临时特委书记郭子化
组织武装暴动，短短数月，在微山湖地区和枣庄
一带，拉起了1000多人的队伍，枣庄中兴煤矿
掘进工人洪振海、王志胜参加了这支武装。5
月，苏鲁豫皖特委调集沛、滕、峄抗日武装，在鲁
南山区墓山汇合，正式建立了第五战区苏鲁人
民抗日义勇总队，总队长张光中，政委何一萍。

张光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者，长
期在微山湖畔从事革命活动，深谙这块战略要
地的重要。微山湖芦苇丛生，水波浩淼，进可攻
退可藏，湖内京杭大运河与湖畔津浦铁路两条
交通要道纵贯南北。在此建立根据地，创建党
的武装，便能扼住敌人咽喉，克敌制胜。

在1938年9月，张光中指示选派第三大队
三连三排长洪振海和一排长王志胜潜回枣庄矿
区，建立抗日情报站，并伺机夺取武器，在铁道
旁发展抗日队伍。

王志胜回枣庄后，在日军开办的国际公司
（洋行）干搬运工。洋行设在枣庄火车站，表面
经营百货商品，实际是日军特务情报机构。
1939年8月，王志胜在洋行秘密工作了半年，掌
握了敌情便与洪振海商量，铲除洋行日特，夺取
武器。

一天晚上，洪振海、王志胜联络国民党五〇
支队司令部警卫宋世九，乘夜色摸进洋行，将熟
睡中的3名日特当场毙二伤一，缴获步枪手枪各
1支和枣庄日军安插特务名单后，安全撤出。

1939年10月，王志胜和新发展的工友李金
山、赵连友3人搬货时发现，有日军军火待装外
运，便作了汇报。装车时，他们把两挺机枪和一
捆步枪放在门旁，车门上做了伪装。

晚上8点，火车开到预定地点时，埋伏在铁
道旁的洪振海等人飞身扒上火车，将机枪步枪
推下，获机枪2挺、步枪12支。武器送交义勇队
总部，张光中高兴地奖励了他们4把手枪。

1939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挺进鲁南，撑
起山东抗日大局。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于
10月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苏鲁支队。支队长
张光中指示洪振海、王志胜，迅速在枣庄火车站
的矿区发展武装。

11月，王志胜辞去搬运工，与洪振海合伙，
在枣庄站北的陈庄开办义和炭场，用其盈利又
购买了武器。1940年 1月，队员已发展到11
人。于是，洪振海、王志胜向苏鲁支队报告，要
求马上拉起武装，并请求委派领导人。

1940年2月，苏鲁支队长张光中正式颁令
建立鲁南铁道队，并派杜季伟任政委，委任洪振
海、王志胜为正副队长，仍经营炭场，隐蔽活
动。后因故转移到枣庄西北隅的齐村，队伍发
展到30余人。

在鲁南铁道队创建的同时，1940年4月至
5月间，微山湖畔的临城南至韩庄、北至滕县的
铁路沿线，也建立了两支铁道队。临城南以孙
茂生为首的铁道队，隶属沛滕边区，队员30多
人；临城北的铁道队以田广瑞、杨茂田为首，共
20多人，由滕县县大队领导。

1940年7月，鲁南军区成立，张光中任司令
员。为加强对这3支铁道队的统一领导，张光中

耐心地做通各方面工作后，发布命令合编。在
微山湖畔夏镇三孔桥村召开3支铁道队干部会
议，宣布了鲁南军区成立“鲁南铁道大队（现称：
铁道游击队）”的命令：洪振海任大队长，杜季伟
任政委，副大队长王志胜。下辖4个中队，队员
达到400多名。

铁道大队实行政委工作制度，建立健全了
党总支、党支部。党总支书记杜季伟，党总支委
员11人，各中队指导员任党支部书记。1942年
2月，杜季伟去鲁南党校学习，军区即派孟昭煜
接任政委；1942年4月，大队长洪振海在一次战
斗中英勇牺牲；6月，鲁南军区多方征求意见，选
任刘金山为大队长。

1942年9月，鲁南区党委和鲁南军区着重
发展壮大队伍，选好配强铁道游击队领导人，遂
决定将活动在津浦铁路沿线微山湖区的微湖大
队、鲁南铁道大队、沛滕大队和峄县县大队合编
为鲁南独立支队。鲁南铁道大队编为独立支队
二大队，大队长刘金山，政委先后由孟昭煜、文
立正、杨广立担任。1944年9月，鲁南军区独立
支队二大队奉命恢复鲁南铁道大队番号，仍隶
属于鲁南军区，大队长刘金山，政委先后由张洪
仪、郑惕担任。

铁道游击队紧紧扼住日军的铁路交通命
脉，给日军以出其不意的沉重打击，日伪军因此
对铁路戒备更加森严。铁道游击队活动的微山
湖、枣庄、临城、峄县、滕县，又大都是敌占区，处
于日军的铁蹄践踏和血腥恐怖之中，战斗和生
活十分艰难。

铁道游击队东距离鲁南军区根据地抱犊崮
山区虽然只有百多公里，但要汇报、联系一次工
作却非常困难，需要翻山越岭，冲破日伪道道封
锁线，途中随时都有发生战斗、作出牺牲的可能。

张光中和军区其他首长，特别关心和爱护
这支队伍。根据铁道游击队具体斗争环境规定
其主要任务：掌握日军的交通运输情报，并向军
区汇报；不断扩大自己的队伍，解决部分军区部
队所需物资和药品，并在日伪内部发展自己的
力量；保护津浦铁路和微山湖畔秘密交通线的
畅通，安全护送过往领导干部。

整训时，张光中亲切地对铁道大队干部战
士说：“你们战斗在敌人眼皮底下，一定要讲究
策略，注意隐蔽，千万不能暴露自己；还要不断
壮大扩充自己的力量，保护好帮助过我们的群
众。”“要扩充武装，向军区要枪要炮是没有的，
我们没有兵工厂，只有向敌人去要。”

铁道游击队遵照指示和要求，利用铁路这一
日军的交通运输线，为军区和自己提供了大量的
军需物品和武器弹药，多次受到司令员的表扬。

1940年至1942年，是鲁南地区军民抗战最
艰苦、最困难的时期。军区首长考虑到铁道游
击队干部战士长年活动在敌占区，战斗十分频
繁，吃不好，睡不好，总是过一段时间就把他们
调到山里去整训，提高战斗力，也使队员们得到
休息。

1940年11月，铁道游击队连获胜利：血染
洋行、配合山区反“扫荡”、破袭临枣支线、切断
日军电话线、扒掉铁轨三里多。日军狗急跳墙，
加紧“清剿”与“扫荡”，国民党顽军也乘机大搞
反共摩擦。

敌情紧急，鲁南军区立即命令铁道游击队
去临沂南部的埠阳休整。张光中亲自到埠阳看
望干部战士，并细心听取汇报，还同队员们促膝
谈心，问长问短，了解健康状况，甚至问到睡在

露水地里、老乡家里有无被子，能否喝到热汤、
想不想家等等，队员们无不深受感动。

经过月余休整，干部战士体能恢复，思想觉
悟和战略水平有很大提高。1941年1月，铁道游
击队返回临城津浦铁路一带，以微山湖为依托对
敌斗争。10月，盘踞鲁南的日军不断向抱犊崮抗
日根据地“扫荡”，我鲁南根据地军民面临极大困
难，连日战斗，战士负伤消毒只能用食盐，药品极
缺，不少战士牺牲或残疾……张光中等首长指示
铁道游击队，一定要千方百计搞到药品。

一天，临城车站铁道队的内线宋邦珍报告：
有一车皮药物刚从日本运来，晚上经过临城车
站南运。铁道游击队经过周密部署，火车刚开
出临城站，队员梁传德、孟庆海就飞身上车，火
速掀下30大箱药品。刘金山、王志胜带领队员
马上搬运，发现均为外伤消炎药，还有几台十分
少见的显微镜。张光中听说送药来了，立即看
望并连连夸奖：干得好，干得好！

由于敌人“扫荡”“吞食”，鲁南根据地军民面
临困境，缩小到“东西十余里，南北一线牵”，成了
一枪能打透的根据地。生活更是极度困顿，上至
司令员，下至战士，吃的是树皮、草籽、野菜。

铁道队员送药时，军区机关已经断粮好多天
了。整个部队吃的是用花生饼、柿子皮加上豆饼
磨成的面，掺上八成野菜。有时偶尔给首长弄点

“保健饭”，也只是地瓜粉和高粱面窝窝头。
张光中等军区首长，为招待铁道游击队送

药队员，把饭让出来，自己吃野菜。队员们知道
后，感动地说：“首长这样关心我们，今后要搞更
多的物资送到军区。”不久，他们飞登火车搞了
1200匹布、800套军装和大批医药器械，安全送
到鲁南根据地，解决了根据地的燃眉之急，粉碎
了日伪军封锁消灭我军的图谋。

在张光中司令员和上级领导关怀下，铁道
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增加到500多人/枪，配
合主力完成了许多战斗任务，就像钢刀时刻插
在敌人的胸膛。

铁道游击队七年间，战斗故事历历在目，英
雄事迹可歌可泣，无不富有传奇色彩。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公开宣布
无条件投降。10月末，侵占峄县、枣庄、滕县的
日军官兵拒不投降，携带家属企图逃跑。

张光中司令员命令铁道游击队阻止日军，
迫其缴械投降。日铁甲列车行至津浦线沙沟站
北姬庄，见铁路已被破坏，便返回临城。铁道游
击队迅速破坏了姬庄以北的铁路，日铁甲列车
等只好停在姬庄附近。

经多次交涉谈判，1945年12月，日军接受
投降，鲁南军区派两个连队协助铁道游击队受
降。投降日军及其家属共2000多人，仪式进行
了10多个小时。日军共交出轻机枪130挺、大
炮数门、步枪1400支、子弹100箱、铁甲列车一
辆和其他物资一大批。

仪式结束，已是晨光熹微，战士们兴奋异
常，纷纷用缴获来的机枪、步枪向微山湖里射
击，以庆贺胜利。更可喜的是有40多名日军炮
兵返回，请求参加中共军队。张光中司令员批
准了他们的请求。

最后，张光中司令员还应日军恳求与其见
面并训话。败军兵将见到张司令高大奇伟的身
躯，慈眉善目的微笑，皆感惊愕，不敢相信这位
身穿布衣，看似朴素平凡的人物，竟是叱咤风
云，使他们闻风丧胆的张将军，心中油然泛起敬
畏之意，赶忙立正，向张光中司令员敬礼……

千万册小说3652万册连环画背后的铁道游击队
董学君 董硕

6月10日，“庆祝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济宁汉任城王墓黄肠题记刻石拓片精品展
暨探寻汉隶之美，体验汉文化魅力”活动，在济
宁汉任城王墓管理所举行。

这次活动由市文联、市文旅局、山东理工职业
学院文化旅游和艺术学院、市文保中心、市书法家
协会共同举办的。在“文物保护利用和增强文化
自信自强”主题之下，活动以充分挖掘、利用济宁
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让文物动起来、活起来，使
文物走近生活，让人人感受汉文化魅力，体验汉隶
书法艺术之美的生动实践为内容。

2014年以来，济宁市书法家协会深挖济宁文
化资源，探索书法文化“两创”实践之路，立足传承
和弘扬书法艺术，共铸“文化济宁”品牌，在培养书
法人才、繁荣书法创作、打造书法品牌、开展书法惠
民服务活动中，彰显了书法在新时代的文化担当。

打造济宁书法品牌
济宁是闻名中外的汉碑之乡，在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肩负重要使命。
汉碑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数量以山东为最，山东又
以济宁为冠，素有“中国汉碑半济宁”的盛名，数量
大、精品多、品级高，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
位，不仅有著名的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鲁峻
碑、景君碑、五凤刻石、莱子侯刻石等，还有蔚为大
观、堪称汉代隶书字汇的汉任城王墓黄肠石题刻。

2016年，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与省书协联
合主办，市书协承办，立足本土传统文化资源优
势，携手文化学者，创意启动了“孔孟之乡汉碑
行”活动。海内外书法家广泛关注响应，收到各
省、市、自治区作品4100件，学术论文60余篇。
最终评选出入展作品212件，入选论文30篇。

济宁市书法家协会已连续7年打造“孔孟之
乡汉碑行”品牌活动，组织大型展览活动7场，访

碑活动4次，学术研讨会3场，出版图书6部，摄
制了《济宁汉魏碑刻影像志》《圣地石华——济
宁汉魏石刻艺术》专题片，系列活动在“印象济
宁”外宣精品征集评选中获得优秀奖，擦亮了

“汉碑—济宁—隶书”书法名片。
打造区域书法活动品牌，连续举办两届“孔

子书法奖”济宁市书法篆刻展、两届济宁市篆隶
书法展、“黄易篆刻奖”济宁市篆刻艺术展等具
有济宁地域文化特色的展赛活动。

拓宽书法传播路径，举办3届“济宁市电视
书法篆刻大赛”，持续开办《书法济宁》栏目4年
多来，已播出节目457期，创造了全省乃至全国
地级市电视书法栏目的新特色、新品牌。

彰显济宁书法软实力
重大主题精品创作中，济宁市书法家协会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100周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喜迎党的二十大等
重要节点，以及创建文明城市、廉政教育、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等重点宣传中，举办大型艺术展
览活动35场次，创作推出大批书法精品。

做强高端书法展赛过程中，济宁承办了全
国当代隶书优秀作品邀请展、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全国书法篆刻名家邀请展等中书协及其专业
委员会主办的4场展赛活动，承办省书协主办
的展赛活动20余场次，邀请全国名家来济开展
讲座培训、看稿会等30余场次，开阔了学术视
野，提升了高标准办展能力。

打造书法艺术交流品牌，开展对外文化交
流，与韩国本部湖南支会联合主办“相约孔孟之
乡·2018中韩书法交流展”及学术互访，高标准
接待了日本、马来西亚书法代表团；先后与济
南、东营、安阳、鹤壁、焦作、无锡、扬州、上海、乌
兰察布、上饶、晋城、柳州、徐州、北京和台湾省

开展书法篆刻交流，赴新疆英吉沙开展“文化润
疆，书法惠民”活动；组织书法家参加了2021

“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仪式等，提升了济宁
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聚焦精品拓展提升
举办面向全国及全省大展培训班、看稿会30

余场次，组织会员备战各大展赛。据不完全统计，
近10年来，在全国书法篆刻展中获奖入展161人
次，在全省书法篆刻展中获奖入展530人次，形成
了高端人才众多、年龄结构合理、创作实力雄厚的
书法创作队伍。济宁市现有中国书协会员131
人，山东省书协会员525人，尤其是2014年以来
新增中国书协会员49人和省书协会员230余人，
在全省位列前三。2023年启动的“儒韵菁华”济
宁市优秀青年书法篆刻人才培养工程，为青年书
法篆刻人才成长和推动精品创作注入新动力。

创新志愿服务行动
打造“福送万家”“传承好家风”志愿服务品

牌，在新年春节与“5·23”全国文艺志愿服务日
前后，组织书法工作者每年开展书法惠民120
余场，被中书协授予2017年度、2023年度“书法
家送万福进万家”志愿服务公益活动先进集体，
被省书协连年授予“百县千村书法文化惠民”活
动先进集体。

拓展书法志愿服务新形式，以各类主题组
织200余名书法篆刻家集中创作书法篆刻作
品。录制书法讲座和系列课程，通过微信公众
号、电视栏目等媒体广泛宣传，形成了新媒体常
态化线上培训新模式。

发挥书法艺术社会功能
支持太白湖新区石桥镇北王一村创立孝和文

化博物馆，向村民赠送“孝和文化”书法作品，打造
孝和中堂文化村。北王一村荣获全国乡村治理示
范村、山东省生态文明村、山东省文明村，山东省
书香之村、山东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等荣誉。

与市强制戒毒所联合成立书法培训基地，
对戒毒人员开展文化教育，合作完成的书法戒
毒论文获全省戒毒系统优秀调研论文一等奖，
经验做法在全省推广。

组织书法家书写楹联书法作品，在任城、梁
山、泗水等县市区公园、景区、医院、高校、宾馆
打造特色书法文化长廊，充盈重要场所文化内
涵，助力楹联先进县建设。

自2016年起，联合市教育局语委办开展济
宁市书法骨干教师培训5期、济宁市硬笔书法比
赛5届，培训基层骨干书法教师400余人，提升
了济宁市书法基础教育水平，传承了“写好中国
字，做好中国人”的精神。

与企业联合打造国学大讲堂，丰富职工精神文
化生活，促进企业和谐健康发展。自2016年起，与
济宁银行联合举办了5期国学书法大讲堂；联合鲁
抗医药公司，多次举办鲁抗员工书法培训班。

2019年，联合济宁广播电视台、济宁建设
银行分别开办了广电书画院、建行书院等。

2020年起，与济宁公交集团联合举办了三
届职工文化艺术展等，面向企业和社会开展优
秀传统文化在社会层面的普及与传播。

图为身着汉服的儿童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参加“探寻汉隶之美，体验汉文化魅力”活动。

■成岳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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