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11.16星期四
责编/王欣 美编/鲁璐 文检/杨艳萍A14 烟台街 烟台民意通热线

6601234

一场初雪后，与朋友相约到栖霞的元古道
场游玩。道场往昔因有道人结庐为居、传道乡
里而得名。道场内有一道士夼，道士夼顶有一
方湖塘，三五成群的香椿雁、小水鸡聚在岸边
起舞嬉戏，好一幅水墨写意画卷。行至湖塘东
南道旁，忽见有一米高的水泥平台，大理石底
座之上四块整齐的碑首赫然入目，古朴拙美，
落叶铺衬，给苍茫冷寂的道场平添厚重之感。

四块碑首一字排开，均高一米有余，八九
十厘米宽，十来厘米厚，正反面均刻有“双龙戏
珠”雕饰，却均不见碑身碑座。细看起来，因年
代碑文内容不一，龙的图案有所不同。

第一块“圣旨”碑首。俗称“龙头碑”，石灰
岩质地，上方“双龙戏珠”，像极螭龙，额有“圣
旨”二字。背面图案轮廓模糊，磨损严重，龙首
部分没有镂空，成高浮雕样式。

第二块“褒扬”碑首。汉白玉质地，品质为
四块碑首之最，通体雕刻着精美的双龙戏珠，
两条腾飞的巨龙，驾着祥云盘旋在石碑的顶
端,在龙身下方刻有微型双层石牌坊,正中为

“褒扬”字样；整个碑首背面竖刻“流芳百世”四
个大字。

笔者好奇心起，拍片请教文物部门的专家
朋友，得知这类石碑多为贞节碑、功名碑，但碑
首实物却较为少见，栖霞牟氏庄园文物库还有
一块。碑文多为各级褒奖对社会有重要影响
和突出贡献的家族或个人，立德、立功、立言，
激励当世，垂之史册，昭示来兹。

“流芳百世”，是古代上至帝王将相，下到
布衣百姓最理想的家国情怀，然而能“流芳百
世”的往往是代表民族精神层面的意识形态。

第三块“公令”碑首。胶东地区已不多见，
本地花岗岩质地，“双龙戏珠”纹刻精美，栩栩
如生，惟妙惟肖。“公令”二字更彰显出一种君
威，以公文碑为主，类似现代的“公告”，比如各
级州府县衙号令百姓保护山林等；碑首背面的

“恩荣”二字，“受皇帝恩宠的荣耀”之意，一般
记载历代皇帝对名门望族或名士的褒奖，有时
同于“褒扬”，包括各种敕书、诰命、御制碑文
等，通过重君恩来彰明祖德。

第四块“圣旨”碑首。与第一块相比，双龙
的造型略有不同，质地为本地花岗岩，背面的
整个图案纹路清晰，美观大方，为典型的双面
透雕工艺，凝练着古代工匠精湛的石雕技艺。

相距四碑首不远处，还有一块清代戒赌碑
的碑身，石灰岩质地，一米半高，六十厘米宽，
十七厘米厚，告示碑文楷书镌刻，字迹清晰，遒
劲有力。右上方碑题《钦加同知御特授栖霞县
正堂加十级记录十次郑》，正上方碑章，隐约刻
有“栖霞县印郑晨之制”字样，正文为地方禁赌
的乡规民约。左下方落款处有“咸丰十二年”

“阖屯人等敬立”等字样，应为县衙批准，全村
人发起，郑晨之为功德主出资修建，通过戒赌
寄托“家和万事兴”愿望的乡风碑，距今已有一
百六十余年历史。

同行的山东大学教授赵卫东先生感叹：四
块碑首和戒赌碑雕刻都很精美，民间难得一
见，它承载着胶东乡间的历史记忆，也是一种
乡愁。探询元古道场庄主人，对方说自己可能
与这些乡间遗珠有缘，四块碑首中有一块是农
场开发时发现的，其余三块和戒赌碑皆从河
床、道边等荒野之地偶得之。他觉得是文物，
便请人逐一搬运回道场安家，也算是对古人留
下实物的一种保护和传承。

由茅盾先生翻译的《第比利斯
的地下印刷所》一文，曾是我国初中
语文课本的传统篇目，文中详细介
绍了沙皇俄国时期革命者在格鲁吉
亚首都第比利斯郊区创设的一处地
下印刷所。1903年，斯大林和他的
同志们在此借一盏马灯的光亮，用
一台脚蹬印刷机，印制了大量革命
文件和宣传品。1906年，印刷所被
宪警发现并破坏。1937年，苏联政
府为了保存这处革命史迹，原样复
制了构建隐秘精巧的地下室及地面
居住小院，作为纪念馆保存至今。

那些年，一起读过这篇课文的
人们可能不会知道，我国抗日战争
时期，在胶东的八路军中曾有一批
穿着军装的“印刷兵”，他们既在残
酷的战场浴血战斗，又经常秘密掘
洞装机、印制报刊。敌情危急时候，
为遮人耳目，供人进出的洞口只能
容一人匍匐爬行。洞中无光亮，一
碗油灯昼夜不息。靠人力驱动的
印刷机日复一日铿锵运转，一张张
《大众报》及其他印刷品，就从这里
飞向胶东各地，传递革命信息，鼓
舞斗志。

那是1942年11月中旬，日伪
军两万余人在海、空军配合下，分区

“扫荡”我胶东抗日根据地。第一阶
段从我根据地的外围开始，在烟青
路东的栖霞、海阳等地“拉网合围”；
第二阶段向我东海根据地合击“清
剿”；第三阶段向我西海合击。胶东
大众报社此时的驻地正处于“拉网
合围”区的中心，报社全体工作人员
随同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机关干部
都落入敌人的巨大包围圈。困境
中，铅印厂厂长李征夫带领部分印
刷工人，拼死突围成功，在敌占区前
沿，秘密完成印刷石印版《大众报》
的艰巨任务。

这次反“扫荡”开始时，报社延
续以往经验，采取就地疏散、化整为
零，与群众一起行动的方针，机器、
物资全部分散转移出去，目的是保
存有生力量以利尽快复刊。按照这
个战前部署，敌伪军进入根据地后，
大家都顺着敌人前进的方向撤退，
以便伺机甩开敌人，突出包围圈。

谁知敌伪军白天靠飞机指示目
标，尾随我方人员，边搜索边前进；
夜间则沿包围圈烧起篝火，每个火
堆周围都有成班的士兵巡逻，以防
我方突围。报社的全体人员被迫向
东南方向辙退，彼此之间多已失去
联系，及至分头撤至马石山区时，才
发现已陷进日益缩小的包围圈中。

危急时刻，铅印厂厂长李征夫
带领几个人攀爬到马石山高处，四
下一看，这才发现东西南北全是敌
人，似乎没有任何空隙能冲出去。
他们没有束手待毙，几个人借巨石

掩护，仔细观察、寻找封锁线的薄弱
环节，又试探着突围几次，都被密集
的火力压了回来。人没冲出去，反
倒再次被打散……

这时山上人员复杂，又多又乱，
部队、民兵、地方干部、群众混杂在
一起，报社跑散的人员很难再集合
起来。此时，李征夫身边的战友仅
有姜克涌一人。三年前，他们两人
共同经历过惨烈的河南村突围战，
有殊死一搏的战斗经历。面对险
情，两人略一商量，决定在天将拂晓
时设法接近封锁线，择机冲出去。
凌晨，他们趁夜色爬上一个山头，还
没选好突围线路，一排子弹擦身而
过，显然已被敌人发现。二人随枪
声迅即卧倒，也顾不得察看地形，双
手抱头顺着脚下的山沟滚下去。敌
人射击过后，发现目标消失，也再没
继续追击。

李征夫冲出包围圈后，发现报
社有些同志也从不同方向突围出
来，大家一见面，便迫不及待地打
听其他战友的下落。有人在与敌
战斗中牺牲，也有的在带领群众突
围时失踪……还有人告诉李征夫，
亲眼看见铅印厂的李学义、杨松等
人没能冲出火网，被敌人抓去……
可没过几天，这些人又回来了。原
来，大家反“扫荡”时都脱下军衣，
换上了百姓装束，没能突围的同志
被敌人押到烟台后，几经审讯，都
一口咬定自己是老百姓，后被派去
修复被破坏的公路。李学义在铁口
附近修路时，乘敌人防备不严，便跑
了回来。接连几天，突围出来的人
员陆续返回原驻地，一些战友牺牲
的噩耗令人悲愤不已，大家心里只
想着尽快恢复出报，用实际行动打
击敌人、慰藉亡灵！

报社领导分析形势后，认为此
时敌占区边沿地带可能相对安全
些，便将部分人员、设备迁移到牟平
敌占区附近的金家庄、罗家庄。这
时要出版铅印报已不可能，租房子、
装机器目标太大，容易被敌人发现，
即使正常开机，由于缺少敌情通报，
遇到偷袭时也很难及时拆解掩埋机
器，唯一办法是秘密潜伏工作。

大家在两个村之间的大山沟内
选中一处隐蔽位置，挖了个大洞，
把四台石印机安装在里面。电台
的同志则撤到驻地山上去，借着月
光抄收新华社电稿，由化装成拾
粪、串乡小贩的交通员秘密转交到
隐藏机器的洞穴。为防止敌特、汉
奸发现破坏，这处“地下印刷厂”构
筑得相当巧妙，洞外除留几个通气
孔外，连门也没有，只留一个仅能
爬着进出的小洞口供人出入和传
递东西。对此大家严格保密，也不
让群众知道。平时除布置几个人

在洞外站岗放哨外，其余同志在洞
中轮班工作，昼夜不停。四台石印
机除印报外，还突击印一份64开纸
的小册子，书名是《今年击败希特
勒，明年击败日寇》。

这石印机虽说比铅印机体积
小、结构简单，不用设置铅字库房，
实际操作起来也挺麻烦。这种240
多年前问世的古老设备，需由两个
人操作，一人将附有文字的石印版，
经打墨、铺纸、压紧后，另一人转动
摇把，推动石版实行压印。印完一
个版面，需将石面字迹磨掉，仅磨一
次石版就需20多分钟。因没有煤
油灯，洞里照明也因陋就简，在一个
大碗内放上些食盐，中间放上根用
棉花搓的灯芯，倒进些花生油，点燃
灯芯即可。这种灯油烟多、光线
暗，用磨石蘸水磨出来的石版很难
看清是否留有旧字痕迹，为保证报
刊字迹清晰，只能延长磨版时间。
压版、提墨、压印几道工序下来，印
成一页报纸需两个人忙活一分多
钟。几百份报纸印出来，人累得腰
腿酸软却没人叫苦，大家惦记着尚
不知下落的战友，人人心里憋着一
股气，每当从石版上揭下一张印好
的报纸或书页，都要说上一句：又
消灭一个敌人！是发泄愤恨，也是
为自己鼓劲。

因为天气寒冷，石印油墨凝固
不能用，要用木炭火来烤化，油灯
烟加上木炭烟在洞里乱窜，每个
人的脸上、鼻孔都是黑乎乎的，彼
此看着都憋不住笑。洞里无法设
灶生火，就轮换派人进村做饭，每
到开饭时间，外面的同志便将烀
好的地瓜、玉米饼子、咸菜送进洞
来，别看饭菜简单，吃起来很香甜，
谁心里都明白，就是这样的饭菜，
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换来的。此
时敌人就驻扎在附近，随时都可能
被偷袭。

有一天晚上，轮到李征夫、王
挺先两人到村内做饭。饭刚出锅，
村北头敌人的机枪响了。两人抬
起饼子拼命往外冲，由于跑的路线
恰是敌人机枪扫射的死角，竟然安
全脱险。偷袭的敌人进村后，搜索
半天也没发现石印厂的设备，打伤
了几个人也没问出结果，但群众赖
以生存的牲畜却被打死了数头。

就这样，在日伪军残酷“扫荡”
的艰苦岁月里，在敌人的眼皮底下，
由李征夫、王挺先、尹仲琪、姜克涌、
曹吉先、姜清海、胡玉功、郝才茂、姜
尚友、姜树梓、王元国、于伍、张进之
等30多人组成的“地下印刷厂”，毫
不动摇地坚守在山沟洞穴里，在烟
呛火燎的阴暗环境中，始终没有停
止印报工作，直至取得反“扫荡”战
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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