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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宗锋

进入五月，阳光炽热起来。
聊城公园东南角，有个地方绿树
掩映、闹中取静，那里坐落着聊
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赵
以政墓。赵以政和三弟赵以堂
长眠于此。

“ 赵 以 政（1904 年 —1928
年），聊城城关姚园子街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鲁西县
委委员、代理书记，1928 年 6 月
19 日牺牲于聊城南关。”几十个
字的墓志铭，让聊城市革命老区
建设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
如峰感慨不已，“这个墓志铭里，
至少透露了两个关键信息，一
是，赵以政加入党组织时间较
早；二是，他是聊城第一个为革
命牺牲的共产党员。”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1928
年2月9日，夏明翰在湖北武汉遇
难。仅仅4个月后，比夏明翰小4
岁的赵以政牺牲于聊城南关。慷
慨赴难之前，他也曾写下一首诗：

“爱国本无罪，革命更无辜。死刑
何所惧，我径向天呼！”

一样的壮怀激烈，也一样的
让人“意难平”。

赵以政墓。 赵宗锋 摄

赵以政（资料图） 刘如峰讲述赵以政的革命经历。赵宗锋 摄

英雄不死 盛世如愿

松柏静默，赵以政的墓前很安
静。刘如峰说，在聊城公园保留赵
以政墓的同时，正在建设中的聊城
烈士陵园纪念馆中，将用现代化手
段复原一个场景：1927 年 10 月，中
共东昌县委在赵以政家中成立。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
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
锋。家乡人民也从来没有忘记这位
先驱者，每逢清明节，都有不少人到
他的墓前瞻仰献花，城区不少学校
还在这里组织主题班会。

革命信仰大如天，赵以政曾经
成长和战斗的地方，始终是聊城青
少年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的主阵
地。今年，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成立100周年之际，团市委加快构建
新时代少先队工作体系，通过优化
少先队辅导员队伍结构、打造校外
实践基地等多种形式，引导青少年
赓续红色血脉，争做时代新人，坚定
不移跟党走。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
承。与牺牲前的赵以政差不多年
纪的当代青年，以“敢叫日月换新
天”的豪情在各条战线上勇立潮
头。他们组建“青年突击队”，开展

“青春建功新聊城”行动，凝聚起助
力“六个新聊城”建设的磅礴青春
力量。

每一天的聊城公园，都是热热闹
闹的，每个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
全感写在笑脸上。如今的新时代，正
是革命先烈孜孜以求的盛世。“我们
的国家已经变得更加富强。我们可
以告慰他们了，他们的血没有白流。”
刘如峰说。

父子同学 全家革命

呈现在记者面前的赵以政墓，整个
墓园东西长约 16 米，南北长约 30 米，苍
松矗立，肃穆庄严。墓园内干净整洁，从
门口摆放的清扫工具可以看出，不断有
人前来打扫。

1928年，赵以政牺牲后，聊城党组织
在赵以政的出生地——聊城姚园子竖立
墓碑。上世纪70年代，赵以政墓被迁于
此地，与他一起长眠于此的，是他的三弟
赵以堂，他们的碑文为聊城著名书法家
吴云涛所写。

事实上，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更
早参加革命的赵以政，带动全家人走上
了寻求真理、救国救民的道路。

历史中有这样一个镜头：1926年8月
20日，赵以政的二弟赵以凯和同学王之
茵、李若学等十几名省立二中学生，离开
聊城奔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军官预备
班。而在此之前的1925年11月，赵以政
已经受革命浪潮影响，与同学聂子政、王
寅生、孙大安等人一起，辍学南下，考入
黄埔军校第四期。赵以凯等人奔赴广
州，正是在赵以政不断写信动员家乡亲
友投奔大革命洪流的背景下进行的。

在黄埔军校，赵以凯和大哥一样，积
极参与革命进步活动，1926 年底便加入
中国共产党。而三弟赵以堂，1937 年参
加革命工作，1940 年牺牲于抗战一线。
四弟赵以彭以及儿子赵彬也先后参加了
革命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赵以政的父亲赵子
芳老先生，那个在自己家里开私塾的教
书先生，深明大义。他不仅支持几个孩
子先后走上革命道路，更曾于1923年春，
和儿子赵以政一起考入聊城县地方自治
讲习所，寻求政治上的出路，“父子同学”
被传为美谈；1927年，中共东昌县委设在
赵家南屋，老先生主动站岗放哨，并安排
家人照顾好来往同志的吃住，赵以政的
爱人和弟媳烧水做饭，保管传单和文件，
为革命工作的推进提供各种便利。可以
说，无论是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
是解放战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赵
家都为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坚如磐石 视死如归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条河，在赵以政
24岁的短暂一生中，有三个历史片段像
是激越的浪花，格外令人动容。

第一个片段，可以称作“一个农妇的
痛哭”。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激起了

全国各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怒潮。位于聊
城的山东省立第二中学的学生们，也开展
了反帝爱国的游行示威运动。赵以政还
和几个朋友自编自演了一出活报剧，他
扮演了一个躲避地主逼债的农妇，让丈
夫假死，然后“抚尸痛哭”，历数旧社会生
活的艰辛。他声泪俱下，感动得围观群众
痛哭流涕。一个进步青年的慷慨激昂以
这样的方式展现出来，让人心生敬意。

第二个片段，可以称为“暴动前的英
雄会”。1928年1月14日，在中共东昌县
委的领导下，坡里暴动爆发，在鲁西北举
起第一面革命红旗。在此之前，还有一
个“英雄会”的故事，当时，在阳谷坡里以
北，活跃着一支打着“替天行道”旗号的
绿林武装，首领是韩建德、曹万年。为改
造这支队伍，赵以政和聂子政主动联系
与两位首领会面，因势利导宣传共产党
的主张。面对两位首领的犹疑，赵以政
主动亮明身份，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和认
可。一位共产党员的机智勇敢，在这次

“英雄会”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第三个片段，可以称为“被捕后的视

死如归”。1928年6月7日，因叛徒出卖，
赵以政被捕。面对敌人的所谓“军法会
审”和只要在“自首书”上签字就可以获
释，甚至获得高官厚禄等种种利诱，他严
词拒绝。在残酷刑罚面前，大无畏的赵
以政更是以一句“爱国无罪，革命无辜”
怒斥敌人。临刑前两天，已知必死的赵
以政安慰前来送饭的四弟赵以彭，“要劝
慰父母和嫂子，不要为我难过，让他们好
好抚养我那未满四岁的孩子，将来继承
我未能实现的革命遗志”。一位革命者
不是没有牵挂和“软肋”，但当魔鬼的脚
步临近，他选择的是视死如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