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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阿二郎拳
东阿二郎拳是我国的优

秀拳种之一，讲究“演、练、看、
用”，拳术体系完整。其风格

古朴雄浑，大开大
合，节奏分明、技法

清晰、以勇见长。东阿二郎拳
2016 年被列入山东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性传承
人为于庆芝。

经过无数著名武师的传
承发展，东阿二郎拳成为一支
独具特色的武术流派，一度享
誉武林，在鲁西大地深受群众
的喜爱和推崇。东阿二郎拳
第九代传人刘洪贤整理编写
的拳谱记载，明洪武年间，曾
学武于少林，习得一身武艺的
山西省张氏兄弟移民东阿，东
阿富户武师高氏与之相交。
高氏之子高丰聪慧过人，将两

种技法融会贯通，在此
基础上创编二郎拳套
路“四门斗”“调膀连环
捶”。因该拳术以二人
对练为主，又始创于东
阿，故称之为“东阿二
郎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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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改名只为奏响英雄赞歌

本报记者 孙克锋

“冠县有一名抗日英雄叫耿锡华，在
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展现了非凡的才干，
战功卓著。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他在一
次战斗中英勇牺牲。后来他所在的村庄
因此改名为锡华村，而他的故事也在当
地广为流传。”4月15日，聊城市地方史研
究会副秘书长齐庆伟说。

1920 年，耿锡华出生于冠县清水镇
西焦庄。他自幼务农，后为养家糊口，以

卖馒头为生。1938 年春，耿锡华加入中
国共产党。1939年夏，日军占领冠县城，
八区的封建顽固势力也猖獗起来。为打
击封建顽固势力，根据中共冠县县委指
示，耿锡华在本村红枪会的基础上，建立
了民兵队，任指导员。他晚上带领民兵
割电线，破坏敌人的设施；白天以卖馒头
为掩护，到敌人聚集的清水镇贴标语，宣
传抗日救国思想，瓦解敌人。

不久，耿锡华带领农民推翻了本村
的旧政权，建立了农会，并被推选为农会
会长，带领全村群众抗粮抗税，与敌人展
开了坚决斗争。1942年4月，伪顽齐子修
部侵占了冠县桑阿镇一带，并把司令部
安到了西焦庄南十几华里的朱庄。在党
的统一部署下，耿锡华带领民兵和群众
与齐子修部展开了几次激烈战斗。

随着斗争不断深入，1943 年西焦庄
和周围村庄建立了民兵联防大队，耿锡
华被推选为大队长，经常指挥联防大队
联合行动，不断打击“扫荡”的敌人。
1944年8月，耿锡华带领队员在清水镇汤
村一带同进村抢粮的日伪军展开了激
战，打死打伤日伪军80多名。由于作战
英勇，他出席了冀鲁豫边区群英大会，被
授予“冀鲁豫边区民兵英雄”称号。

1945年7月8日晚，他率领民兵同前
去西焦庄偷袭抢粮的500余名日伪军展
开了殊死战斗。在身中数弹的情况下，
他们与敌人巧妙周旋，为增援部队的到
来争取了时间，使敌人偷袭计划落空。
他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当时耿锡华
年仅 25 岁，他的大儿子耿学奎才 6 岁。
中共冠县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在他牺

牲的地方召开了追悼大会，并把西焦庄
改名为锡华村。

在锡华村村西田间黄河故道北沿，
周围树木林立，耿锡华烈士之墓便坐落
于此，现为县级重点保护单位。每年清
明节，都会有大量市民和学生前来扫墓，
纪念耿锡华烈士。

关于西焦庄的来历，中国文史出版
社2022年8月出版的《冠县地名志》是这
样记载的：明初，张、胡两姓从山西洪洞
县，常姓从临清市烟店乡常庄迁至焦庄
旧址重建新村，仍沿用焦庄村名。清道
光十一年（1831年）版和1934年版《冠县
志》均载“焦庄”。焦庄后分为东西两村，
此村居西，称西焦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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