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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耕心，字一斋，乳名大考，1900年
1月19日出生于阳谷县九都杨村一个封
建绅士家庭。其父杨竹泉是私立安乐镇
崇实完全小学校长，倾心教育，清廉正
直。

少年杨耕心就读于崇实小学。1921
年7月，他考入设于聊城的山东省立第
二中学。在校期间，他好读书，寡言笑，
节衣缩食购买马克思主义刊物，并废寝
忘食地阅读，从而开阔了视野，打下了革
命的思想基础。

1926年春，杨耕心进入山东大学附
中高中班学习，继续执着地追求真理。
同年秋，阳谷籍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与
他有亲戚关系的共产党员王寅生等人来
济南发展党组织，介绍杨耕心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寒假期间，杨耕心介绍本家
的长工杨保善、杨保庆加入中国共产党，
成立了阳谷县乃至整个聊城地区的第一
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九都杨支
部，杨耕心任支部书记。

杨耕心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校方的注
意。1927 年春，在毕业前两个月，他被
学校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开除学籍。回
家后，杨耕心积极领导农民反对贪官污
吏和苛捐杂税，同地方封建势力进行斗
争。他经常穿上长工的破衣，戴上长工
的毡帽，深夜到农舍、牛棚、长工屋中和
贫雇农谈心，号召他们团结起来，夺取土
地，翻身做主人。他组织贫雇农在九都
杨、宋堤口建立农民协会，在九都杨成立
阳谷县第一所农民夜校，揭露地主豪绅
的罪行，抨击黑暗的旧制度，参加群众有

五十多人。
1927 年 7 月上旬，阳谷县官府横征

暴敛，激起全县人民的极大愤怒。杨耕
心认为这是发动群众的好时机，便书写
了很多“打倒土豪劣绅”“抗捐抗税”“打
倒贪官污吏”标语，在青年团员王筱湖的
帮助下，贴在城北村庄外。几天后，以徐
良府、熬盐场为中心的5万名农民手持
木棒、刀枪云集城关，将县城团团围住。
杨耕心也带领几十名农民参加了围城。
农民将阳谷县城围困了十多天，官府被
迫宣布取消苛捐杂税。

阳谷县坡里天主教堂仰仗帝国主义
的势力，勾结官府，欺压百姓，搜刮民财，
群众极为痛恨。大革命失败后，按照中
共山东省委的指示，中共东昌县委（又称
鲁西县委）决定在坡里教堂举行农民暴
动，开展武装斗争，杨耕心负责具体的领
导工作。1927 年 10 月，他利用亲戚关
系，说服教育活动在阳谷、聊城交界处的
绿林武装首领韩建德和曹万年率部参加
暴动，韩部武装成为坡里暴动的基本力
量。11月，杨耕心在梨园村王筱湖家中
设立东昌县委指导坡里暴动的联络站，
与县委委员聂子政一起做好暴动的准备
工作。

1928年1月14日，暴动队伍占领坡
里天主教堂，俘虏德国神甫和修女。暴
动期间，杨耕心晚上在教堂工作，白天
在家乡发动农协会员收缴地主富农的
枪支，建立农民武装，几天内，坡里聚集
农民武装五六百人。暴动军开仓放粮，
发布文告，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产生了

巨大的政治影响。由于军阀和反动官
府的联合镇压，暴动军在坚守 25 天后
失败。

坡里暴动失败后，杨耕心被反动当
局通缉，在当地无法存身的他经党组织
同意后，潜往东北，在哈尔滨邮局当邮
佐，并以职业为掩护积极为党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杨耕心多次给父亲
写信，陈述在东北当亡国奴的苦恼，希望
父亲允许他回家当小学教员。征得父
亲同意后，1932年9月，杨耕心返乡，在
父亲的安排下，到阿城县立第三高级小
学任国语教员。任教期间，他订购大量
进步刊物，自编教材，用马列主义教育青
年一代；发动全校学生罢课，反对国民党
反动分子。他虽然一直未与党组织取得
联系，却主动团结爱国人士，揭露蒋介石
的卖国政策，注意培养青年一代，利用各
种机会开展活动。他联合校内外进步力
量，团结社会爱国人士，以在哈尔滨耳闻
目睹的事实，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
内”政策的反动本质和日本帝国主义的
侵略罪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
剿”和文化“围剿”。

1933年寒假，北平地下共产党员韩
子栋回原籍阳谷，把杨耕心的组织关系
转到中共中央北方局，由他单线领导。
不久，北方局通过韩子栋转告杨耕心，
让他到苏区学习，但他因脚疾未能成
行。

1934 年 4 月，杨耕心和共产党员盛
北光、翟子超组建了中共安乐镇临时中
心支部，他任支部书记。同年秋，安乐镇

中心支部扩大为中共阳谷县委，杨耕心
任县委书记。他倡导建立阳谷县抗日后
援委员会和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
领导中坚社成员组织群众在街道、集市
以演戏、讲演等形式大力宣传抗日爱国
思想，发动募捐，支援前线。秋末，杨耕
心和共产党员王伯谨与设于寿张的山东
省立第八乡村师范学校中共支部建立联
系。不久，盛北光、翟子超等先后离开阳
谷，阳谷县委和中坚社的工作由杨耕心
一人领导。

1937 年 8 月，中共鲁西特委书记刘
晏春决定派杨耕心到国民党第二十六军
孙连仲部做策反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
努力，杨耕心在阳谷、聊城动员了近百名
进步青年和小学教师加入孙部。但因叛
徒出卖，策反工作失败，杨耕心紧急安排
一部分同志回原籍，一部分去延安。他
自己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到了八路军驻西
安办事处，被党组织安排在国民党统治
区做军运工作。

后来，杨耕心进入武汉国民党军事
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政治科学习，结
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第六师
任简报主任。在第六师，他曾因共产党

“嫌疑”被审查关押数月，释放后仍被严
密监视。此时，他向党组织提出回原籍
工作，未能如愿。

1943 年秋，在中日鄂西会战中，杨
耕心被俘，被日军惨杀于鄂西松滋县暖
气街。 （杨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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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庆，1919年9月出生于高唐县
董集村一个农民家庭。他早年在家乡
读完小学，1933年考入县立中学。在校
期间，他学习刻苦，成绩优秀。

中学时代的李恩庆胸怀远大抱负，
常常和同学谈前途、谈理想，筹划未
来。那时，有些学生对富家子弟能吃喝
玩乐十分羡慕，李恩庆却不以为然。他
十分鄙夷地说：“纨绔子弟，出息何在？
丈夫之志，必图大业！”

1937年上半年，李恩庆考入山东省
立聊城师范学校。七七事变爆发后，他
被迫辍学。高唐沦陷后，李恩庆先后任
教于本村和郭庄小学。其间，他借助教
学之便，在课堂上向学生大力宣传抗日
救国思想，在课下召集进步学生和师友
谈论国家大事，谋划救国之道。他说：

“抗日救国，匹夫有责。国难当头，不立
救国之志，何为炎黄子孙！”1939年秋，
经同学王一青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
党，走上抗日救国道路。

李恩庆入党不久，遵照中共高唐县
委的指示，与杜文英、冯立泉建立了中

共高唐县第五区委员会，他任书记。当
时，高唐的抗日形势极为严峻：日军占
据县城，伪顽势力十分猖獗，中共及其
领导的抗日武装受到夹击。为了开展
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
的力量，李恩庆经常往来于亲朋好友之
间，进行抗日宣传，积极稳妥地发展党
的组织，先后发展了王一明、李金贵、尹
增训、杨振一、杨奎亭等人入党。在他
的领导下，第五区党组织的力量迅速壮
大，一年内便有三分之二的村庄建立了
党支部，党员人数超过40人，成为高唐
县党组织工作的先进区。

1940年5月，高唐的国民党顽固势
力同日军、汉奸、土匪武装相互勾结，向
中共领导的高唐北部地区大举进攻，先
后杀害干部多名。八路军特务第三大
队被挤出卫（河）东，转移到禹城县第八
区一带。在白色恐怖面前，李恩庆带领
全区党员严格执行党在敌占区“隐蔽精
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
工作方针，团结各界进步人士，广泛建
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选派机智果敢的
工作人员打入敌伪内部分化瓦解敌
人。同时，动员进步青年参加冀南抗日
根据地的抗日武装。

1941 年初，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

经冀南、鲁西区党委协商并请示中共中
央北方局同意，卫东地区划归冀南区党
委领导。同年2月，为便于开展对敌斗
争，高唐划分为唐南、唐北两个县，分别
建立县委，李恩庆任中共唐南县委组织
部部长。不久，冀南区党委为开辟运东
根据地，组织武装东渡运河，进军高
唐。李恩庆闻讯，带领一些党员趁夜割
断了城西、城南一带日伪军的电话线，
中断了敌人的联络，为八路军进入高唐
敌占区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他还与
县委其他人一起组织唐南地下党员连
夜赶印传单并四处散发，宣传八路军的
抗日战绩，鼓舞群众斗志。

冀南抗日武装在唐南、唐北县境内
游击敌人一个多月，给敌人以沉重打
击，之后奉命撤回运西根据地。此后，
日伪军设卡子，封锁道路，推行“治安强
化运动”，唐南处于腥风血雨之中，抗日
斗争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面对极其
险恶的环境，李恩庆以董集中心校长的
身份，坚持战斗在唐南第五区。一次，
李恩庆计划到岳父家所在的曲庄活
动。曲庄坐落在马颊河西岸，是伪第五
区区部所在地。敌人封闭了曲庄东、
西、南三个寨门，仅留北门通行。当李
恩庆来到北寨门时，发现站岗的伪军对

进出的人盘查甚严，遂以“探病”为由进
了村子。曲庄是地下党开展工作的重
点村，李恩庆感到只用“探病”作掩护，
不易对付伪军，便把自己扮成一个嗜酒
如命的人，每次都带个瓶子打酒，以遮
人耳目，方便进村。他在做完党的工作
之后，就顺便在村地下党支部书记王一
明家中装一瓶子凉水带回去，偶尔打算
给站岗的伪军一点甜头时，才打上一瓶
酒。李恩庆由此得了一个“空酒瓶子大
老李”的绰号。

1942年2月，李恩庆接任唐南县委
书记，随后赴设在武城的冀南区党委党
校学习。4月29日，日军调集一万余人，
加上各地的大批伪军，在飞机、坦克的
配合下，对冀南抗日根据地发起规模空
前、极其残酷的“铁壁合围”。当日12时
左右，随区党委、行署机关、军区直属队
在武城北部一带休整的区党委党校人
员被敌人包围，李恩庆在突围中牺牲。

（张金洪）
摘自《聊城重要历史人物》

在敌占区机智战斗的李恩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