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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聊城英烈谱

□ 潘凡玉

张敬文，原名张义堂，曾用名张兢
生、张瑞林、张生，1902年出生于阳谷县
田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8岁丧母，9
岁时，为生活所迫随父亲到大连谋生，
养成了刚毅、坚贞的性格。

张敬文17岁时，父亲托人把他送到
一个日本人开设的印刷厂当学徒工。
他在印刷厂昼夜拼命干活，也只能刚刚
挣够饭钱，还经常遭受工头的毒打，被
老板克扣工资。7年后，这个日本人想
变卖厂子回国，张敬文联络工友们筹借
2000元钱，准备购买厂子自己经营。日
本驻大连领事馆恃强凌弱，以“不能卖
给中国人”为由，强行将厂子没收。看
到日本人蔑视中国人的做法，年轻气盛
的张敬文愤怒至极，挥起铁锤砸毁了机
器设备。日本宪兵以“反日”“破坏工
厂”的罪名，把张敬文投入监狱。在狱
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百般折磨，他
坚贞不屈，还鼓励难友们团结起来与日
本人斗争。日本人企图杀害他，一位山
东老乡从中通融，他才得以取保释放。

1925 年，张敬文投奔到冯玉祥麾
下。他英勇善战，先后被提升为班长、
排长、连长。大革命后期，“四一二”和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使中国处于腥风
血雨之中，张敬文痛切地感到，要拯救
灾难深重的中国，国民党是没有希望
了。他愤然辞去军职，发誓要投奔共产
党，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27年8月，张敬文回到山东老家，

一年内没能找到中共组织，便带着遗憾
与期望来到吉林省德惠县，通过内兄王
朝品的关系，在东省特别区第二警察署
总署当了警士。他一方面秘密进行反
日宣传，一方面热切打听共产党的信
息。不久，中共地下党员吕清潭得知他
的活动，告诉他只要积极宣传革命思
想，团结工人、农民一起革命，具备了党
员条件，党组织就会派人联系他。张敬
文听了，茅塞顿开。从此，他白天阅读
进步书刊，晚上找铁路工人谈心，宣传
抗日救国思想。他常常对工人讲，中国
人不能受外国人的欺侮，我们要团结起
来干！

经过一年多的锻炼和考验，1929年
3月，经吕清潭介绍，张敬文加入中国共
产党。此后不久，他被提升为陶赖昭派
出所巡长，经中共满洲省委批准，于同
年6月15日到任。从此，他以职业身份
为掩护，开展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他
还托人给弟弟张义贵在日本领事馆找
了个役仆差事，张义贵为党组织提供了
不少有价值的情报。6月底，奉系军阀
的几个士兵抢劫老百姓的财物，为打击
其嚣张气焰，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张敬
文挺身而出，只身找他们交涉，逼迫其
退了赃。1930 年夏，奉系军阀换防，因
交通问题与派出所人员发生争吵，并将
派出所包围。张敬文脱掉上衣，手提马
枪冲出门外，与之唇枪舌剑、斗智斗勇，
使问题得到和平解决。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好河山沦入
日本人之手。张敬文根据中共满洲省

委的指示，在群众中广泛开展抗日救亡
宣传活动，秘密动员部分工人、农民参
加抗日游击队，同时，在斗争中发展共
产党员，壮大党的队伍。

1932年3月，中共满洲省委批准成
立陶赖昭特别支部委员会，直属满洲省
委领导，张敬文任特支书记。他一方面
积极慎重地发展党组织，一方面领导师
生罢课、农民暴动、工人罢工。他精心
组织铁道、交通、邮政等部门的工人罢
工，使日伪经济命脉陷于瘫痪。

同年10月，为尽快恢复被敌人破坏
的中共大连党组织，中共满洲省委决定
派张敬文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大连
开展工作，领导工人运动。张敬文根据
省委的决定，以回山东原籍为名辞去巡
长职务，于 1934 年 1 月第二次移居大
连。

张敬文到大连后，先在其舅父杨文
志家落脚，后搬到一位同乡、铁路工人
高恒星家居住。张敬文让其舅父做交
通员，与中共满洲省委联系工作。他自
己以《满洲日日新闻》印刷工人的公开
职业为掩护，依靠阳谷县同乡的关系开
展中共秘密工作。他将“满铁”、码头、
印刷等行业和单位作为重点，白天到工
厂干活，晚上到工人家中宣传革命思
想，培养党的积极分子，寻找发展对象，
严密慎重地发展共产党员。到1935年1
月，大连的党员达30名，建立了“满铁”、
西川印刷所、码头三个支部。由于党组
织不断发展壮大，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成
立大连市委，张敬文担任市委书记兼组

织部部长。他深入工厂，了解工人的劳
动和生活情况，把调查到的材料写成文
章，亲自刻字、印刷，发给党员和工人积
极分子阅读，使党员和工人群众的思想
觉悟不断提高。1935年春，张敬文利用
中日工人待遇不平等的事实，发动 200
多名铁路工人举行罢工。经过斗争，日
本厂主被迫接受了每人每天增加一角
钱工资的条件，并给工人修建了澡堂，
卖旧枕木给中国工人生火做饭。这次
斗争的胜利给大连铁路工人很大鼓舞。

1935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张福
生到大连任市委书记，张敬文任组织部
部长。张敬文欣然接受省委的安排，和
以往一样不分昼夜地工作。根据省委
的指示，他组织党员和大连工人北上参
加抗日联军，在极其艰苦的斗争环境
中，为大连党组织和工人运动的恢复和
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1936年1月，中共大连市委直属哈
尔滨特委领导。同年3月哈尔滨特委调
张敬文去哈尔滨任市委书记。他与吕
清潭共同开设荣华客栈，秘密开展党的
地下工作。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张敬
文被日本宪兵逮捕。敌人企图以他为
突破口，摧毁中共东北地下组织。面对
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他凛然不
屈，鼓励狱友团结友爱、同甘共苦，坚持
对敌斗争。8月的一天，日军将张敬文
带至套河子刑场。他昂首阔步，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
岁”的口号，壮烈牺牲。

摘自《聊城重要历史人物》

张敬文：在大连冒着生命危险发展党员

□ 田宝英

袁聘之，字诏三，1903 年出生于山
东省博平县袁楼村（今属山东茌平区）
一个农民家庭。他天资聪颖，自幼喜爱
读书，性格刚毅。

1925年，袁聘之从设于聊城的山东
省立第二中学毕业，考入北京法政大
学。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1926年3月，
他又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
校）第五期，并加入国民党。1927年8月
15日毕业后，他随国民党军二次北伐，
先后任排长、连长。1928年下半年退伍
后，他任博平县国民党县党部指导委
员。

1929年冬，袁聘之又考入北平大学
法学院读书。1934年夏毕业后，他历任
北平山东中学教员、山东省立惠民乡村
师范学校和济南高级中学训育主任。
1937年初，他任江苏南通学院讲师。

卢沟桥事变后，袁聘之弃教从戎，
赴武汉国民党中央战时干部训练团受
训，1938年毕业后任山东省军事整编处
参谋长，赴各地整编游击部队。同年11
月，他接任山东省第一区（泰安）行政督
察特派员。到任后，他凭丰富的经验集

结抗战部队，逐渐恢复县政机构，顺利
开展军政工作。12月，国民党山东省政
府调他任山东省第四区（临清）行政督
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翌年1月兼任山东
保安第二十二旅旅长。

在第四区任职后，袁聘之集结国民
党抗日武装力量预备杀敌，巡视各方，
积极推行县政，建立专署组织，征询并
采纳地方士绅的意见，使第四区的面貌
焕然一新。

1939年2月，日军大举进攻鲁西北，
夏津、清平、武城、临清等县城相继沦
陷，袁聘之立即率领第二十二旅转至临
清边境，在当地民众武装配合下迎击并
重创敌军。

3 月下旬，日军集结馆陶、聊城、堂
邑、夏津、武城、临清等县之敌，分数路
向鲁西北大举进攻。为避免无谓牺牲，
袁聘之率部转移到卫河以西袭击敌人，
积极推行河西区域的县政。一个月后，
他率领第二十二旅移驻清平、临清、堂
邑、博平一带，建立根据地，整理县政，
建立办事处，并亲率部队到高唐、禹城、
平原、恩县、武城、夏津等县游击敌人，
推行政令。至此，禹城、平原铁路以西，
武城卫河以东，高唐城南各区的军政逐

渐畅通，第四区各县军政工作全面展
开。同时，为尽量减少民众的负担，袁
聘之决定，第四区每亩地仅征收一毛五
分钱用于部队给养，并在区内整治金融
秩序，限制地方杂票、伪钞的流通，使第
四区金融平稳，流通畅快，阻止了日军

“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政策在第四区
的推行；通令各县政府暨各区乡限期恢
复学校教育，并规定奖惩办法。鉴于袁
聘之领导有方，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明令
将隶属第六区（聊城）的茌平、博平、堂
邑等县的特殊军政事件归袁聘之负
责。这三个县的军政活动也随之迅速
展开。

1939年夏秋之交，卫河西堤决口数
处。袁聘之亲往调查灾情，派部队将
25000 余名灾民运至河东，分配各区乡
予以救济，使众多灾民幸免沦为日本劳
工。

袁聘之告诫部下要廉洁勤奋、忠诚
勇敢、不怕牺牲，教育士兵要以忠实守
信待人。他本人则以冲锋陷阵、不畏艰
难的精神感召人，赢得了部下和民众的
敬佩。他的传令兵曾说：“我实在是敬
佩袁司令的革命精神，在作战指挥中，
从不顾及自身的安危，冲锋不畏炮火猛

烈，他忠勇爱国的忘我精神，令我非常
佩服。”

在第四区任职的15个月中，袁聘之
率部与日伪军作战27次，毙日伪军600
余人，俘日伪军 10 余名，缴获迫击炮 1
门、步枪100余支。1939年3月，在吕堂
战斗中，袁部击毙日军少将司令浅野，
使日军的嚣张气焰大大受挫。时任国
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的沈鸿烈称：“吾
省内，环境最为恶劣者，惟四区；而政绩
卓著，亦惟四区。若袁专员者，洵堪称
合乎抗建要求之唯一专员矣。”

1940年春，袁聘之被调任山东省第
一区专员。他对同事们说：“咱们大家
要更加奋勉，再接再厉，一定要尽力挽
救当前国家危难。”不久，他又奉命率第
二十二旅一部南下，转战于河南省宁陵
一带。在周旋中，第二十二旅与围攻开
封的2000多名日军在毛家楼遭遇。袁
聘之身先士卒，冒着枪林弹雨指挥所部
激战八小时，因寡不敌众，于 3 月 28 日
陷入日军重围。在炮火中，他身负重伤
牺牲。新中国成立后，袁聘之被追认为
革命烈士。

摘自《聊城重要历史人物》

抗日爱国专员袁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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