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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秋成

张廷焕，字文蔚，曾用名张学纯、张
廷，1903年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马张村
（今属临清市）。由于家境贫寒，张廷焕
9岁时才进入本村学人张金圻办的义学
就读。他聪颖过人，勤学善文，深得师
长器重。

后来，张廷焕辍学并结婚，但他并
没有因此放弃求学。他在距家 5 公里
的麻佛寺高级小学当校工，常常在工作
之余站在教室外旁听课程。乡绅张大
魁得知后，主动资助他完成学业。他的
表弟兼同学曹泗正也不时周济他。

复学后的张廷焕格外珍惜这来之
不易的学习机会，他的国文、算术、史地
等科目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张廷焕
还热爱体育活动，擅长书法绘画，所作
文章《长相思》曾在乡里广为流传。

少年时期的张廷焕就胸怀大志，关
心国事。五四运动期间，他积极参与抵
制日货等爱国活动。他还联合数名同
学，在村里开办夜校，为数十名中青年
农民教授文化知识。

1923年，张廷焕考入设于聊城的山
东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入学不久，他就
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凭借出色的文笔，
他后来接任了校刊主编一职。

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大革命的
浪潮席卷全国，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
校也深受影响。1926 年，随着北伐战
争的推进，革命形势日益高涨。阅读
了大量进步书刊的张廷焕内心燃起了
革命热情。怀着“追求真理、投身革

命”的理想，他加入了国民党在三师的
秘密组织——训育部（学生习惯称训
训部），并成为负责人之一。但是，这
个组织混杂着不少纨绔子弟，张廷焕
与他们政见不合，经常发生争论。同
年，张廷焕赴济南参加会议，结识了在
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的共产党
员李思孝（夏津县珠泉屯人），接受了
共产主义思想，并经其介绍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负责三师的建党工作。

1926年寒假期间，三师学生李成连
（李建华）、刘维鲁也由李思孝介绍入了
党，并负责在三师开展建党工作。1927
年新学期伊始，张廷焕、李成连（李建
华）等人通过同窗、亲友等关系，将那些
关心时政、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学业优
秀的进步青年团结起来，向他们宣传共
产党的主张，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启发
他们的思想觉悟，很快培养出 30 多名
党团骨干。随着形势发展，三师学生逐
渐分化为两大政治派别：一派是以张廷
焕、李成连（李建华）为首的“济南派”
（该派别因与济南中共组织保持联系而
得名）；另一派则是原国民党训育部改
组而成的“鲁西联席会”。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张廷
焕等人多次举办党团联席报告会、校友
演讲会，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疯狂屠
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恶行，同“鲁
西联席会”的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公开
辩论。4月28日，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
在北京残忍地杀害了李大钊。消息传
到聊城，张廷焕立即组织三师进步学生
召开大会。他发表演说，愤怒谴责军阀

暴行，痛悼革命先烈，深深打动了每一
个在场者。

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三师 30 余
名党团骨干分子在学校后院的饭厅里
集合。张廷焕主持召开三师中共组织
（后称东昌支部）正式成立大会。会上，
全体人员为李大钊默哀3分钟。随后，
张廷焕发表讲话，与会人员压低声音齐
唱《国际歌》，并分发油印的《成立宣
言》。

1927 年 7 月，大革命失败后，全国
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同年8月，中国共
产党领导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
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王寅生、赵
以政、聂子政等共产党人奉命从南方返
回聊城开展革命工作，将三师作为同国
民党反动派斗争的重要阵地。这极大
地鼓舞了三师党组织的革命斗志。张
廷焕等人更加积极地开展斗争，采取各
种方式壮大党团组织，组织党团骨干分
子在各种场合公开辩论，宣传党的主
张，成功争取不少中间人士转向革命阵
营。在他们的努力下，三师党团员迅速
发展到50余人。

同年10月，中共东昌县委（又称鲁
西县委）成立。张廷焕多次组织三师党
团员参加县委召开的政治报告会。他
还肩负着鲁西地方党与中共山东省委
机关的联络重任，经常冒着生命危险穿
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奔走于济南与聊城
两地，接受上级指示，传递革命信息。
在此期间，他还积极在亲友中发展党
员，利用假期返乡的机会，介绍在山东
省立第十一中学（该校设于临清）读书

的表弟曹泗正入党。
1928年2月上旬，东昌县委领导的

阳谷坡里暴动失败，奉系军阀张宗昌和
东临道尹陆春元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张
廷焕被迫离开三师，赴河北保定文学院
继续学业。不久，他辗转来到济南，与
中共山东省委取得联系，并担任省委秘
书长，以卖瓜子、纸烟为掩护，开展地下
工作。

1928 年底至 1929 年初，中共山东
省委组织部部长王复元等人相继叛变，
导致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29年春，
张廷焕等人在省委机关开会时，因消息
泄露，当场被“捕共队”逮捕，关押于济
南普利门外山东省监狱。

此前被捕的中共山东省委、团省
委主要领导人邓恩铭、刘谦初、宋占一
等人也被关押于此。他们互相鼓励，
团结一致，以绝食的方式进行斗争。
1929年4月和1930年9月，邓恩铭等人
先后两次组织越狱。张廷焕认为，在
敌人戒备森严的情况下，越狱是一种
盲目行为，风险过大，应当坚持狱中斗
争，等待形势变化，争取获得自由。因
此，他没有参加越狱行动。但是他的
这种想法很快就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凶
残暴行打破了。1931年4月5日，国民
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为向蒋介石
表忠，将邓恩铭等 22 名山东共产党的
重要领导人集体枪杀。同年7月30日
下午，张廷焕等3人也被枪杀于济南南
门外刑场。张廷焕遇难后，其父张树
兰将他的遗体就地掩埋。

省立三师中共组织的创建人张廷焕省立三师中共组织的创建人张廷焕

□ 郭明生

刘培桐，字海舟，1908年出生在山
东省临淄县（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刘
家庄一个农民家庭。其祖父、父亲均以
务农为生，兼办私塾并执教讲学。刘培
桐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受过良好的教
育。

1930年从济南高级中学毕业后，刘
培桐在本县第一小学（闻韶小学）教六
年级历史。1932 年，他任教于掖县师
范，因讲课生动形象、深入浅出，深受学
生爱戴，在学校声望很高，很快就被提
拔为教务主任。1934年夏，刘培桐考入
北平国民大学（中国大学）政治系。

1935年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学
校的学生为拯救祖国危亡，纷纷组织起
来，走向街头，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对日
不抵抗政策。刘培桐高喊“停止内战，
一致对外”等口号，走在游行队伍的前
列。他还联合进步同学，积极开展抗日
救亡宣传工作。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
面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许多
爱国学生加入抗日行列。刘培桐参加
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为抗日救亡奔

走呼号，支持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抗
战。北平失陷后，第二十九军南撤，刘
培桐辍学回家。在家的一个多月中，他
走门串户宣传抗日救亡主张，曾在村庙
前向100多名乡亲发表抗日演讲，揭露
日军侵华的野心和罪行，呼吁大家团结
一致，抗战到底。他还向群众讲解预防
敌机轰炸、防毒气弹等知识。

天津失陷后，大批平津学生流亡济
南，一部分人考入国民党第三集团军举
办的军政人员训练班。刘培桐深谙“国
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毅然辞别父
母妻儿，考入政训班学习。他离家近两
个月，仅写过一封家信。

1937 年 10 月，山东省第六区行政
督察专员、保安司令范筑先将军从第三
集团军政训班挑选了 240 名政训服务
员到聊城参加抗战，刘培桐也在其中，
被分配到政训处驻茌平办事处工作。

在此期间，刘培桐和政训处驻茌平
办事处的其他同志一起，积极组织人民
群众抗日，发动青年知识分子进行抗日
宣传，开办干部训练班，并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根据党的指示，他深入集镇和
村庄广泛发动群众，培养党员发展对象
和基层政权工作人员，并在一些较大的
村庄建立农会等群众组织，推动抗日运

动的发展，稳定社会秩序。1938年初，
刘培桐被调到政训处驻濮县办事处。3
月，为组织人民群众抗日自卫，尽快解
决党政军群对干部的大量需求，在刘培
桐的主持下，该办事处举办了农会干部
短训班。刘培桐承担了短训班主要课
程的讲授任务，用专题报告的形式向大
家讲授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国共
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农会的
主要工作任务、战时经济和减租减息政
策等。因刘培桐对党的各项政策领会
透彻，善于联系实际，他的讲解深入浅
出、生动有趣，深受大家欢迎。这个短
训班培养、发展了一批党员，为全县农
会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1938年5月，第六区政训处改为第
六区政治部，刘培桐任政治部民运科青
年股股长，同时被推选为中华民族解放
先锋队鲁西总队部青年服务部部长。
不久，在中共鲁西特委的安排下，刘培
桐赴中共冀鲁豫省委党校学习。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
成立中共鲁西区委员会，刘培桐被调任
至鲁西区党委机关工作。1940年1月，
他任区党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3
月任中共鲁西区第四（运东）地委书
记。他带领第四地委的工作人员，在配

合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的同时，深入开
展群众工作，组织、扩大抗日武装，带领
群众破坏敌人的交通设施，组织村民开
展联防联控，发展党员，建立农村党组
织。这些举措使抗日军民逐步掌握了
运东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动权，有效
保卫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1940年春，按照上级指示，活动在
运东地区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先遣纵
队等部调离，茌平县（今茌平区）抗日常
备大队等茌平、博平两县地方抗日武装
经整编后，奉命调离原驻防区。日伪军
乘机将魔爪伸向广大农村，封锁了各交
通要道，在重要地段和村镇安设炮楼据
点，并大肆培植汉奸势力。加上国民党
地方顽军活动猖獗，运东的抗日形势进
入严重困难时期。同年6月上中旬，第
四地委因在博平县活动受限，转移到茌
平、东阿地区。6 月13 日晚，刘培桐带
领地委机关与地委党校学员70余人进
驻茌平县（今茌平区）第四区张小庄。6
月14日凌晨，驻济南、茌平的数百名日
伪军包围了张小庄。刘培桐将所有能
够参战的人组织起来，与敌人展开了激
烈的战斗。战斗中，他和地委组织部部
长董景平（尉景平）等36名同志壮烈牺
牲。

血洒张小庄的刘培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