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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南地区与江苏相邻，上世纪30年代，中共山东省
委和江苏省党组织同时在那里开展工作。郭子化受中共
徐州特委委派，到枣庄恢复鲁南党组织。1932年10月，
在家乡江苏沛县等地开展斗争的郭子化，化名庞沛霖，
肩挑药箱，步行来到枣庄。他以行医为掩护，积极开展
地下工作。

在此之前，郭子化在安徽领导农民暴动失败后，受
到国民党当局通缉，1930年的时候化名葛幼如来到沛县
孔庄小学任教，担任语文老师，人称葛先生。

正在孔庄小学读五年级的丛林正是葛老师带的学
生，葛幼如老师讲课与其他教师不同。他不是按照课文
一句一句地解释，而是讲解课文的主旨和大意，有时还
另外选一些有名作家的散文让学生们读。他在讲课时，
还常常广征博引古今中外的一些掌故和事例，富有知识
性和吸引力。学生们都听得很入神。

包括丛林在内的好多同学经常去找他聊天，感情越
来越深。丛林和“葛先生”熟悉以后，葛先生专门找过
他，跟他聊一些从国民党当局如何腐败、土豪劣绅如何
压迫剥削老百姓、劳苦大众如何饥寒交迫过着牛马不如
的生活等等情况，也就是从这个时候丛林的阶级意识和

革命开始觉悟。
后来“葛先生”又组织部分进步同学读蒋光慈的

《少年漂泊者》、鲁迅的《呐喊》、《傍徨》等小说。当同
学们对穷苦人的悲惨生活表示同情时，他就又给这些学
生讲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正在南方打土豪、分田地建立
工农苏维埃政权，那里的老百姓已经不再受压迫剥削
了，凡是劳动的都有地种了， 丛林听到了这些，更加
向往共产党，向往苏区。这年冬天，丛林和七八个同学
一起在“葛先生”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郭子化在枣庄的工作开展起来以后，1933年2月将
丛林调到枣庄工作，帮助郭子化筹备建立党的组织。后
来，丛林一直留在郭子化同志身边工作。在共同的地下
斗争中，丛林从郭子化的身上学到了不少革命斗争经验
和斗争策略，也成为郭子化最为亲密的革命战友。特委
成立后，丛林担任特委秘书，为特委的建立和发展做了
许多实际的工作。

郭子化在枣庄街上开了个中药铺，通过给群众看病
广泛接触群众。他在总结以往斗争失败的教训中，在枣
庄开展工作之初，就十分重视把握隐蔽斗争的特点和方
法。为了职业掩护，为了让丛林和他的弟弟郭致远能像

个药铺的大夫，郭子化让丛林报考上海东亚医学院函授
班，并且教会了丛林很多中药药性等基本理论，不长的
时间，丛林就能够治病抓药，像个真正的大夫样了，在

“同春堂”有丛林、郭志远及肖平等年轻人在里忙碌
着，从外表看，“同春堂”药铺就是一家生意很好的行
医人家。

尽管特委成立了，但是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一直中
断，除了对内发展党组织,郭子化还积极派人寻找上级党
组织。1934年,他去徐州,通过地下党的联络站徐州食品
站蒋老板了解到宋绮云在西安杨虎城部任职。与宋绮云
联系上后,在宋绮云的努力联系之下，1936年初,中共苏
鲁边区临时特委为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下属组织。

1936年在被捕保释后回到枣庄后立即召开特委紧急
会议，决定将特委转移到抱犊崮山区费县高桥镇，而丛
林河郭子化去了济南以南的张夏车站东八里周家庵周宗
勤家里暂时隐蔽。住下以后，郭子化立即派丛林去西
安，丛林坐火车到了西安，住在宋绮云的家里，向西北
特支负责人谢华、徐彬如、宋绮云汇报了郭子化被捕事
件发生的经过，枣庄党组织转移的情况和有关工作情
况。宋绮云向丛林转达了西北特支要郭子化去西安的通

知,并给丛林100块银元作为特委活动经费。
这100块银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又没有什么

可靠的方式将钱转出，宋绮云就想了一个法子，给丛林
缝了一个双层腰带,然后把银元都装进去后勒在丛林的腰
上。当时 1936 年的 8 月份，天气炎热，丛林没有动这
100块银元,一路要饭走回济南。在路过枣庄的时候，丛
林还专门了解了枣庄的情况，当听说枣庄和过去一样照
常营业，丛林就放心了。到了济南以后腰带解开以后不
能直接从身上拿下来,因为都跟脓血连在一起了。因为一
路走回去的，回到济南的时候已经比约定的时间完了很
久，郭子化因盼丛林归来心切而写诗道：

西峰弓月映新辉,万里晴空星尚微；
绿树含烟村外起,红霞送鸟岭头归；
黄昏望断人踪杳,昼夜追随我梦飞；
一着攸关全局势,百年伟业正相依。
资料来源：丛林《壮志凌云永载青史》
李修杰 苏任山《枣庄煤矿工运史》
丛林王鲁《郭子化与宋绮云真挚的革命友谊》等
来源：微游枣庄

丛林：苏鲁边区特委里郭子化最为亲密的革命战友

张恺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创中国新纪元的一名
普通党员，又是一位为党和人民，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
的创立和建设作出突出贡献，具有传奇英雄色彩的，党
和国家为数不算太多的女高级领导干部。张恺的大姑父
是曾经担任过山东督军，参与处置峄县地区民国第一劫
案的田中玉，但是生于辽宁营口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的
张恺，怎么也想不到她传奇的一生会和枣庄联系起来，
因为枣庄让她的一生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紧紧的联系在
了一起。

张恺原名王世荣，她的父亲王承印在她 12 岁的时
候，在枣庄中兴煤矿谋到职位，于是张恺随全家从河北
省山海关迁往枣庄（今枣庄市中区）居住。张恺顺利地
毕业于中兴煤矿公司职工子弟毕业，考取了当时由中兴
煤矿公司出资兴办的职业中学，就读了一年。1935年，
张恺的父亲看到张恺的学习成绩那么优异，就认定她是
读书的料，全家人节衣缩食，东挪西借，送张恺到天津
河北女子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读书。就这样张恺从1935年
夏天到1937年夏天到天津念了两年书。

1937 年 6 月底，张恺放暑假回枣庄。不久，“七
七”事变发生了。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她已经不可
能再返回天津求学了，读书就职以求自立的愿望也随之
化为泡影。

经过几天的焦虑、思索，母亲决心投入抗日斗争。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尽管张恺当时仅仅是一名女青
年学生，但也巾帼不让须眉，勇敢地投笔从戎，源于在
读书的时候 1935 年的“一二.九”运动和 1936 年底的

“西安事变”后的爱国学生运动，让她懂得了一些抗日

救国的道理，她也有组织学生运动的经验。张恺就和几
个同学一起，自发地做了一些有益于抗日救亡的宣传工
作。

对张恺影响比较大的还有一些进步的文艺书籍，如
巴金的长篇小说。她同情、可怜巴金笔下在封建家庭中
受尽凌辱、逆来顺受的弱者，同时又鄙视他们的懦弱。
钦佩那些封建家庭的叛逆者，对于他们走出家门、救国
救民的实际行动张恺十分憧憬，决心像他们那样有所作
为。

“七七”事变后，张恺由一个普通的女学生成长为
一个革命者，经常在外面工作，这引起了她的父母的担
心。 经常看管着不让她外出。这让张恺很是苦恼，她
经常在父亲工作的时候偷跑出去，很快，中共枣庄地下
党组织注意到了张恺，他们让李汝佩去她的家里找她谈
话，给她一些进步书籍看。

不久，她的同学李作森、张鸿仪2人介绍她加入共
产党。他们对母亲说，参加了党，有了组织，有了领
导，打日本，干共产主义就有了办法。她毫不犹豫地表
示了跟随共产党革命到底的决心。

1937年10月20日，秋高气爽，凉风习习。李汝佩
把张恺带到位于枣庄街的家里秘密参加入党仪式。同时
入党的还有李汝佩和袁化坤。上级党委派来为她们主持
入党仪式的李微冬戴着眼镜和大口罩，小屋里漆黑，放
着窗帘，点着小油灯，没有挂党旗。主持人首先宣布党
组织批准她们入党，讲了些党员的条件和对党员的希
望，然后领着她们宣誓，随后就把誓词放在油灯上烧掉
了。宣誓后她们就成为正式党员，没有候补期。枣庄第

一个妇女党支部就这样在抗日战争刚开始不久就诞生
了。当时张恺心情十分激动，心跳得厉害，明确而又深
切地感到，从今以后她就是一个革命者而不仅是一个普
通的人了。

入党以后，张恺更加积极地工作，在外面的时间也
就更多了。家里就开始对她“严加管教”。十多天后，
张恺的父亲见实在说不动她就拿了一把菜刀搁在她面
前，老泪纵横地说：“我们一家人磕磕绊绊几十年过到
今天容易吗？你要走，就先把我杀了，我两眼一闭，就
什么也不知道了。”面对父亲的以死相劝，张恺也哭
了，她说：“爸，我不杀你，我要杀日本人。我走了，
你们就当没有我这个女儿，就当白养了、白疼了我这十
几年。”

1938年3月17日，枣庄、滕县城沦陷的前一天，张
开只穿着一身衣服离开了家，从此展开了她武装革命的
生涯，离家那天，她把自己的名字从王世荣改为”张
恺”，张是她母亲的姓，恺是她自己取的，取其胜利凯
旋的意思，读音响亮，改名换姓也是她对家人的一种保
护。

不久，有叛徒潜回枣庄，向日本人告密。张恺的父
亲被日本宪兵队抓了去，他一口咬定女儿早已病死他
乡，因为告密的人不知道张恺和王世荣的关系，日本人
问不出来原来的姓名，见问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才放回
了张恺的父亲。

1942 年6月，鲁南地区中共双山县委在徐庄建立，
当时的第一任县委书记由原滕峄边县委书记穆林担任。
而此时，张恺已经和穆林结为革命夫妻。那时，敌伪顽

我斗争形势极其复杂尖锐，根据地军民生活异常艰苦严
峻。根据鲁南区党委指示，双山县在全县开展了减租减
息工作，同时搞好对敌斗争。张恺在鲁南区党委做妇女
工作。这对革命夫妻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工作，离多聚
少，穆林也只有去区党委开会时二人才能匆匆见上一
面。

1944年的9月，张恺在双山县的杨岗村生下了一个
女孩。因为这个村坐落在山岗又叫杨岗村，穆林、张恺
便为孩子起名叫“穆岗”。当时双山县的县委工作正由
过去的抓减租减息、抓武装、抓打仗，转为根据地的全
面建设。穆林和张恺因工作繁忙，二人都需要返回工作
岗位，于是他们夫妇商定将女儿寄养在老乡家中。于
是，在村妇女干部李杨氏的帮助下穆岗被送到下面土山
村财粮干部孙成海家喂养，当时孩子出生才18天，直到
抗战胜利以后，穆林、张恺才去接孩子。

穆林、张恺这对革命夫妻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年
代为了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直至奋斗一生。穆林张
恺共有六个孩子，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曾把三个孩子寄
养在老百姓家里，其中大女儿穆岗寄养在山亭的徐庄，
大儿子穆志强生在山亭的桑村寄养是吃着枣庄淳朴老百
姓的奶水长大的。

对于张恺来说，枣庄不仅是她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
也让她在烽火岁月中成长起来。枣庄人民用他们的淳朴
和无私把她的孩子哺育长大，枣庄，让她永世不忘。

资料来源：穆岗《我的母亲张恺》
杨军 孙明春 孔浩《为国为民 奉献一生》
来源:微游枣庄

张恺：枣庄，让她的一生充满传奇

提起刘老二，在苏北鲁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就是中共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丛衍
瑞同志。

丛衍瑞是1931年入党的老党员,早在大革命时期就
在沛县参加我党发动和领导的农民运动,带领群众开展增
资和减租分粮斗争。

1932年，他与萧继周（即萧平，后为东海舰队副司
令） 等，在沛县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沛县湖上游击
队”，萧继周任队长，他兼任指导员。1933年，中共徐
州特委及务县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破坏，与上级党组织失
去了联系，衍瑞立场坚定，号召党内“坚决反对国民党
的自首政策，是大骗局”。因此被国民党通缉。为了寻
找党组织，冒着生命危险，云游逃往海州、连云港、景
德镇等地，后在苏区与洪泽湖边区党委取得联系才回沛
县老家，这时，丛林受郭子化的派遣，回沛县找失掉联
系的同志接关系，得知丛衍瑞在家隐蔽，便在深夜找他
密谈。回到枣庄后，丛林把丛衍瑞的情况给郭子化做了
汇报，郭子化又派丛林回沛县通知丛衍瑞来枣庄，就这
样，在1934年冬，丛衍瑞来到枣庄矿区。

丛衍瑞化名刘建业，外号刘老二来枣庄会见了郭子
化，汇报了沛县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得到了郭子化的
安慰与鼓励。

1935 年 2 月,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成立,郭子化任书
记、丛衍瑞任组织委员、张光中任宣传委员、丛林为特
委秘书。丛衍瑞是苏鲁边区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特委

的建立使苏北鲁南两地的党组织结合起来,使枣庄的党有
了膀臂，湖西的党有了依托。

1935年春,沛县国民党下令通缉丛衍瑞,到处布置便
衣侦捕。为此,郭子化安排他到台儿庄地区隐蔽,以与褚
雅青有亲戚作掩护,秘密作党的发展工作。丛衍瑞在褚的
帮助下住在燕陈庄,以油挑为掩护,走乡串村,发展台儿庄
张××为共产党员。后为流氓告密,敌乡公所将丛衍瑞抓
去密讯吊打,敌一无所获。释放后丛衍瑞不得不离开台儿
庄,来到枣庄。

特委将他留在枣庄褚雅青的广仁医院当学徒,改名殷
延本,称褚雅青表兄。广仁医院是特委的联络站,他白天
忙医院的工作,夜晚进行革命活动。这时党的活动经费很
困难,全靠个人自给与同志互助,他每日工资0.32元,仅能
维持自己的生活费用。后为安全起见以烧石灰窑为掩护,
负责湖东工作,主要是矿区工作。当时枣庄煤矿有一个党
支部、两个党小组。在丛衍瑞及矿区工委书记王明增、
副书记傅宝兴的努力工作下,很快又发展了张福田等人入
了党,建立了五个党小组。当时任务主要是发动工人反对
资本家与把头的剥削和压迫。让工人紧紧团结在党的周
围,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发动工人对公司、把头违章现
象进行斗争。

1936年6月特委机关转移到费县高桥镇后,丛衍瑞仍
在枣庄矿区工作。1936年12月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改
称中共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丛衍瑞任特委组织委员。

1938年2月初,丛衍瑞被派到大北庄一带帮助郭致远

组建抗日武装,当时经济非常困难,他向柴化周借了20元
作本在大北庄以卖香烟作掩护,用赚来的钱解决自己的生
活、发展党组织。郭致远以四县边区联庄会大队长的身
份,与国民党第四十军军械处长刘远清(以郭给刘治好病
的私人感情)交涉,允许给郭大枪50支,在领取枪支时丛衍
瑞又多拿7支,共搞出57支带刺刀的俄国造大枪，还有
3000发子弹,当晚从黄龙洞运到大北庄,军械库其余的武
器弹药均被国民党一火焚之。大北庄党组织有了枪,马上
建立了由工人、学生、党员60余人组成的抗日游击队。
后发展为100余人,褚雅青任连长,丛衍瑞任指导员,邱焕
文为参谋,郭致远任大队长,连队建立了党支部,加强了党
的领导,为了阻止敌人前进,丛衍瑞他们带队扒铁路、公
路、割电线、锯电杆、埋地雷并在安阳截击了日军的辎
重车,缴获一部分军用品。不久,这支队伍也编入了鲁南
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第三大队。

1938年5月21日,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在老古泉召开了
扩大会议,到会的有郭子化、张光中、丛衍瑞等。丛衍瑞
汇报了他在沛县遇到了一个姓冯的,冯是一个脱党党员
(没有叛党),在湖西拉了五六十人的抗日武装,国民党想整
编他,但他不干。冯向丛瑞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领导
不了,早晚会被国民党吃掉,求丛衍瑞帮他找党,丛衍瑞要
冯千万别把武装交给国民党,并鼓励冯没有党的领导,你
不也坚持抗日了吗!又说湖东党已经公开了,我到那里去
给你找党。丛衍瑞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丛衍瑞在汇报
中与郭子化发生争吵,他一赌气离开了会场,并一再说

“到哪里都能革命,反正你不能不让我革命。”第二天丛衍
瑞离开凤凰庄回原籍沛县去了。临行时郭致远送至村外,
丛衍瑞走了很远了,还回头对郭远同志大声说:“谁也不
能不让我革命,我走到那里都要干革命……”郭致远望着
他仍围束着那条唯一的紫花布单,渐渐地走远了。

1938年，丛衍瑞又回到沛县，同中共沛县县委书记
李广德会晤，开展对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和兵运工作。他
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对国民党的冯子固 （他的亲戚）
和丛维三（他的胞兄弟、冯子固部的团长）宣传共产党
的统一战线抗日救国的主张。并巧妙的在国民党军队中
发展组织“新兵连”力量，在1944年“八路军”反顽军
战役中，这支力量配合武装起义。消灭了冯子固顽军一
千余人，冯子固气得要死，以20万元的赏金缉拿丛衍
瑞，1946年他随军北辙，到鲁中南干校学习，中共鲁中
南区党委错误认为：丛衍瑞在沛县做国民党军队兵运工
作，是为敌人效力，1950年被开除了党籍，他本人多次
上诉无果，1959 年退休回原籍。1970 因病含冤去世。
1978年，经中共山东省、江苏省委、连云港市和中央组
织部的支持下，认为原鲁中区党委的处分决定是错误
的，以予纠正，撤底平反昭雪。

资料来源：丛林《记特委委员刘老二》、傅永顺
《丛衍瑞同志革命的一生》、山东友谊出版社《红色战
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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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衍瑞：我走到那里都要干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