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荆楚儒将来，将军翰墨香。三杯成薄醉，欲唱台
儿庄。”抗战期间，老舍放弃了之前的写作思路，转而
写作抗战通俗文艺，这其中与台儿庄有关的体裁就
写了不少，除了文首这首与李宗仁会面之后的诗作，
老舍还创作过相声《台儿庄大捷》、大鼓词《抗战将领
李宗仁》，又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名义写下
了《致台儿庄战士的慰劳书》,还为参加过台儿庄战役
的张自忠将军写下了剧作《张自忠》，足见与台儿庄
的“情缘”。

“七七事变”之前，老舍曾在青岛“国立山东大
学”执教两年，1937年8月北平沦陷，青岛、济南相继告
急，刚返回齐鲁大学的老舍毅然告别妻子儿女，只身
一人挤上了南下的火车，途经滕县、徐州等地，远赴
武汉，参加抗战。

1937年11月15日，老舍先生乘坐火车离开济南，
“夜里一点才开车”，16日天亮到了泰安，过滕县，过
临城，前面就是徐州了。先生心里不平静记挂济南的
妻儿，后来他写道：“从泰安到徐州，火车时常遭受敌
机的轰炸，而我的幼女才不满三个月，大的孩子也不
过四岁，实在不便去冒险。”

上天好像是要抚慰老舍先生似的，“由泰安再开
车，下起细雨来。”“晚七点到了徐州。一天一夜没有
吃什么，见着石头仿佛都愿意去啃两口。头一眼，我
看见了个卖干饼子的，拿过来就是一口。我差点儿噎
死。一边打着嗝儿，我一边去买郑州的票。我上了绿
钢车，安闲的，漂亮的，停在那里，好像‘战地之花’似
的。”“干饼子”应是山东大饼，徐州旧属山东，到台儿
庄数十里地。在徐州换乘火车的时候，老舍先生有没
有往台儿庄方向怅望呢？

1937年底，经过周恩来、王明和冯玉祥将军共同
商议，邀请老舍出面主持“文协”工作。1938年3月27
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在武汉总商
会大礼堂举行。老舍被推举为协会的总务组组长，对
内主持日常工作，对外代表抗战文协。在抗战的八年
间，老舍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组织领导抗战文协，为
抗战文艺宣传做了大量工作。1938年5月4日《抗战文
艺》创刊，它刊登过有关台儿庄战役的文章。

抗战期间，老舍放弃了之前的写作思路，转而写
作抗战通俗文艺。所谓抗战通俗文艺，是指通俗易懂
地用来宣传抗战的文艺作品，像抗战话剧、大鼓词、
歌词、快板书、通俗小说等。老舍希望能把这些作品
送到田间地头，送到军队当中，让普通的农民和士兵
都能看得懂、听得懂，以鼓舞全民抗战。

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等人到台儿庄前线慰问，
发现士兵没有书看。老舍先生这样写道：“会员郁达
夫与盛成先生到前线去慰劳军队。归来，他们报告给
大家：前线上连报纸都看不到，不要说文艺书籍了。
士兵们无可如何，只好到老百姓家里去借《三国演
义》与《施公案》一类的闲书。”

抗敌协会向全国文艺界发出“文章下乡、文章入
伍”的号召，希望文学家多创作通俗文艺。老舍带头
创作，写了许多鼓词，发表在《抗到底》杂志上，并交
给演员董莲枝等人演唱。同年8月，抗敌协会迁到重
庆，老舍举办了两期通俗文艺讲座，先后创作了相声

《卢沟桥战役》、《台儿庄大捷》、《维生素》、《新对联》、
《欧战风云》等，讴歌抗日英雄，鼓舞人民斗志，鞭挞
汉奸和贪官污吏。遗憾的是，这些相声的手抄本在

“十年动乱”中散失。
其实，老舍先生早在济南的时候随着热心宣传

抗战的青年们去看白云鹏与张小轩两位先生，讨论
鼓书的做法。“因时局的紧张，与宣传的重要，我已经
想利用民间的文艺形式。”“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
刀也有用，同样的，在抗战中，写小说戏剧有用，写鼓
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管
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是有实际的功用
与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让我用笔代替
枪吧。既愿以笔代枪，那就写什么都好；我不应因写
了鼓词与小曲而觉得有失身份。”

在汉口，老舍先生遇到富少舫先生，董莲枝女士
等人之后，开始写作大鼓词。台儿庄捷报传出，举国
欢腾，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盛大的祝捷会；国民党军委
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举办了宣传周，印制了老舍
写的大鼓词《抗战将领李宗仁》，颂扬了李宗仁领导
的台儿庄大捷。

老舍在《致台儿庄战士的慰劳书》盛赞台儿庄大
捷的伟大意义：“我们已确定了转败为有名的地方，
更将在历史上永远成为大中华民族复兴的光荣纪念
碑。”“中国从此必能抬起头来，成为自由的国家，与
有骨气的民族；也只有这么着，世界才会见到真正的
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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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讲坛预告]

儒学保守吗
国学的主流是儒学。长期以

来，儒学一直被贴上了“保守”的标
签，从而湮没了其内在的革新精
神。本周六，大众讲坛邀请到省文
史研究馆馆员傅永聚教授作文史
馆员讲坛系列之《生生不息是中
华传统革新思想的动力源》的讲座。

讲座时间：11月24日（周六）上午9:30
讲座地点：省图（二环东路）一楼报告厅

胶济铁路是山东第一条铁路，是中
国较早的铁路之一，也是清朝末年外国
列强侵略中国的产物。1904年全线通车
之后，十年中设备无明显改善。1914年一
战后，日本借口“英日同盟”的“义务”，
于8月23日对德宣战，强占胶济铁路，更
名“山东铁道”。1922年12月5日，中日两
国在北京签订《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
定》。协定要求，胶济铁路干、支线及附
属财产，由中国政府赎回使用，偿还价
为四千万日元，以国库券的方式支付日
本政府。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才从日本人手里把胶济铁路的主权基
本赎回。

1923年1月1日正午，胶济铁路交接
仪式在胶济铁路管理局举行，中方接收
胶济铁路委员长颜德庆、胶济铁路管理
局长赵德三、日本代理移交委员长大村
卓一等出席移交仪式。赵德三从日本人
手中接过胶济铁路全部资产册籍，并签
字。他把这段经历编成了《接管胶济铁
路纪》一书(北京京华印书局1924年出
版)，成为记录这段历史的宝贵文献。

作为胶济铁路管理局首任局长，赵
德三面对的难题很多，天天忙得焦头烂
额。首先是资金匮乏，财政捉襟见肘,只
得从京绥铁路管理局、津浦铁路管理局
各借款五千元，维持正常运转。就职一
个半月后，又发生了一个大事故，这件
事故的发生促使交通部推出了胶济铁
路全面大修的计划。

1923年2月15日下午，大年三十，37
次货运列车从青岛站开出，向170公里
外的坊子疾驶。驾驶机车的是坊子机务
段的司机，为了赶着回家过节，司炉把
炉火烧得很旺，司机把列车开得飞
快……

列车早点到达高密站，另一台坊子
机务段的机车也停在高密站，司机要求
站长把自己的机车与37次列车联挂，开
回坊子。站长出于好心答应了，就这样
两台机车重联在一起，飞奔而去。列车
运行至黄旗埠、南流间的云河大桥时，

已是16日3时30分，随着一连串震耳欲聋
的巨响，云河大桥第三、第四孔钢梁断
裂，2台机车及6辆货车坠于桥下，1名司
机死亡，5名司乘人员受伤，胶济铁路全
线中断。

据时任胶济铁路管理局机务处处
长的孙继丁回忆：大年初一清晨，“赵局
长当即率领车、机、工各处处长赶至出
事现场视察。除了解实况外，并研讨速
修临时行车便道。”当时的善后办法是，
除即日由各主管处修竣人行便道，盘渡
换车，免阻运输外，即行筹借枕木、钢轨
赶筑便桥，2月26日竣工，28日通车。折断
桥梁经工务处昼夜兴工，于当年5月完
全竣工。

新年伊始，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交
通部对赵德三很不满意，3月23日将其
调回，另派京绥铁路管理局局长刘堃继
任。

桥梁为什么垮塌？原因就出在机车
身上。两台机车联挂，超出了桥梁的负
荷。据《青岛铁路分局志》记载：事故发
生后，胶济铁路管理局“随后进行全线
验算和检查：各桥载重等级量最小者仅
合古柏氏E—13级，最大者合E—36级。”
古柏氏为当时的一种负载标准，等级越
高，负载越大。在“1922年公布施行的《国
有铁路钢桥规范书》中，桥梁设计荷载
采用美国古柏氏荷载标准，主要干线采
用E-50级，次要干线采用E-35级。”（《铁
路桥隧建筑物修理规则条文说明》）两
相对照，说明当时胶济铁路钢桥负载等
级严重不足。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胶
济铁路桥梁年久失修。日本强占胶济铁
路后，未对线路进行认真整修，沿线桥
梁大都老化陈旧。为了加速掠夺中国矿
产资源，日本不仅大幅增加货物运输车
次，还购置重型车辆，使原有铁路不堪
重负。

据《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一年报告》
记载：“日本当局，又不思补数之方，卒
至桥梁日就损坏，倾纪虞，《山东悬案铁
路细目协定》既成，日本当局对于路政
设施……量坐令摧毁，以至行车殊属危
险。”华盛顿会议后，胶济铁路交还中国
板上钉钉，日本人更不愿投资保养维
护，路况之坏可谓雪上加霜。

鉴于“云河断桥”事故，交通部认识
到铁路设施的严重破坏，于1923年秋批
准并陆续实施了包括重修桥梁、整修轨
道在内的修整计划，开始分段对胶济铁
路沿线桥梁进行整修，耗资四百余万银
元。

负责胶济铁路第一次大修的是中
国铁路工程专家萨福均，他出身名门，
父亲萨镇冰先后担任晚清政府北洋海
军提督、民国政府海军总长、代理国务
总理等要职，是近代风云人物之一。

萨福均(1886～1955)福建福州人，
1910年毕业于美国普渡大学，获工程学
士学位。回国后历任粤汉、川汉铁路工
程师，云南个碧铁路总工程师，铁道部
参事兼管理司司长，交通部技监。1949年
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兼
西南铁路工程局副局长、铁道部参事主
任等职，一直从事铁路工程和管理工
作，为中国铁路建设作出了贡献。

胶济铁路收回后，萨福均出任胶济
铁路管理局工务处长，负责对满目疮痍
的胶济铁路进行全面大修。他组织人
员，对胶济铁路所辖线路、桥梁和建筑
等彻底调查，划拨经费，亲自带领工程
技术人员按标准规范更换线路、桥梁的
钢轨、枕木和板梁。其间，山东政局起伏
不定，直奉战争、浙奉战争等内战屡屡
侵扰施工，导致此项工程直到1927年方
才完竣。而这期间，胶济铁路更是风潮
不断，局长走马灯似的换了四五任，但
是萨福均绝不参与人事斗争，不问政
事，埋头自己的铁路事业，始终走专家
路线。

为时4年的全线更新和维护，胶济
铁路质量大幅提升，不仅给本想坐看笑
话的日本人以有力回击，也为胶济铁路
这条贯穿山东腹地的交通大动脉持续
推动山东经济繁荣做出了不菲贡献。后
人评价萨福均是“功盖胶济铁路”，萨福
均的职业生涯也从胶济铁路开始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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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吊车修复胶济铁路桥梁

胶济铁路大修竣工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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