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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县成立动委会，国民党丰县县长董玉珏担任丰
县动委会主任，王文彬和李贞乾担任委员。

王文彬从各个方面了解李贞乾的为人后，觉得要
把丰县的党组织和抗日的事情干好，必须依靠李贞乾
这样的人。他多次去找李贞乾，向他讲述共产党的抗
日主张，李贞乾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不仅辞去了国民
党县党部执委，还退出了国民党。

后来，丰县动委会改组，由李贞乾接任主任，陈筹
担任常务委员兼秘书，丰县的动委会就掌握在共产党
手中了。之后，丰县各区也相继成立了动委会，二区动
委会由共产党员史为功等人组成，其余各区动委会也
大都在各区区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县、区还先后成
立了“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抗日
救国组织。

1938年初，根据苏鲁豫皖特委的指示，王文彬与
李贞乾在李贞乾的家乡李新庄举办抗日训练班，李贞
乾带着李若乾、李秉功、李秉亮等兄弟六人一起来操
办。每期四五十人，学员大多是贫苦的青年农民。

在训练班里，王文彬和李贞乾教文化课，讲抗日救
国的道理，中共丰县县委委员张如和一名叫孙鹤一的
老红军也来给培训班上课。孙鹤一、张如因为有军队
工作的经验，他俩负责讲军事课。

张如是山东省鱼台县鱼城镇张庄村人，1912年出
生，张如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去世了，后来他被叔父
收养。叔父对张如视如己出，不仅在生活上对他格外
照顾，还让他读书，张如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徐州中
学。1935年，张如考入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他和
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北平学生抗日救亡游行示威和集会
活动。在北京学生领袖、同乡王文彬的影响和帮助下，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24岁的张如受党组织
派遣，到张学良在西安举办的“东北军学兵队”做兵运
工作，他个子很高，说话温和，很受东北军兄弟的信赖，

被亲切地称为“大个儿”，参加了“西安事变”。1937年
5月，东北军学兵队解散后，受组织派遣，他和一名我
党安插在东北军学兵队里的老红军孙鹤一一起来到丰
县，参加了丰县县委的工作。

1938年5月，丰城沦陷，国民党县长董玉珏带着
县长秘书黄体润等人向南逃跑了，其他官吏也不见了
踪影。在这一片混乱之际，李贞乾回到了家乡李新
庄。他向家乡父老表明他的抗战决心：“宁为玉碎，不
为瓦全，誓死不当亡国奴；路死路埋，坑死坑埋，血战到
底，决不妥协！”

李贞乾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战。当时
一些共产党员和热心抗日的爱国知识分子经常来往李
新庄，李新庄很快成了抗日活动的联络站。李贞乾将
原来在李新庄受过训练的六七十名贫苦青年农民和学
生集合起来，作为抗日游击队的骨干力量，并带头把自
己家的和本村本族的20多支步枪和弹药全部捐献出
来。李家多年的积蓄全都用光了，他又卖掉了自己家
的21亩上等水浇地。

王文彬也不含糊，他回到自己的家乡王寨村，把自
己家里开酒店的钱拿来一起购买枪支弹药，鼓励自己
的叔叔和兄弟们一起参加抗日，很快，他们就拉起了近
百人的抗日游击队。

听完这些介绍，郭影秋对徐西北区委发展党组织
和抗日武装的成绩感到很振奋，他本来要去山东省委
一趟，询问下一步自己该怎么办，现在有些犹豫了，他
不知道自己是该留在徐西北工作，还是继续去山东省
委询问对自己工作的安排。就征求王文彬、李贞乾等
人的意见，自己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李贞乾率先站起来，大手一挥，朗声说道：“我认
为，都是干革命工作，在哪里都一样的，我们这里就挺
好，咱们一起干吧！”

（未完待续）

元创建尼山书院之记碑，位于尼山孔庙大成
殿前的西侧。此碑立于元惠宗后至元五年，碑文
由中议大夫国子助教陈绎曾撰写，滕州知州李彦
博正书，中议大夫浙西道肃政廉访使任择善篆
额。碑额篆书“尼山书院碑”。石碑高3.02米、宽
1.1 米、厚 0.35 米。碑文正面共 29 行，每行 102
字。元创建尼山书院之记碑的创作，旨在记录这
一重要历史事件，彰显书院创建的艰辛与成就，其
中包括中书左丞王懋德奏请在尼山创建书院，并
保举彭璠为山长，获准；彭璠以私钱草创堂宇，五
十五代衍圣公倡率所属及齐鲁士大夫捐助共举的
盛况。这一系列事件对于儒家文化传承具有重要
意义。

后至元二年，中书省左丞相王懋德提议设立尼
山书院。王懋德，字仁父，以小吏入仕，从九品逐级
升迁至正二品，历任宪府御使台中书掾、户部主事
等诸多职务。他为国为民仗义执言，敢于纠弹权
贵；在地方任职时，重视民生，平反冤狱；同时善书、
工诗，有《仁父集》刊布于世。王懋德外貌伟岸，仪
表轩昂，以正直、果敢、爱民的形象著称。

尼山，作为孔子的诞生地，自古以来便被视为
儒家文化的圣地。王懋德深知此地的重要性，也深
知儒学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文化繁荣的重要作
用。因此，他毅然决定在尼山创建书院，旨在推崇
儒学、祭祀孔子，并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儒学人才，
为元朝的繁荣稳定贡献力量。

尼山书院不仅具备祭祀孔子的功能，还作为教
育场所，培养儒学人才。书院内设有大成殿、大成

门等教学设施，吸引了众多儒学学者和学子前来求
学和交流。大成殿是书院的核心建筑，用于祭祀孔
子及其弟子。大成门则是书院的入口，象征着学问
的殿堂之门。明伦堂是书院的教学场所，用于讲授
儒学经典，培养儒学人才。东西斋塾是学子们的宿
舍，为他们提供一个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讲堂
是书院的教学中心，学子们在此聆听教诲、汲取知
识。学舍则是学子们的自习场所，他们可以在此阅
读经典、撰写文章，深化对儒学的理解和认识。除
了教学活动外，尼山书院还定期进行祭祀活动。在
大成殿前，学子们恭敬地献上祭品，表达对孔子的
崇敬之情。祭祀活动不仅是对孔子的敬仰和缅怀，
更是对儒学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碑文由元朝著名书法家张起岩采用篆体书
写。张起岩的书法风格瘦劲挺拔，曲线较多，直线
较少，彰显出庄重感与历史感。他的笔触流畅而有

力，每一个字都仿佛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
沧桑。碑文内容详实而生动，不仅记录了尼山书院
的创建过程及规模，还描绘了书院的功能与祭祀活
动，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碑文的内容具
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它见证了元朝对儒
学的重视与推广，以及尼山书院在儒学教育中的重
要地位。

尼山书院的创建及记碑的立碑，都是元朝政
府推崇儒学、加强文化教育的重要举措。通过创
建书院、祭祀孔子等方式，元朝政府旨在培养儒学
人才、传播儒家思想，以维护其统治的稳定与繁
荣。同时，尼山书院的创建也推动了元朝社会的
文化发展。儒学作为当时的主流思想，对于维护
社会稳定、促进文化繁荣具有重要作用。尼山书
院的创建和运营，不仅为儒学教育提供了有力的
支持，也为元朝社会的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此外，尼山书院还成为后世学者研究元朝儒
学教育的重要实物资料。通过对此碑的研究和分
析，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元朝儒学教育的历史背景、
发展脉络和重要地位，为后世儒学研究和传承提
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综上所述，元创建尼山书院之记碑不仅是一座
具有书法艺术与文化历史双重价值的瑰宝，更是元
朝儒学教育的重要历史见证。它见证了元朝政府
对儒学的重视与推广，以及尼山书院在儒学教育中
的重要地位。同时，它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
资料和学术资源，为后世儒学研究和传承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大湖西 （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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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毅

近日，抗战题材长篇小说《耿
家楼》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这
是我市金乡籍作家耿清瑞的又一
力作，也是市委宣传部《2023—
2025年全市重点文艺作品创作生
产规划》重点扶持作品。

《耿家楼》以上个世纪三四十
年代全民抗战为时代背景，以鲁
西南平原一个普通的村庄耿家楼
为缩影。通过讲述实业家耿开天
带领整个家族进行顽强抗战的故
事，表现了鲁西南人民不畏强暴、
不怕牺牲、奋起抵抗外来侵略的
不屈精神，展现了鲁西南地区的
风土人情和厚重的文化底蕴，鞭
挞了根深蒂固的封建落后意识和
民族劣根性，积极弘扬了催人奋
进、革新图强、向上向善的主旋
律，同时也构筑了一部那个时代
鲁西南地区的斗争史、地域史和
风俗史。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艳茹
通讯员 刘雪华）

《耿家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