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间传说故事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陆续推

荐一组唐山民间故事给读者，旨在抛砖引玉，让人们在民间文化

中采撷到更多更美的花束，装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百花园。

民间故事一瞥

净觉寺外传
□ 王克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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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
—简述从《救国报》到《唐山劳动日报》的烽火岁月（14）

□ 王烁辉

（接上期）

6.抗战胜利，
《救国报》终刊转入新战场

从 1945 年春天开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和中国的抗日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8

月 10 日，救国报社人员忽然接到命令：立即

走出隐蔽地点，跟随军区领导机关一起行

动。报社同志毫不迟疑，立即通知收报台、

印刷所，准备马上下山，迎接新的任务。但

此时每个人都在猜测，如此大的动作，会是

什么样的行动？同志们开始期待，盼望着这

是胜利的消息，并做好了迎接胜利的准备。

编辑组的同志们先期出发，并第一时

间调整《救国报》出版计划。电台组为了不

影响抄收新闻，行进中途宿营于左家坞的

仰山村（化名“两扇”）。晚上，值班的柳达

忽然收听到延安新华社电台发出一连串密

码：“注意……注意……注意……重要……

重要……重要……”这种情况在以往几乎是

没有出现过的。他绷紧神经坐直了身子，全

神贯注于电台的声音。然而，电文并未继续

拍发。

等待……

8 月 11 日夜，《救国报》的电台终于接收

到：“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接受《波茨坦公

告》向中美英苏投降，唯一要求是保留日本

天皇。”明码新闻！不必翻译！一清二楚！

生怕漏掉接下来的消息，柳达强压着极

度喜悦的心情，丝毫不敢停顿地继续抄收着

朱德总司令从延安总部发给各路部队的七

道命令。此时此刻，开心得几乎要起飞的心

哪里抑制得住，柳达一边细心抄收着电码新

闻，一边利用电台拍发间隙，一脚踹醒了在

身边炕上酣睡的王振邦。

王振邦起身看了一眼电报稿，马上大声

喊起来：“都快起来吧，日本无条件投降啦！

抗战胜利啦！我们胜利了！”他喊起其他沉

睡中的同志，大家一齐冲出屋外。夜深人静

中 ，一 声 声“ 日 本 投 降 了 ！ 胜 利 了 ！ 胜 利

了！”的呼喊，打破了沉寂，喊声由院子冲向

街道，“日本投降！我们胜利了！”的声音喊

遍全村。这个村庄的人们又把胜利的消息

向四周扩散，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根据地，也

传到日伪占据的大小据点和城镇。

新闻抄收完毕，电台组全体人员等不

及天亮，简单收拾了设备，便带着最新消息

奔向报社大本营。途经每个村庄，他们都

向所能见到的群众大声宣传：日本无条件

投降了，抗战胜利了！听到消息的人们笑

逐颜开。

几乎是同一时间，1945 年 8 月 11 日深

夜，报社驻地，同志们收到冀热辽区党委宣

传部派专人送来的一封紧急信件。信上说，

日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望立即下山，与区

党委会合，以迎接新的宣传任务。此时，因

日寇尚未在投降书上签字，所以新华社还没

有向外播发日寇正式投降的消息，这是司令

部收到晋察冀军区的电报才知道的。报社

的同志们传阅了这封信以后，兴奋地跑出隐

蔽地点。他们放声欢呼，点起火堆，向四面

八方传播胜利消息。

第二天，报社全体同志集合到一起，他

们从地洞里取出蜡纸、油墨、纸张等，仔细

打点着行装。与报社同志共患难的乡亲们

主动牵来几头毛驴，帮着捆好驮架，同志们

怀着无比愉快的心情，朝区党委所在地丰

滦迁进发。

迎着晨曦，欢声笑语，人背驴驮，浩浩荡

荡地行军，这是《救国报》成立以来前所未有

过的事情。

此时驻守冀东的日本军官已经提前听

到了他们的天皇投降训话，但却对普通日本

士兵封锁消息；有的日本军队得知消息，却

对伪军官兵封锁消息。所以，冀东地区仍有

许多日伪军尚不知道自己已成战败者，仍在

负隅顽抗。

当晚，报社的同志们在北夏庄宿营时，

北夏庄山上的敌人还在四处梭巡；第二天，

当报社同志东渡还乡河的时候，东岸的敌

人还在同我部队交火。为了不影响行程，

同志们绕过战场继续东进，以最短的时间

同区党委、司令部会合，并以最快速度编印

了“号外”“捷报”，向冀东人民传播了抗日

战争胜利的消息和八路军总司令部的有关

命令。

冀热辽区党委收到延安总部的命令后，

立即在丰润县大旺庄召开区党委紧急扩大

会议，并于 8 月 12 日发出《关于当前紧急任

务的指示（火急）》，指出：“日本已承认无条

件投降（尚未签字），当前紧急任务……在于

动员根据地军民向敌伪作总的进攻，解除

敌 伪 武 装 ，收 复 失 地 。”冀 热 辽 行 署 也 于 8

月 13 日 发 出 紧 急 动 员 令 ，要 求 各 级 政 府

“ 在 敌 伪 未 解 除 武 装 前 ，积 极 动 员 人 民 协

同 部 队 向 敌 伪 展 开 攻 势 ，散 发 布 告 ，限 令

敌伪投降。”

延安总部发布向日本侵略军反攻、接

受日本投降的 7 道命令中，第二号和第五号

都与冀热辽地区的受降行动有直接关系。

冀热辽区党委执行延安总部命令，从主力

部队中抽调三分之二兵力进军东北，由李

运昌率部出关协助辽宁、吉林受降工作，并

明确在此期间由张明远代理区党委书记兼

代理军区司令员，与副司令员詹才芳、政治

部主任李中权留在冀东，负责冀东地区反

攻受降。

留在冀东的部队一边整编，一边投入

对冀东地区的反攻受降。然而，在蒋介石

三道反动命令的仗势下，冀东的伪军和汉

奸却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先遣队。当冀

东 子 弟 兵 包 围 唐 山 迫 令 日 伪 军 缴 械 投 降

时，伪军竟挑衅说：“我们现在是中央先遣

军，不怕你们了！”

为粉碎蒋介石阴谋，打击日伪军嚣张气

焰，冀东基本区的冀热辽八路军及县区游击

队数路出击，发动了强大攻势，用两个多月

的时间，收复了冀东地区 13 座县城、200 多

个日伪占领的集镇：

8月 14日，接管古北口；

8 月 20 日，扫除赵各庄、古冶等外围据

点，收复开平；

8月 23日，收复宁河县城；

8 月 24 日，收复顺义县城，并占领了通

县飞机场；

8月 25日，卢龙县城宣告收复；

8月 28日，收复乐亭；

9 月 17 日，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收复

蓟县；

9 月 20 日，经过两天三夜的激战，收复

了有近两千日伪官兵顽抗驻守的重镇玉田

县城；

9 月 26 日至 30 日，三河、宝坻、香河、丰

润相继解放；

10月 17日，收复迁安；

10月 26日，收复抚宁……

在新的形势下，《救国报》打破常规，增

加出版期数，全面跟进冀东战况，实时报道

冀东子弟兵收复被日伪占领城镇的好消息。

先是在 8 月 13 日出版的第 168 期《救国

报》上，刊发了一则本报启事，称：本报为了

争取尽速报道伟大新形势，自本期（168 期）

起，改为不定期出版，版数也不确定。随编、

随印、随发。

自这则启事发出以后，也就是从 1945

年 8 月 13 日后，《救国报》几乎天天出报，有

时 出 一 张 ，有 时 出 两 张 ，最 多 时 一 天 出 4

张。8 月份在刊出不定期出版启事后的 17

天中，共出版了 13 期。9 月份 30 天中，只有

3 天未出报，其中有两天是因为欢度抗战胜

利后的第一个中秋节放假，另一天是因为

报社搬迁。10 月份只有两天未出报，也是

因为报社迁址。这一时期的报纸版面也改

为四开四版。

自 9 月 20 日通过强攻与激战收复了日

伪顽固抵抗、国民党活动猖獗的玉田县城

后，为便于指挥冀东基本区受降行动，冀热

辽区党委、行署、军区机关进驻玉田城内，救

国报社也一同迁驻于此，并接收了日伪的印

刷设备。

10 月，救国报社全员进驻玉田县城后，

进行了改组扩大，部分同志于此时调离报

社，加入区党委、行署、军区等新的工作岗位

去发光发热；另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和技术

人员，怀着对新闻工作的崇敬加入进来。同

时，由于抗日救国的阶段已经以人民的胜利

而告完结，为适应新的形势，报纸准备更名

改版，续写新的辉煌。

从 1940 年元旦创刊时的 7 日刊，到改为

每周出两期，后因报社机关经常处在游击环

境中，遇到敌人骚扰就临时改为 5 日刊或 7

日刊；环境稍一安全又马上恢复 3 日刊。前

后近 6 年间，无论条件怎样艰苦，《救国报》

始终坚持出版。

1945 年 11 月 2 日 ，总 共 出 版 240 期 的

《救国报》完成了慷慨悲壮又灿烂辉煌的历

史使命。冀东的新闻战士们满怀豪情，继续

向新的历史时期进军。

（待续）

中 国 的 寺 庙 ，往 往 建 在 山 之

上，林之间，于白云缥缈中，愈发显

得深不可测，徒增几分敬畏。但净

觉寺却不然，它建在了一览无垠的

冀东平原上，看上去仿佛一座深宅

大院，走近前方知是寺庙，而且是

一处皇家寺庙。

净觉寺位于唐山市玉田县蛮

子营村旁的还乡河畔，占地 18540

平方米，虽称不上气势恢宏，却也

规模壮观。尤其是那雕梁画栋，非

同凡响，不时散发出皇家气息。

人 们 不 禁 要 问 ，何 朝 何 代 何

人 在 这 一 马 平 川 上 建 起 了 净 觉

寺，而且还有朝廷加持？一段民

间传说，似乎能为我们拨开迷雾，

一睹净觉寺真容。

话说清朝年间，有一位叫梁九

公的朝廷大臣，其祖籍是唐山丰

润。这天，梁九公回家省亲，随身

带了许多搜刮的金银财宝。他打

算回家后把这些财宝藏起来，待日

后享用。不料被一官员告发，皇帝

大怒，遂派太监带圣旨追赶，行至

玉田县蛮子营村东将其追上。宣

旨后，梁九公吓得魂不附体，可他

急中生智，对那太监说：“我想用这

些金银财宝为皇上选个风水好的

地方，建一座庙宇，消灾免祸。请

看此地，北依燕山，西临浭水，常有

鸿雁在空中飞翔，这就是建造庙宇

的理想之所。”语毕，水岸边恰好腾

飞起一群鸿雁。太监信以为真，回

朝复旨，皇帝大喜，非但没有降罪

梁九公，反而十分赞赏。梁九公瞒

过皇帝后，不得已卖掉大量金银财

宝，用来建造庙宇。竣工后，以鸿

雁为名，定名“鸿雁寺”。以后重

修，改名为“净觉寺”。既然曾被皇

家认可，净觉寺便被视为皇家寺

院，有京东第一寺院之美誉。

被逼无奈也好，良心发现也好，

总之，梁九公的歪打正着，成就了后

来的净觉寺。净觉寺的主要建筑有

三殿：门殿（无梁殿）、正殿（香阜宫）

和后殿（大雄宝殿）；有三楼：碑楼、

钟楼和鼓楼。此外还有东西配殿、

龙凤门楼、东西配房、智然墓碑亭等

等。殿正中供奉着千手观音，也叫

准提观音，观音立像高大，伸出二十

四支臂，通体鎏金，金光灿灿。想来

当初的梁九公还真的花了不少银

子，积了几份阴德。

梁 九 公 早 已 作 古 ，净 觉 寺 还

在，寺内碑文还在。上写道“净也，

觉也，洵佛门之宗旨，即圣教之真

如”，以此昭示后人。其要义：净

者，净土也；觉者，觉悟之意。可以

说，梁九公在修建净觉寺的过程

中，已悟禅机。

明崇祯二年（己巳年，公元 1629 年）十二月，

后金兵犯境。在这次战争中，许多英雄人物涌现

出来，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和牺牲，书写了一段悲

壮而辉煌的历史。其中，滦州知州杨燫的事迹尤

为引人注目。明末史学家计六奇写了一部难得

的史书《明季北略》，里面有一则“党还醇良乡殉

难”，其后的死难者名单中就出现了杨燫的名字。

这场战争在历史上称为己巳之变，又称后金

攻明京畿之战，发生于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

年，公元 1629 年）十月至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

年，公元 1630 年）正月。

1629 年十月，皇太极率军十万，分兵三路，取

道蒙古，从龙井关、洪山口、大安口突入关内，攻占

遵化，直逼京师。与明军战于广渠、德胜等门外。

1630 年初，皇太极东进，连克数城，并派兵分守遵

化、滦州、永平、迁安四城。

就是在这场变故中，滦州知州杨熑洒血题诗，

见危授命，忠魂补国，英厉却兵，给后人留下了一

段视死如归、节留后世的故事。

杨燫，贵州铜仁人，举人，明天启二年（公元

1622 年）任淳化知县，崇祯元年（公元 1628 年）出

任滦州知州。

嘉庆《滦州志》收录了一篇明副都御史永（永

平）山（山 海 关）巡 抚 冯 任 写 的《杨 光 禄 少 卿 祠

记》，对于这段事情记述得比较详细：1629 年，遵

化告警，距离滦州只有一百五十里。那时候已经

太平好多年了，各地都缩减了兵员，城楼常年锁

闭 着 ，哪 里 还 有 守 城 用 的 灰 瓶 炮 子 、滚 木 礌 石

呢。滦州没有守城的士兵，士绅们便共同商议集

资雇人守城，只召集到六百名身强力壮的民众。

可是接到上级的命令，要调抽四百人，协助把守

永平府城。长吏又争不得，只好粗粗地组织了一

些民众守城。率领着那些杀猪的、卖酒的，把木

棒的一头儿削尖当武器，撕扯开影响行动的腰带

和下裳，滑稽的样子就像闹着玩儿一样。那时候

正是寒冬腊月，大伙在城楼上冻得哭爹喊妈，半

夜里跑了一多半。大年三十晚上，迁安七家岭驿

被后金攻破，守备卜文熿让居民剃掉头发投降，

被后金授以官职，又是摇旗，又是张榜，大加宣

扬。滦州城内的恶少们，知道官府正焦头烂额，

无暇他顾，于是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头来，纠结

在一起，趁火打劫，致使城内一片大乱。知州杨

燫忧心忡忡，日夜与一些乡绅和两三个读书人一

起商量对策，他带着人到城楼上鼓舞士气，洒泪

拜托大家守好城池。但是他一登城能劝上去一

些人，他一下城，就又有人躲起来。一些年龄大

的人还能想着保卫家园，可是一些年龄小的却没

有斗志。一些狡猾的人，乘着夜晚，从城墙上系

下绳子，把家人都偷送出城，好多人家因此都跑

光了。

1630 年的农历正月初四，天还没亮，永平城

失守了。等到大家第二天知道了消息，民心更是

大乱。一些奸恶之人，趁机烧人家房子，大白天

拿着刀到市面上抢劫。杨熑知道滦州城也守不

住，于是穿戴好衣冠，坐在州衙大堂上，手握宝

剑，只等一死。这时候的百姓仓惶避难，四散逃

跑。又过了三天，好多人商量着要投降。杨燫气

得头发都竖了起来，眼眶都瞪裂了。他在墙壁上

题下一首绝命诗，然后拔剑自刎，那一天是正月

初八。剩下的滦州文武官员，归顺了后金，后金

大军进城。 到了五月，明朝大军前来收复失地，

明军在东门外攻城，炮震烟迷，隐约间仿佛杨燫

就站在云雾之上。见到的人都感到不可思议，于

是后金的士兵半夜从北门弃城而逃了。

事后，礼部尚书上本为杨燫请求表彰贞烈的

匾额。崇祯帝也为之叹息，赐了祭葬，并追封他为

光禄少卿，让他的儿子进了国子监。

州人石维岳于是写了一篇言辞恳切、慷慨激

昂的《劝建杨公祠疏》。地址选在了滦州城外的

远郊，但是建筑材料还没有着落。崇祯十一年

（公元 1638 年），刘嵩曙为修杨公祠捐出六十亩

香火地，永平知府石凤来和滦州知州辛志谔也捐

出了俸禄，有了这些资金支持，杨公祠重新选址

在滦州南城根，这才建堂三楹，北向，楹前有轩，

后有斋厨。

到了清乾隆十七年（公元 1752 年），滦州知州

孙昌鉴见到祠宇倾颓，于是买地于城之东南隅，建

书院一所，即海阳书院，前四层为学社，最后一层

成为杨公祠，乃移杨公牌位于书院南向。

清嘉庆七年（公元 1802 年），知州莫謩把杨公

牌位移祀于滦州州治西北儒学西边的忠义祠，原

杨公祠遂废，从此忠义祠成了杨燫的专祠。

光绪年间，吏目王元均为忠义祠题联云：

斗大余空城，钲鼓无声，肯为黄冠朝北地；

只身守孤竹，烽烟告警，徒流碧血抗西山。

意思是说，滦州小城人们都跑空了，连敲钲和

鼓的士兵都投降了，难道要知州为了村夫野老向

后金投降吗？杨燫一个人守着孤竹国的旧城，在

万分紧急的军情下，效法先贤伯夷叔齐饿死西山

的精神，白白洒下了一腔热血。

后来的知州许之轼又为忠义祠题匾：海阳保

障。寓意杨燫的精神将永远守护着古老海阳（即

滦州）的安宁和稳定。

洒血题诗杨少卿洒血题诗杨少卿
□□ 李智勇李智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