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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一个人，便是阅知一种人生，了解一种活法，从而去镜照自己，关照社会。在近30年的新闻记者职业生涯中，采访过的人无数，

但最令我敬重、钦佩的人就是从抗日战争时期一路走来的战地记者方正。从2005年开始，我对他跟进采访了20年，老人家身上那种革

命乐观主义精神以及谦和、朴素的品质，带给我的那份长久的感动，总会激励我充满向真、向善、向上的力量，并重新审视生命的价值和

意义。我的记录，就是要让老人的英勇传奇故事能够为后人所铭记，而不至湮没在岁月烟云之中。

铭记历史，不忘来路，方能行远。谨以此文追记我所认识的方正老人。 ——采访手记

1939年10月10日，中共泰山地委创办了机关
报《泰山时报》，此时，方正也在徂徕山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并在泰北参加抗日工作。不久，方正进入《泰
山时报》，成为当时唯一的记者。抗战时期的记者
经常需要深入战区采访，记录第一手资料，这就要
求记者既要有勇气，又要有临危不惧的智慧，尤其
需要随机应变的本领，否则，随时可能丢掉性命。方
正数次凭着灵活机智的应变能力与死神擦肩而过。

据方正回忆，有一次，他在采访期间迎面碰到
日军小分队，按照惯例要被搜身，他心下一惊：坏
了！来不及更多思考，他急中生智，将采访笔记裹藏
进上衣，边向上卷脱衣服，边向旁边的小河走去，随
后，将衣服扔在了草堆里，“扑通”一声跳进了河中假
装洗澡，成功躲过了日军的盘查和怀疑。

还有一次，同样是在路上遭遇敌人盘问和正面
交锋，方正利用学过的几句简单日语，沉着冷静地
与他们对话，向他们打招呼问好，日军大悦，笑着挥
手放行。由于当时的报纸属于革命刊物，若让日军
发现肯定会被砍头。方正心思缜密、头脑灵活，长
期生活在敌人据点周围，多次直面日本兵全身而
退。正因为如此，方正说自己是个“被命运格外眷
顾的幸运儿”。

而他的很多战友就没这么幸运了，最让他永生
难忘的是1942年10月17日的（莱芜）吉山战斗。
在这次战斗中，我方损失惨重，日军对躲避在山下
河边的我方工作人员展开了血腥屠杀，主要瞄准了
《泰山时报》编辑部成员和部分印刷工人。“办报的
人根本没有武器，可是敌人先是用机枪扫射，然后
把已经倒下的人堆成一堆，盖上高粱秸放火焚烧。”
想起当时的情景，方正心痛得用拳头捶打脑袋，不
忍回忆。“那次我是真正亲眼见识到了什么叫血流
成河！《泰山时报》是一份革命者用鲜血染红的报
纸！”当我采访到这里的时候，发现他好久没有说
话，抬头看时，只见他闭着眼睛，已热泪长流、泣不
成声。

敌人退下山后，他们回去掩埋被杀害同志的遗
体，方正在吉山河一侧看到了自己的墓碑。有人掩
埋了17岁誊写员孟华的尸体，因为他们两人年龄
相仿、身材相似，再加上被火烧过，被人误认成自己
而立起了“方正之墓”。就这样，方正站在自己的墓
碑前，缅怀逝去的战友。

方正最常提起的一位战友是刘俊林。刘俊林
为了保护战地医院，并解救被敌人围困的同志，把
敌人引上了茶业口镇（现由济南市莱芜区管辖）火
龙台。弹药用尽之后，刘俊林将枪摔断，毅然跳下
高高的悬崖。穷凶极恶的敌人生怕刘俊林没有摔
死，从北山转到山崖下，朝刘俊林的身上又捅了29
刀。当方正闻讯赶到现场时，见到战友惨状，悲痛
欲绝。然而，大悲无声，他竟一声也哭不出来，整整
3天，他就像突然失声的哑巴一样，用自己的方式
在内心缅怀着昔日朝夕相处的好朋友、好战友。

在将刘俊林的壮举电传给新华社后，方正好长
一段时间都沉浸在悲痛之中，久久难以平复，只有
挥泪以诗悼念，将诗稿发在《泰山时报》上。

当年刘俊林陪同方正一起在街市上买的绿色
小茶缸依然在，已经陪伴他度过了80多年的光
阴。方正把小茶缸视若珍宝，放在家中写字台的醒
目处，每天都能一眼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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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老人离我们而去了，《泰山时报》“最后一支笔”
画上了一个句号。方正老人的一生如同一部厚重的史
书，他的年轮跨越了一个世纪，他的笔尖书写着峥嵘岁月
的烽火，见证着新时代的变迁。作为年轻一代的新闻记
者，我们要接过“这支笔”，续写《泰山时报》的精神，以笔
正义，以文正气，做一名优秀的新时代记录者和传播者。

接过“这支笔”，我们回到现场。走出被键盘声笼罩
的嘈杂，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幅动人的画面，讲述一
个个鲜活的故事，践行“四力”，我们才能坚定自身价值。

接过“这支笔”，我们穿透迷雾。在“信息大爆炸”的

“战场”上，在狂热的流量诱惑下，我们要保持追问的勇气
与力量，扛起记录时代、追寻真相、担当道义的责任。

接过“这支笔”，我们勇于直面新挑战。无论是AI工具
的使用，还是短视频创作的策略，甚至是大数据、云计算等，
都需要记者不断学习和挑战自我，去适应新技术、新环境。

但是，无论技术如何发展，信息传播环境如何改变，
文字里的真情不会变，镜头里的真实不会变，初心与热爱
更不会变。

接过“这支笔”，紧握“这支笔”，做时代的一豆微光，
或许微小，但足够明亮，看得清脚下，也照得见远方。

马背写烽火 墨痕铸风骨

他是《泰山时报》“最后一支笔”
102岁战地记者方正逝世

□记者 柳萍 文/图

接过“这支笔”

2025 年 2 月 13 日 16
时 50分，《泰山时报》战地
记者方正于济南逝世，享
年102岁。那天下午，当我
从方正大女儿方平口中得
知这一消息时，心头猛然
一紧，泪水默默奔涌而出。

采访他老人家的情景
历历在目，那平和亲切的
声 音 如 在 耳 畔 ，恍 如 昨
日。然而，不得不相信，这
位可亲可敬的老人真的离
开了！

这一天，雪落泰山，云
路千盘，松涛沉默。

《泰山时报》是中共泰
安市委机关报《泰安日报》
的前身，也是山东抗日根
据地境内唯一一份由地委
出版创办的党报。该报
1939年10月创刊，1944年
9月终刊，在因敌人的分割
包围封锁《大众日报》无法
送达的日子里，担当着传
递党中央声音、激励斗志
的重任，被泰山地区干部
群众视若珍宝，在那段特
殊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方正是《泰山时报》从
抗日战争时期创办至终结
全过程的亲历者、参与者，
也是这份革命鲜血染红的
报纸最后一位见证者，堪
称是《泰山时报》的“最后
一支笔”。

墨 痕 犹 在 ，斯 人 已
去。“这支笔”穿越硝烟弥
漫的烽火岁月，写下过一
篇篇生动滚烫的战地报
道。如今，一块原样大小
复制的《泰山时报》模版
陈列在泰安日报社社史
馆内最醒目的位置，同时
陈列的还有老人在百岁
那年（2022 年）专门为《泰
安日报》题写的寄语：“祝

《泰安日报》越办越好！”
他那一枚枚闪光的军

功章和用过的毛笔、钢笔，
看过的书，写过的笔记，用
手摩挲过无数遍的战友们
的照片，朴实无华的家陈
摆设，无不默默讲述着这
位老人当年策马扬鞭、手
持纸笔进行战地报道的峥
嵘岁月。

采访方正，他每当忆起自己与夫人王庆芬的烽
火爱情传奇时，脸上都会露出微笑。两人的故事在
那充满残酷斗争的年代，为那段艰难岁月增添了一
抹温暖、浪漫的亮色。

1939年春，时年15岁的方正从老家兖州到徂
徕山参加革命。不久，他奉父母之命回家成亲，两
人当时年龄都不大，在炕沿上傻坐了一夜，新娘的
红盖头也没取下来，彼此都没有看清对方的样貌。
第二天，方正便启程赶往部队。不久，妻子也追寻
他的足迹参加了革命，只可惜，那时方正已跟随《泰
山时报》编辑部和泰山地委从泰北辗转到了莱北地
区。没有找到丈夫，王庆芬便索性在泰北做妇救会
工作，并成长为妇救会会长。她发动群众做军鞋，
站岗放哨，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反“扫荡”，被大家誉
为抗战“花木兰”。

1942年10月18日，也就是吉山战斗发生后的
第二天，方正在食堂排队领取饭菜时，发现自己前
面有一位同志面生，就上去询问，对方面容悲戚地
说：“俺从泰北来，找丈夫，但他可能已经在吉
山战斗中牺牲了。”方正一听口音是兖州
人，声音也耳熟，急忙问：“你丈夫叫
啥？”“方正。”“我就是方正啊！”她抬
起头仔细打量着眼前人，惊喜万
分：“你真是方正，你还活着！我
可找到你了！”就这样，一对革命
夫妻戏剧性重逢，让两颗志同道
合的心贴得更加紧密。

夫妻相见不相识，笑问对方
何处来。一时间，两人的故事被
战友们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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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一段完整而准确的历史，需要久久为功的
坚持。断断续续20年间，我通过采访方正本人，采
访其家人、战友、亲朋，重走他战斗过、采访过、生活
过的地方，重温他的革命足迹，无不触动心怀。

在这20年间，我的工作岗位几经辗转调换，但
始终没有放下对方老的跟进采访。这是完全没有
功利性的采访，在外人看来仿佛在自讨苦吃，但是
只有自己知道，我是从内心出发，带着一种责任
感、使命感、紧迫感，分秒必争地去做这件事，目的
只有一个，就是尽可能多地挖掘和留存这份宝贵的
记忆，不为后人留有遗憾，把《泰山时报》的精神传
递下去，让老人的革命故事和乐观主义情怀永远为
后人所铭记。

《泰山时报》与《泰安日报》有着深厚的传承渊
源，方老一直关心着《泰安日报》的发展，每次拜访
他，我都会带上几份《泰安日报》，老人每次都会认
真翻阅，询问报纸编发刊印情况，为如今报社发展

感到欣慰，并鼓励我要“做一名人民的好记
者”。

方老位于济南的家极其朴素，
摆设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像是回
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
过境迁，这位革命老人从未
忘记那段艰难的峥嵘岁
月，从未忘记那些曾经一
起并肩战斗的战友。“我
的战友很多年纪轻轻就
牺牲了，什么也没有享受
到，我有幸活到了和平年
代的好时候，很知足很幸
运。”

在采访方老的 20 年
间，我在对各种与其相关的文

字、图片资料进行搜集、整理的
同时，还拍录了许多老人的讲述

视频、音频，以确保重要事件、内容无
一遗漏并确保准确。方老及其家人给予了

充分支持，一有相关资料就第一时间提供给我。有
了这些充实的第一手素材资料，我写成了多篇文章
在报纸杂志刊发。

如，2022年在《泰安日报》整版刊发的《百岁战
地记者方正与＜泰山时报＞背后的故事》、在《山东
文学》杂志刊发的报告文学《方正与＜泰山时报＞》，
2014年在《大众日报》文化版刊发的《＜泰山时报＞
印刷石板见证抗战岁月》等等，有的被中国新闻网、
人民网等央媒转发，还有的被收入相关文史书籍。
他的子女在给我的留言中写道：“谢谢你为我们的
父亲所做的一切，为父亲、为我们家留下了宝贵的
历史资料，做了我们该做却没有做的事。”这时候，
我感受到身为记者的自豪，感受到职业带给我的价
值和意义，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2024年11月8日中国记者节这天，泰安日报
社组织新闻工作者到位于济南市莱芜区卧云铺村
的《泰山时报》旧址开展党建活动，我一同前往。
静谧的山村，一处石头院落，袅袅炊烟，一切都那
么平和安宁。两层石房的墙上挂着一块“《泰山时
报》旧址”铜牌，抚摸着斑驳的石墙，眼前浮现出当
年《泰山时报》的编辑记者方正和战友在艰苦环境
中忙碌的场景，仿佛历史并未远去，只是今非昔
比，换了日月。

以笔为枪写烽火，墨痕犹烫著华章。方老虽然
走了，但是他的精神永存，他的文字始终滚烫。他
是那么热爱泰山，也许他已化作了泰山的一棵青
松、一缕云霞、一弯溪流，日日与泰山的旭日、松涛
相伴。

方老之精神风骨，山高水长，与泰山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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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这位百岁的红色报人在生
日宴上，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早已被他唱了无
数遍的革命歌曲《八路军山东纵队进行曲》，语气
铿锵，声音洪亮，饱含激情。

看着，听着，我眼前浮现出年轻时代的战地记
者方正在硝烟炮火中以笔为枪、奋笔疾书的身影，
浮现出他在战马上抱着设备转移的场景，不知不
觉，热泪盈眶，内心的那份触动，无以言表。

方正的战地记者生涯从泰山起步。他对我说，
泰山，是他参加革命的地方，也是他曾经战斗和生
活过的热土，不是故乡胜似故乡。这里有他太多太
多的回忆，有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有善良的房东，
这里是他无数次梦到的地方。

生于兖州，却把泰山当成了故乡，他一直自称
为“泰山之子”。正因对泰山有着特殊的情结，所以
他愿意无数次地“回家”，离休后，他几乎每年都会
到泰山脚下疗养，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借机会一会
自己朝思暮想的几位老战友。

2019年夏天，方正又一次到泰山脚下疗养，雨
后初晴，我过去拜访，恰好遇到方老在泰安的3位
战友前来，4位九旬老人围聚在一起，谈笑风生忆
当年。“我们几位党龄加起来就有200多岁。”方老
开玩笑说，他还高兴地把我介绍给几位战友：“小柳
同志，和我是同行，都是新闻记者。”场面十分热烈
喜乐，我赶紧将这一难得的画面抓拍下来，留作
纪念。

时隔不久，我收到方正老人寄自济南的一封
信，里面是一张1979年 10月 2日《大众日报》4
版的复印件，上面有方正老人当年发表在这个版
面上的一篇文章《我爱泰山》。文章回顾了他从
泰山走向革命的心路历程，表达了对泰山的深情
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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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

方正与夫人王庆芬方正与夫人王庆芬。。
（（图片为翻拍图片为翻拍））

方正老人在翻阅《泰安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