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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到胶东，领导革命。 （摄于山东牟平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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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作品）理琪在文登沟于家村研究开展武装斗争。 （摄于山东文登天福山起义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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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琪，从周口太康走出的著名抗日英烈。
他，地主家的少爷成长为太康最早的中共

党员。
他，参加著名的宁都起义，到上海从事秘

密工作。
他， 在胶东成功发动天福山抗日武装起

义，开启红色胶东时代。
他，取名理琪有什么含义？
他，领导胶东抗战，著名作家冯德英在小

说《山菊花》中有大量描述。
他， 是牺牲在胶东抗日战场上的最高将

领。 迁葬时，当地百姓用最高礼仪为其送行。
他，牺牲十多年后，为什么姐姐“千里寻弟”？
他，在胶东大地享有殊荣，被誉为“天福英

雄”“胶东之魂”。
……
今天，我们幸福地生活在“理琪们”用牺牲换

来的太平盛世，作为理琪家乡人，沿着理琪的革
命足迹，采访他的红色故事，感悟他的人格情怀，
愈发感觉到我们对他的了解远远不够。 他的事
迹需要更多人铭记，他的精神需要世代传承。 让
我们一起走近理琪……

太太康康最最早早 中中共共党党员员

盛夏时节，在理琪家乡太康县，记者见到
一份珍贵的理琪手稿。 在一张发黄的纸上，工
整地写着这样几句话：“我们办讲习所培养了
一批反封建骨干，为广泛发动农民，急需粘贴
标语口号。我拟了几条供兄参考一下。一、天下
穷人是一家。 二、不劳而获是剥削。 三、打倒剥
削者。四、幸福靠双手，世上没有神仙。五、工农
是天下的主人。 六、敬神不如敬父母。 七、烧香
不如孝双亲。 兄修改后写二百多幅，粘贴韩庄
和四周村庄……”

这是 1925 年 7 月间，理琪给好友的来信。

还有一封信，已经捐献给了山东省威海市
文登区天福山起义纪念馆。从原件的照片中可
以看到，1925 年 8 月中旬， 他又给家人去信：
“我受党派遣急需到开封无线电学校报到……
前几个月办讲习所和扒庙拉神胎运动中，你对
我帮助很大，感激不尽。你要相信，共产主义一
定能实现！ ”

1925 年七八月间写这两封信时， 理琪才
17 岁。 这年 4 月， 他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成为太康最早的中共党员。 纸短意长，在书信
中，让人感受到理琪渴望推翻旧社会、砸烂旧
枷锁的强烈愿望，字里行间闪烁着共产主义信
仰的光芒。他坚信共产主义大旗一定会红遍神
州、高高飘扬。

理琪，原名游建铎。 他并不是因为家里穷
才闹革命的。 1908 年 12 月，理琪出生在太康
县大许寨游庄村的一个地主家庭。 从小饱读
诗书 、衣食无忧 ，但他未染纨绔习气 ，没有成
为地主家的大少爷， 而是逐步成为一位坚定
的革命者。

1924 年，怀揣梦想，理琪离开家乡来到开
封圣安德烈中学学习。 他关心国家大事，课余
饭后，常到图书馆翻看报纸杂志，对政治形势
了解得越来越多。 随着眼界日渐开阔，他的思
想更加激荡开放。 感叹命之不均的无奈，常在
他日记中闪现：“人之环境何相异之深也，何天
之生人之不均也！ ”他渴望摆脱旧制度的桎梏，
见到阳光四射的新世界。

小小少年 ，有了更多人生思考 。 他向往
光明自由 ，希望光明将那 “尚没有觉悟 ”的人
“震醒 ”。 为追寻真理 ，他如饥似渴研读进步
书刊。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也游荡到了华夏大地。 《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
刊驱散长夜的黑暗，像曙光一样透进理琪的心
窗，使他的思想觉悟迅速提高。 随着开封革命
形势进一步发展， 理琪接触到了共产党人，认
定自己找到了人生的北斗星，义无反顾地加入
共产党。

入党后的理琪 ，思想上和旧社会彻底决
裂 ，一言一行听党 、一举一动为党 。 太康县
党史研究室轩人杰告诉记者 ：“理琪是太康
最早的共产党员 。 他走向信仰共产主义道
路 ，有一个不满现实 、同情弱者 、矢志不渝
的过程 。 ”

入党不久，理琪受党派遣离开学校，回家
乡太康开展革命斗争。 根据国共合作需要，他
参加国民党太康县党部筹建， 积极发动群众，
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

为培养农民运动骨干，他在老家游庄村开
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在理琪老家一个小院子
里，他的侄孙游仁杰介绍说：“当时参加讲习所
的学员有 30 多人， 地点就在村东头的一片小
树林里。 ”

理琪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都进行了哪些
活动？ 轩人杰说：“在这里，理琪向学员讲解革

命道理，教育大家联合起来，为建立农民协会
奠定了基础。他发动群众毁庙宇、拉神胎，并亲
自组织、 带领几百名农民来到附近的固窑、韩
店等村，推倒土地庙、龙王庙里的神胎。这些事
在当地农民中震动很大。 ”

显然，开头提到理琪的两封亲笔信，就是
在这个背景下完成的。

1925 年秋，遵照党的安排，理琪又离开了
太康县，来到开封，考入西北军无线电学校。学
习期间，理琪有幸认识了同龄人邓汝训。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
遒。 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信仰，使两人越走越
近。毕业后，邓汝训曾到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理
琪留在冯玉祥西北军担任电台报务员，按照指
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谁也不会想到，同窗好友邓汝训，多年后
竟是理琪踏上胶东这块土地的重要介绍人。

在默默等待中， 理琪就像干渴的大地，需
要一声霹雳惊雷，迎接久违的甘霖。

宁宁都都起起义义 精精神神洗洗礼礼

1927 年的中国时局风云变幻，中国共产党
在艰难中前行。 理琪遵照党的指示，仍在国民
党部队从事地下工作。 1930 年，冯玉祥的西北
军中原大战败北后，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党第
二十六路军。 这样，潜伏在西北军的理琪成了
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的一员。

为巩固独裁统治，彻底消灭红军，蒋介石
发动大规模的“围剿”。 三次“围剿”均告失败
后，蒋介石玩弄“一箭双雕”之计，派不是嫡系
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至江西宁都剿共。 于
是，理琪也随军来到了宁都。

在宁都，潜伏军中且懂得无线电通信技术
的理琪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他一面进行瓦解
敌军、策动国民党士兵哗变的“兵运活动”，一
面搜集敌人的军事情报提供给红军，帮助苏区
军民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

与此同时，地下党组织紧锣密鼓地做国民
党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及军中高、中级
军官的工作，并取得积极进展。

理琪盼望已久的惊雷来了。 1931 年 12 月
14 日，在中共地下特支领导下，国民党第二十
六路军 1.7 万人携两万多件武器胜利举行宁
都起义，改编为红五军团。 这次爱国主义壮举
中，有记载的 8 名周口人参加宁都起义，其中
就有理琪。

理琪这段历史充满传奇。 有的资料中，理琪
不在宁都起义前夕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中 20
多位地下共产党员名单中。 有的资料中，他策动
宁都起义被发觉，提前离开回到中央苏区。

宁都起义时 ，理琪是地下党员吗 ？ 他参
加宁都起义没有 ？ 今年 5 月初 ，记者曾远赴
江 西 宁 都 采 访 。 党 史 研 究 专 家 、 《雄 师 铁
军———宁都起义将士录 》作者 、江西宁都人
李学文 ，耗费 20 年之功研究宁都起义历史 ，
多年前曾到周口采访 ，对周口籍起义将士历
史比较熟悉 。

在宁都县博物馆召开的座谈会上，李学文
认为，理琪 1925 年入党，参加了宁都起义。 他
保密工作做得好，不暴露党员身份以适应以后
更重要的隐蔽工作。

“风雷吼，战旗乱，人声欢。 铁臂舞剑，慷
慨悲歌投明弃暗。挥干戈驱倭虏，收复黑水白
山。 壮志凌霄汉，重整旧河山，神功创奇观。 ”
宁都起义成功后，理琪按捺不住兴奋之情，赋
诗一首 ，慷慨激昂 ，放声吟唱 ，兴奋之情溢于
言表。

宁都起义，理琪接受精神洗礼———可爱的
中国，也只能由中国共产党引导走向光明。 为
了党的壮丽事业， 他愿倾注一生心血为之奋
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听听党党召召唤唤 潜潜伏伏上上海海

红色经典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共产
党员李侠来到大上海， 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
作，成为我党无数潜伏者的代表人物。 理琪也
有一段同样的经历。

宁都起义成功后 ，理琪没有暴露身份 ，
继续潜伏在国民党部队 ， 一次秘密向苏区
发报时不幸走漏风声 ，遭到追捕 。 但他机警
脱险 ，长途跋涉 ，到达中央苏区瑞金 。 来到
瑞金 ， 理琪利用操控无线电收发业务的便
利条件 ，不断关注国民党部队动向 ，一旦发
现有重要情报立即报告 ， 这为前方红军部
队粉碎敌人围追堵截 、挫败 “围剿 ”阴谋作
出重要贡献 。

1934年初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一天上午，上级组织的一位领导人突然找

他单独谈话，让他离开苏区，立即到上海，在白
色恐怖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党组织之所以让理琪到上海中央机关做
地下工作， 一方面因为电台报务人才极缺，另
一方面也是对他的充分信任。

到上海开展地下工作，需要极大的勇气和
胆量。 带着党的重托，理琪义无反顾地来到中
央机关做电报收发工作。 他身负机要重任，总
是巧妙而出色地完成任务。 然而，上海斗争形
势严峻， 隐蔽中的我党地下组织遭到敌人破
坏，许多活动被迫暂时停止下来。 一些地下工
作者也暂时与组织失去联系，完全处于孤立无
助的境地，十分险恶。 理琪经常饿着肚子流浪
街头，但他怀着对党赤诚的心坚持斗争。 1935
年下半年，理琪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无法在
上海开展工作。

正当他为寻找党的组织焦灼万分时，和他
经常保持联系、在河南省委组织部工作的同窗
好友邓汝训突然来信，问他愿不愿意到胶东开

展革命斗争……

危危难难之之际际 领领航航胶胶东东

胶东，名称来源于秦朝胶东郡，大范围指
胶莱河以东地区，小范围指烟台、威海地区。 在
风云激荡的历史节点上，胶东一些村庄党的活
动如星星之火，以锐不可当之势迅速点燃了群
众的革命热情。 然而，反动势力对人民实行了
惨无人道的屠杀。 特别是 1935 年 11 月 29 日
（农历十一月初四 ）胶东 “一一·四 ”暴动失败
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疯狂的“清乡”。 大批暴
动队员被抓被杀， 胶东各县党组织惨遭破坏，
整个胶东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中。 第三届中共胶
东特委书记张连珠被捕， 国民党将其杀害后，
人头悬挂文登城门示众 3 天。 在文登被捕的共
产党员和群众达 3000 多人，一次被杀 30 多人，
城内一片血雨腥风。 乳山县（原属牟平、海阳
地）有关资料记载，全县有 230 多名党员被敌
人杀害，有的被扒心挖胆，有的头颅被割挂在
城门或电线杆上示众。

胶东东部的革命火种，几乎全部被扑灭。
接到同窗好友邓汝训来信时，在上海的理

琪从报纸上得知 “胶东赤匪猖獗”， 国民党对
“一一·四”暴动血腥镇压，此去胶东同样冒着
巨大危险……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从上海到胶东，
理琪的革命生涯走向高潮。

理琪不是胶东人， 本和胶东无任何关系，
是什么原因和力量让理琪毅然决然来到胶东
这块陌生的大地？他是怎样和胶东党组织接上
关系的？

今年 6 月 15 日，记者远赴胶东，和威海市
文登区红色胶东研究会会长许建中共同追寻
理琪战斗足迹，擦亮这段岁月印痕。

“西字城里党旗红，理琪豪迈来胶东”。 这
是 2022 年 12 月， 曾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
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迟浩田上将，纪念理琪来
胶东重燃革命烽火的题词，道出其中一段惊心
动魄的历史。

在文登、荣成、威海卫交界处，连绵起伏的
山脉将西字城村深情地揽入怀中。 村庄不大，
却浓缩了一个时代的革命风云。记者一行驱车
来到西字城村邓汝训老宅。 老宅红瓦黄墙，充
满沧桑。 在这里，许建中还原了理琪初到胶东
时的一些场景。

“一一·四 ”暴动失败 ，胶东党组织群龙
无首 ，和上级失去联系 。 当时在河南省委工
作的邓汝训收到老家文登党组织求助信后 ，
在无法找到上级党组织的危急情况下 ，果断
选择了理琪 。 理琪是党员且有着大城市地下
工作经验 ，还有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和
城市暴动经验 ，相信他能携民众及同志开辟
胶东革命新天地 。 邓汝训特意安排理琪 ，到
胶东后找文登临时县委书记 、沟于家村的张
修己联系 。

党在危难时刻， 即使前方是刀山火海，理
琪也把生死置之度外， 接下异地党组织请求，
决心远赴胶东挽救危局。

1936 年 1 月，理琪化名“王奇”，身着长袍，
乘船由上海辗转至文登。当时负责接头的地下
交通员后来回忆初见理琪的情景———“长袍先
生提着木箱，在冷风里笔直地站在集市旁边一
棵大树下，他大约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细身材，
中等以上个子，圆脸型，大眼睛，戴副眼镜，清
瘦干练，斯斯文文的。 只感到此人沉稳、坚定，
眼神深邃而锐利， 让人一看就生出希望来，这
是个浑身洋溢着激情的人，这是个蕴藏着无限
能量的人。 ”

受文登临时县委书记张修己指派 ，西字
城村地下党员前去迎接理琪 。 夜幕掩护下 ，
理琪在西字城村暂住 。 过了两天 ，理琪找到
邓汝训家 ， 向邓家人出示了邓汝训亲笔信 。
信中写道 ：“今来人王奇弟 ，是我结拜金兰兄
弟 ，情同手足 ，仁道甚厚 。 彼来故乡 ，一则拜
认母亲 ，二则顺销文房四宝 。 望兄长禀告母
亲以客相待……”

理琪拜邓母为干娘， 在邓汝训家暂住下
来，并与党员刘庆华取得联系，初步了解了胶
东的情况。

“十几天后， 理琪由人护送， 夜行崎岖山
路，来到六里地外沟于家村的张修己家，也就
是文登临时县委所在地。 ”许建中说，理琪是外

地人，口音不同，容易暴露目标。大家把理琪当
亲人，经常教他当地方言，亲密无间。

理琪到沟于家村住在张修己家， 白天隐蔽
在张家的西间听取汇报， 晚上和张修己穿山越
岭，物色发展新党员。

风起云涌的胶东大地，需要一场摧枯拉朽
的革命。 在理琪指导下，胶东革命犹如漫漫黑
夜里有了指路明灯。 革命同志有了主心骨，以
更大勇气迎接新的挑战。

来到胶东一段时间后 ， 为了革命斗争
的需要 ，也为了表达内心的坚定理想信念 ，
他开始使用理琪这个名字 。 为什么选用这
两个字 ？ 他从革命导师列宁的原名 “弗拉基
米尔 ·伊里奇·乌里扬诺夫 ” 中取 “里奇 ”
两字的谐音 ，理琪这个名字从此产生了 。 从
游建铎到王奇 ，再到理琪 ，他在革命道路上
始终向前 。

一一封封长长信信 拨拨正正航航向向

如今，沟于家村中共胶东特委旧址门口设
置了保护标志，属文登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旧
址房顶由厚厚的贝草铺设而成，保持了战争年
代原貌。

理琪起居室内按原貌复原， 笔墨纸砚、桌
子柜子摆放整齐。展厅内，各种红色文物、红色
历史以实物和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出来。

“理琪的到来，使胶东革命火焰重新燃起。
为躲避敌人‘清剿’，理琪后来又到威海卫、济
南避险。 不久，第二次来到沟于家村。 ”许建中
说，1936 年 4 月， 党组织在沟于家村建立胶东
临时特委，理琪任书记。

听说记者来自理琪老家周口，沟于家村党
支部书记杭良很惊奇、很高兴。这也是多年来，
他第一次向理琪家乡的记者讲理琪：“现在，我
们沟于家村委会里有一位会计，他姥爷当年就
是理琪的秘书呢……”

“大雪飘飘在空中，胶东正在闹暴动……
机枪大炮轰 ，多少烈士鲜血红……”展厅内 ，
《胶东正在闹暴动 》 的词谱展板占据门与床
之间大半个墙壁 ，将人带回烽火硝烟的战争
年代。

胶东临时特委成立后，为加强胶东党的思
想和组织建设，理琪曾创办《真理报》。 他担任
主编，亲手撰稿。每逢桥头集日，党员就偷偷将
《真理报》提前张贴在集市的大树上或石碑上。
第二天赶集时再混在人群中观察众人的反应。
常常听到有人悄悄议论说， 这个小报真好，说
的道理很对。 《真理报》先后出版 5 期，吹响了
战斗号角。

白色恐怖中，敌人经常“清乡”。 为了安全，
理琪常常从一个村转移到另一个村，在极端危
险与困苦的情况下，他深入基层做了大量基础
研究工作。

参照在中央苏区时的经历，1936 年 6 月，
理琪撰写 15000 多字的《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
信》。 这封信，从思想、政治、组织、军事等方面
总结了过去阶段胶东党的工作， 分析了当前
斗争形势，提出了近阶段胶东党组织的任务。
这也是指导胶东革命的第一份文件， 饱含马
列主义思想，一经发出，当即在基层党组织中
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封信，拨正胶东革命航向。 胶东党组织
在这份文件精神指导下，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恢
复壮大。

在泥墙斑驳的理琪起居室， 记者仿佛看
到，如豆灯光下，理琪正总结“一一·四”暴动失
败经验教训，撰写《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
饿了，喝口凉水；喝了，啃口饼子，奋力重燃胶
东革命星星之火。

为保护胶东特委旧址，村里修路时专门将
房子保留下来。 十几年前的春节，有小孩放鞭
炮，将胶东特委旧址房顶烧着了。 现任村党支
部书记杭良和村民冒着危险上房顶将大火扑
灭。红色遗址，承载着珍贵的红色记忆，是村里
人永远的精神财富。 目前，村里正进行胶东特
委旧址修复，打造红色研学点，建设红色文旅
村庄。 不仅节假日，平日人们也常来这里寻找
革命初心、缅怀革命先烈。

村党支部书记杭良深情地说：“理琪作为
河南人，在胶东革命遭遇困境的关键时期，来
这里指导胶东革命， 群众都很尊重他、 感激
他，更怀念他。 ”②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