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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牵出背后故事

陈振麓生于1913年，1939年牺牲时年
仅26岁。抗日战争期间，陈振麓是国立山
东大学学生、“民先”队员、青岛市委书记、
崂山抗日游击队第四中队的队长。年轻的
他因长期过度劳累，患有晚期肺结核病，病
逝于家中。1950年，陈振麓被山东省民政
部门认定为革命烈士。

由于上世纪的历史遗留问题，陈振麓
的烈士证等档案资料在有关部门丢失
了。此后陈振麓被认定为家中病逝，不算
烈士。多年来，陈振麓的亲属多方寻找证
明材料，困难重重，只能将陈振麓的骨灰
安放在济南市平阴县玫瑰镇野仙沟村公
墓。如今，陈振麓亲属唯一的愿望是请北
京、青岛的战友作证，让英雄骨灰迁移到
革命烈士陵园里“归队”，在他病逝 85 年
后得到告慰。

崂山区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听取了青
岛建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理王绍君的讲
述，鼓励和支持她拍摄系列红色纪录片《英
雄陈振麓》。王绍君告诉记者，经过与青岛

市委党史研究院、崂山区档案馆等多家单位
的考证，她的团队对陈振麓的生平事迹有了
深入了解。今年9月，系列红色纪录片《英雄
陈振麓》推出，让陈振麓的感人事迹被更多
人知晓和传颂。

参军抗战文武双全

1913年，陈振麓出生于平阴县玫瑰镇

北辛庄，1920年随父亲迁居到济南东关十
亩园。陈振麓自幼聪明好学，追求真理，积
极参加政治活动。在聊城二中时，因参加
学生运动遭到追捕，藏在大缸里才幸免被
捕。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济
南学生赴南京请愿团。1933年，他响应中
国共产党的号召，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察哈
尔，参加了察北抗日同盟军，在此期间，加
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抗日同盟军失
败后，陈振麓与组织失去了联系，重新返回
校园。

1936年，陈振麓考入位于青岛的国立
山东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师从著名生物
学家童第周。同年，爱国青年李欣也考入
国立山东大学机械系。他俩虽院系不同，
但住在同一个宿舍，有些物理基础课一同
上课，课外都参加了世界语研究班，常在一
起学习、交流思想。李欣对陈振麓的印象
是，虽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长得却像个庄
户人，个头不高，身体结实，脸膛黑黝黝，待
人质朴热情。

1937 年 4 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山

东大学队部在青岛中山公园的山上，召开
了成立大会。李欣被选为“民先”青岛地区
队部负责人，陈振麓是其中极其活跃的一
员。1937年5月，全国大学生集中军训，集
训点之一是在济南附近的辛庄。陈振麓和
李欣编在一个班里，练习劈刺、拳击、单双
杠等，学习整理内务，有从军经验的陈振麓
样样在行。班里有了他这个老兵，事事走
在前面，成为了全中队的模范班。

重建中共青岛特别支部

1937 年 9 月，原中共东北军工委派人
来找李欣对接组织关系，李欣对接后，立即
帮助恢复陈振麓的组织关系。按照当时背
景下的规定，凡是“七七事变”前入团的团
员均计算党龄，恢复组织关系，补行入党宣
誓，于是，包括陈振麓在内的共青团员一律
转为中共正式党员。随后，李欣介绍王艺
入党。之后，他们三人组成了中共青岛特
别支部，这是青岛党组织自遭受国民党破
坏后重新建立的党组织。李欣任书记，陈
振麓任组织委员，王艺任宣传委员。

中共青岛特别支部成立后，决定将青
岛党组织的活动中心转移到郊区农村，以
群众基础较好的崂山毕家村、兰家庄为中
心，集中力量发展党组织，组建崂山抗日游
击队。

1937年11月，根据组织决定，陈振麓、
王艺带领山大部分“民先”队员住在市立埠
落小学，在农村积极开展工作。陈振麓组
织成立了中共毕家村党支部并担任书记。
支部成立后，党员们分头联络老同学、老熟
人以及丢失组织关系的老同志，努力扩大
党组织，大力发展“民先”队员，为建立游击
队作准备。

组建游击队开展斗争

1937 年 11 月，鉴于党的力量迅速壮
大，经中共东北军工委决定，撤销中共青岛
特别支部，成立青岛市委，由陈振麓担任市

病逝85年后 家属盼英雄“归队”
红色纪录片《英雄陈振麓》牵动青岛济南两地 导演王绍君搜集挖掘英雄的事迹

一封信引起对往昔峥嵘岁月的追思和探寻。2022年12月6日，正在拍摄红色系列纪录片的王绍君团队，
收到原青岛特支书记、原38军113师政委李欣将军的女儿李宁教授的微信。“历史不能忘记英雄陈振麓。”李宁
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找到了陈振麓亲属的来信，希望原崂山抗日游击队战友证明陈振麓是抗日战争中病逝的革
命烈士。近两年来，80后导演王绍君带领团队在多方协助下为此展开努力。

委书记，李明海任武装部长。青岛市委机
关设在毕家村的市立埠落小学，之后成了
崂山抗日游击队第四中队队部，队伍陆续
发展到六七十人。游击队成立后，最大的
困难是缺乏武器。陈振麓带领大家想方
设法收集武器和军需品，陆续弄来 4颗地
雷、6颗手榴弹、3把大刀、1把指挥刀、1大
箱电子管、1支土枪、1支日本三八式步枪、
一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崂山抗日游
击队第四中队在险恶的环境中，与国民党
右派势力和地主武装进行坚决的斗争。

1938年 1月，日本海军在青岛崂山山
东头登陆，入侵青岛。日本陆军第五师团
占领潍县，在高密即将被占领前，高密游击
队转移到诸城，按照上级指示，李欣等人秘
密前往诸城相州做大部队到达的协调联络
工作。随后，陈振麓等人率领游击队成员分

三批前往诸城，与高密游击队工委领导的抗
日力量会合，组建高密抗日游击队第四中
队，陈振麓担任中队长。高密游击队共有
108人，其中多数是大学生和“民先”队员，号
称“一百单八将”，成为了党组织绝对领导
下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中共青岛市委与
高密游击队工委合并，组成了中共鲁东南
工委，陈振麓担任工委委员。

1938年 3月，正当第四中队分散在诸
城五莲山区，发动群众联合起来抗日的时
候，高密游击队中的反动分子制造事端发动
突然袭击，迫使第四中队不得不离开。当
时，工委书记吴山率领高密游击队第四中队
向江苏徐州方向转移，陈振麓随队一起撤离
到徐州，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取得联系。后来
兵分两路，陈振麓被分配到667团的一个连
队，去做党组织工作。

多方合力助英雄“归队”

1938 年秋，667 团在连云港附近与日
本侵略军交战。因给养不足，战士们三天
没有进食。陈振麓晕倒在战壕里，查出肺
结核晚期。当地党组织把他送到赣榆城联
络站，后又转往日照治疗休养。拖着病弱的
身体，陈振麓依然全心全意工作，培养和发
展了一批党员。1939年1月，陈振麓病情日
趋严重，家人长途跋涉将他抬回济南。三
天后，年仅 26岁、还没有结婚的陈振麓在
家中病逝。

纪念是重温，也是唤醒。重新翻开历
史，让人们沿着英雄的足迹，去追寻不可
或缺的信仰之光，点燃时代的荣光。陈振
麓的侄子和侄孙女已授权王绍君团队全

权处理陈振麓的烈士信息收集、整理、归
纳、协调等各方面工作。

近日，王绍君团队拨通了有关部门的
电话，告知拍摄时发现陈振麓的墓地仍在
济南市平阴县玫瑰镇野仙沟村，未进入革
命烈士陵园。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平
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迅速与青岛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联系，寻找失去的档案资料。
王绍君团队也积极提供历史资料。如今，
陈振麓有望“归队”到当地烈士陵园。“期
待陈振麓烈士在八十多年后，与战友们相
聚。”王绍君动情地说，一场《集结号》式
的跨世纪寻找烈士即将划上圆满的句号。

“我与团队在拍摄纪录片《人民英雄
纪念碑——背后的故事》时，找到了碑心
石开采旧址位置，并参与设计、撰写了碑
心石旧址文字介绍。拍摄《追忆崂山抗日
烽火》时，找到了抗战期间青岛市委及中
共崂山抗日游击队四中队办公地址。”王
绍君自豪地告诉记者，“向英雄致敬，让青
岛的红色记忆永存，我们80后也会继续书
写传承英雄的故事。”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首席记者 张译心

19361936年年，，陈振麓陈振麓（（右一右一））与同学合影与同学合影。。 陈振麓带领山大陈振麓带领山大““民先民先””队员在崂山宣传抗日队员在崂山宣传抗日。。

陈振麓尸骨埋在野仙沟村公墓陈振麓尸骨埋在野仙沟村公墓。。 陈振麓病逝前穿的山大校服陈振麓病逝前穿的山大校服。。

王绍君团队拍摄陈振麓战友李明海的女儿李建华王绍君团队拍摄陈振麓战友李明海的女儿李建华。。

陈振麓陈振麓。。

李欣将军收到的信李欣将军收到的信。。

陈振麓在山大的学习笔记陈振麓在山大的学习笔记。。

李欣李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