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市区黄河

路北侧的运河堤

顶路边，一座颇具

年代感的二层建

筑 十 分 引 人 注

目。这里，就是始

建于1898年、后由

沧州市人民政府

标注的博施医院

旧址。如今，这座

小楼已建成家庭

博物馆，讲述着大

运河畔百年来中

外文化的交流与

融合。

博施医院，孕

育见证着沧州近

现代医学的发展，

又好似一台时光

穿梭机，透过它，

人们看到了百年

前沧州城的模样，

看到了大运河的

历史风貌。

随着对博施

医院的深入研究，

博施博物馆馆主

于龙华发现，沧州

早期的几位共产

党员曾在医院附

近的旅馆召开过

一次意义重大的

会议；解放战争时

期，博施医院曾是

救治解放军伤员

的主要基地；医院

创办的乐善园小

学曾广泛传播红

色思想……这些

鲜为人知的往事，

也为博施医院增

添了一笔厚重的

红色印记。

几年来，于龙

华多番查阅历史，

寻找知情人，为博

施医院丰富了肌

理和血肉，让这段

埋藏在历史深处

的红色往事更清

晰地呈现在人们

面前。

责任编辑 杨静然
电话 3155702 电邮 316246709@qq.com

2022年2月15日 星期二
农历壬寅年正月十五P6 沧州记忆

CANGZHOU JIYI

老兵尚元起老兵尚元起
智送智送““鸡毛信鸡毛信””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本报通讯员 张国君 刘耐岗

本报记者 杨静然

众所周知,《一封鸡毛信》讲的是抗日

小英雄海娃利用他的聪明机智，与日本侵
略军斗智斗勇，最终将一封非常重要的情
报送达八路军手中的故事。在吴桥县何庄
乡前尚村，就有这样一位老人，12岁加入
儿童团，为八路军传递情报；14岁参军，
曾任华东野战军三野副排长。他，就是 89
岁的尚元起。

1948年，因在淮海战役中负伤，尚元
起回到家乡，在宁津县道口区杨头乡任职
多年。后来担任人民调解员，多次荣获省
市表彰。而当年硝烟弥漫下的战争往事，
老人却很少再提起。

近日，记者来到前尚村，聆听尚元起
的故事。

送情报的抗日儿童团员

抗日战争时期，何庄乡是革命老区，
而前尚村也是当时远近闻名的抗战堡垒村。

“我十来岁那年，村里来了八路军。他
们造福老百姓。我也想加入队伍，成为一
名光荣战士。”尚元起说。

八路军看他很机灵，便介绍他加入儿
童团，为八路军传送情报。

尚元起记得，他去送鸡毛信，临行前
都会把黑锅底上的灰抹到脸上，然后装作
放牛娃，把情报信送到八路军的联络点。

情况紧急时，夜里也需要送情报。路
过过满是坟头的地方，也蹚过湍急的河
流，经过无数次的锻炼后，他增添了几分
胆量和自信。

12岁那年，尚元起正式成为一名儿童
团员。

“为了对付日本侵略者，当时每个村的
进村路上，都有一棵‘消息树’，它是传递
情报的信号。八路军教我摇动消息树。当
鬼子从北边来，就把树往南边推倒；如果
从东边过来了，就把树往西推倒。”尚元起
说。

冲锋陷阵的战斗通讯兵

18岁那年，尚元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从送鸡毛信到参加多次小规模战
斗，他已经成长为一名出色的通讯员。每
遇险境都能沉着应对，化险为夷。

“在炮声隆隆、硝烟滚滚的阵地上，
我每天背着电码箱在枪林弹雨中穿行，紧
张地收发电报。”尚元起说，一次战斗
中，阵地上炮火连天，只看见火光和浓
烟，他争分夺秒地爬上树去架设线路。他
知道，每一分一秒都关系着大家的生命。

至今，他还记得那本密码本的模样。
“在解放战争中，三野与四野实力最

强，同时编制也是最大的，三野前身是华
东野战军，在此之前，华东野战军席卷山
东，威震东南，尤其是在淮海战役中，创
下以少胜多经典之战，而且还是指挥大兵
团作战。我有幸被编入三野的队伍中。然
而不幸的是，一次冲锋，我的腿被敌人的
流弹碎片打中，被转到后方医院。至今我
的大腿里还留着当年的弹片。”

热心调解矛盾的帮大哥

负伤后，尚元起回到家乡，深藏功与
名。1949年至 1962年，他任宁津县道口区
杨头乡乡长、虎皮张乡党委书记等职。后
来组织打算调任他到其他地方任职，他婉
言谢绝了，决定回家务农。

回到老家，除了种地，尚元起没闲
着。邻里纠纷、夫妻吵架，他主动上前调
解。

墙上的奖状，来自各级政府，每一
张都是他担任调解员期间获得的。

几天前，吴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来慰
问尚元起，工作人员俯在他耳边说：“谢谢
您老人家，因为您们的浴血奋战，我们过
上了幸福的生活！”

他微弱地说：“经历了枪林弹雨，看到
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就没有什么遗憾
了。”

博施博物馆展厅内，上百张
黑白影像立于墙面，按照时间顺
序，讲述着这里曾发生的一切。

1892、1894年，时任天津马
大夫医院院长的英国医生路博施
乘船沿大运河来沧州义诊。他因
过度操劳，不幸英年早逝。路博
施的家人为了纪念他在沧州的医
疗善举，捐款修建了博施医院，
1898年建成开业，占地 40余亩，
位置就在沧州大运河畔的南关
口。后经焚毁后，1901年，路博
施家族再次捐资重建，扩大至 70
亩。1903年，在英国人潘尔德和
牧大卫的努力下，重建的博施医
院于 2月 16日重新开业应诊。工
作期间，潘尔德留下了大量的日
记和照片，并多次写信寄给英国
的父亲。潘尔德去世后，他的父
亲特意把这些照片和信件整理成
一本书——《沧州好医生》。

100多年后，时任市中心医院
宣传策划部主任的陈秀春在考证
医院历史的过程中，意外收获了
这部书，并将它翻译成中文版
《英国医生与沧州博施医院》。这
部书，为了解沧州的历史，留下
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多番阅读后，于龙华发现，

书中在 1931年博施医院年度报告
里有这样一段记述：“医院门口
外有一个医院客栈（交给私人经
营），那些患病不严重的人来医
院换药或治疗时选择暂住，还有
一些患者亲属也选择住在这里
……为使住客感觉舒适，医院决
定对客栈进行大范围整修，包括
一些房间全部重建。因多数的泥
砖墙已经有近 30年的时间了，有
的房屋已成危房，必须推倒重
建。”

1932 年，客栈整体重修一
新。院长霍华德莱特在他的年度
报告中写到：“客栈现在看起来很
漂亮，我希望至少再保持三四十
年，大范围的修补工作给我们的
财政方面造成很大的赤字，已经
花了一千五百美元……”

在 1933年的年度报告中，霍
华德莱特院长又写到：“夏初的时
候，医院的一个洗衣工和女病房
的一个服务员，他们两人自愿经
营这个客栈，因为我们已经决定
完全接管并将它作为医院的一部
分管理，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把它
租出去。我们怀着感激之情接受
了他们两人为医院经营客栈的申
请，同时高兴地看到以前的承租

人在六月底的时候搬走了。从那
时起，客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在新的管理下，客栈经营比
以前好多了……”

那么，在博施医院的这间客
栈，后来发生了什么？

《中国共产党沧州历史》 记
载：“1935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
派交通员张远辰 （又名张国泰，
唐山人）来沧州工作。根据省委
决定，恢复中共津南特委。经过
张玉珍的周密筹备，在沧县博施
医院附近的客店里召开了恢复中
共津南特委会议。李学先任书
记，邸玉栋任组织委员，贾振声
任宣传委员，委员有张远辰、马
振华、张玉珍，后又增补胡林晓
为特委交通。会议总结讨论了庆
云马颊河农民暴动的经验教训，
确定党在沧州的总的工作重点是：
长期深入地艰苦工作，组织革命武
装，建立革命根据地。会议提出了

‘反蒋抗日’‘抗捐抗税’‘借粮救灾
’等行动口号，并决定将乐陵县委
改为乐陵中心县委，贾振声任书
记。为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共
产党员马振华化名李泽民，顾不
上照顾双目失明的父亲和 4个年
幼的孩子，以卖笔墨纸砚的‘串

书馆’先生和卖油郎的身份为掩
护，活动在沧州东部各地，恢复
和发展党的组织，不遗余力地为
党工作。到 10月份，先后恢复建
立了盐山县委、庆云县委。盐山
县委，贾振声、马振华先后兼任
书记；庆云县委，胡林晓任书
记。中共津南特委及盐山、庆云
等县（中心）委的恢复建立，标
志着沧州迎来新的革命高潮。”

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是早期
为沧州革命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
的有名的革命先驱，会议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

那是 1934 年，沧州发生了
最大的一次农民运动——马颊
河农民暴动。运动遭镇压失败
后，刘格平、胡恒熙等 17 名党
团员被捕。当时的沧州革命处
于低潮中，中共津南特委及盐
山、庆云等县 （中心） 委的恢
复建立，标志着沧州迎来新的
革命高潮。

于龙华说，这次会议总结了
农民运动失败的教训，为迷茫的
共产党员们指明了方向。这无疑
也是博施医院历史上最浓墨重彩
的一笔，让博施医院绽放出红色
的光彩。

●博施客栈里的“秘密会议”

对于这段往事，于龙华也曾
心生疑虑——召开会议的博施医
院附近的客店，一定就是医院经
营的那间客栈吗？

在一张上世纪 60年代的卫星
图前，于龙华说出了自己的看
法：“博施医院距离沧州城较
远，附近又是大片的庄稼地，在
这里选址召开会议，对于很多共
产党人来说是最安全的。它的教
会、英国背景也为大家提供了掩
护。”

事实上，博施医院的确发挥
了“博施仁爱”的作用，在战争
年代，演绎了一幕幕传奇的故事。

于龙华在文献中发现，早期
革命人士、湖畔诗人潘漠华，在

“九一八事变”后，化名潘模和，
转移到沧州省立二中任教职，直

到年底。在此期间，为躲避敌人
的搜查，潘漠华利用博施医院的
英国背景，秘密地在医院内印制
抗日宣传标语和传单……

博施医院的年度报告中也有
记载：“1937年9月25日，日本军
队占领沧州，一天一夜 24小时，
中国军队全部撤退。之前大量难
民涌进医院大院，医院成了避难
所……到了晚上几百难民又蜂拥
而至……最高峰时大约有 1500多
人。一直到战争结束，仍有 140
名妇女和女孩在医院内避难，有
40 名已经在医院内的学校居住
……27日，日本军队尝试进入医
院……此时医院里还有中国军队
受伤的一个军官和八个士兵在救
治！好在日本人没进到博施里
来！”

博施医院院长梅介福到沧州
后，有一次日本军队来医院，他
第一时间与日本士兵交涉、周
旋，不为强权所迫。

在解放战争时期，博施医院
成为救治解放军伤员的主要基
地。1947年 6月 12日夜，解放军
攻打沧州城，博施医院作为当时
最大的医院，保障战时医疗救护。

在梅介福的家信中，也可以
窥见当年的情况。

1947年 6月 12日，解放军攻
打沧州城。时任博施院长的梅介
福给家人的信中记述：“我们把手
术室里本来固定的手术床安上小
轮，当战斗打响了，我们可以把
手术床四处移动，躲避战火，以
适应战时救护……攻城还在继
续，现在许多伤病员像潮水一样

涌进医院……”
“共产党新政府已看到这个医

院的重要性！沧州周围虽有一些
医院，但沧州博施医院在这里是
最大的，只有这个医院才能保障
战时医疗救护……在紧急时候，
梅介福一夜都在手术室做手术，
当照明用的汽灯坏了不能使用
时，梅介福就依靠油灯或点起火
把照明继续做手术!”

他又写到：“自从解放军解放
了沧州城，原来在医院上班的中
国员工陆续回医院工作。此时天
津仍然在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下，
但被共产党的军队围困，周围不
时发生战斗，沧州也不断遭到国
民党飞机的轰炸，沧州医院抽出
许多救护人员和后勤人员支援前
线。”

●医院为抢救伤员作出卓越贡献

博施医院、大运河、乐善园
小学……随着博施医院研究的不
断深入，具有历史价值的资料接
踵而至，在沧州一中的校史资料
里，于龙华又发现了至关重要的
线索。

“几位校友都曾在回忆录中多
次提到乐善园小学，并在这里接
受过红色思想的洗礼。”于龙华
说。

曾在乐善园小学上学的戴其
萼老人，在文章中回忆：“1931年
10月底，在以省立沧县二中（沧
州市第一中学）为代表的进步学
生的影响下，沧县各界人民积极
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根据大家的
强烈要求，在城隍庙西广场召开
了第一次抗日救亡市民大会，我
对这次会印象很深，当时上台讲
演的有二中学生杨钦、王耀臣、

刘义松以及乐
善园小学校长
高梦鹤、回民
小学校长马毅
夫。大家慷慨
陈词，不少市
民也激动地上
台讲演，呼吁
抗日救国。会
后组织了游行
示威，乐善园
小学的学生在
排头，通过小
南门，沿顺城

街走到福吉庆大商店门前，一路
高呼‘禁止贩卖日货’等口号。
同时以二中学生为主，乐善园小
学等参加，监察了沧县城里各商
店的日货……同时为了扩大抗日
宣传力量，沧县成立了学联，乐
善园小学的代表是孙洪波，二中
代表是杨钦。”在文中，他还提到
了一位叫张德让的老师。

无独有偶，何启君也在回忆
文章里提到了相似的内容。他是
沧县黄递铺人，1932年在沧县乐
善园小学加入共青团，1935年在
沧县二中（现沧州一中）组织学
生运动，1936年夏天入党，旋即
以就学之名前往北平，从事革命
活动。1937年春，受命在沧县一
带发展民先队 （民族解放先锋
队），旋即被派往延安。1949年任
天津市教育局长。1960年任国家
体委宣传司司长，1998年去世。

他们在回忆文章中提到的乐
善园小学，正是由博施医院出资
创办的，校址就在博施医院的西

北侧。
于龙华说，二人的回忆录中

都提到了一位叫张德让的老师，
曾在乐善园小学教书。张德让介
绍何启君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后来他们才知道，张德让曾
任中共沧县（城里）县委书记。

时光流转，一百多年后。
博施医院旧址已经变成博施

博物馆，身处这座古朴的建筑，
仍让人产生深沉的历史感。馆
内，墙上一幅幅珍贵的照片，记
录着医院的发展史，也记录着大
运河一个个精彩的历史瞬间。岁
月深深，但掩盖不住这栋老建筑
的红色印记，红色基因在百年博
施的血脉中根植流淌，始终与中
国共产党人同呼吸、共命运。

博施博物馆外，运河水静静
流淌，老百姓逛街散步，喜乐安
然。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在博施
医院、乐善园小学里秘密传播红
色思想的革命先烈，期待的就是
这样的盛世安宁吧。

●乐善园小学播撒革命的火种

于龙华于龙华（（左一左一））为到访者讲述医院历史为到访者讲述医院历史

博施博物馆博施博物馆博施博物馆
深藏一段红色往事深藏一段红色往事深藏一段红色往事

如今的博施博物馆如今的博施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