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作家冯德英在小
说 《苦菜花》 和著名作家
曲波在小说 《桥隆飙》 中，
分别塑造了“柳八爷 ” 和
“桥隆飙” 的英雄形象 。 其
实 ， 用的是同一个生活原
型， 他就是抗日时期闻名
胶东的传奇英雄乔明志，
人称“乔八爷”。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一项巨大的
工程， 给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都带
来了无限的益处。 而三峡周边的老百
姓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 他们抛小家，
为大家。 这是上世纪末湖北省秭归地
区的老百姓正在搬家， 离开三峡库区。

1941至1945年间 ， 前苏联人民进
行了伟大的卫国战争。 在卫国战争中
展现出的爱国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
的前苏联时期各国人民。 在这场伟大
的卫国战争中， 前苏联青少年用自己
力所能及的行动， 为前线作战的红军
指战员提供支持。 图为莫斯科的孩子
们正在装填沙袋。

■镜头钩沉

防非典
保安戴着口罩巡逻

上班族骑自行车潮流
引领新中国近50年

前苏联卫国战争
青少年力所能及保家卫国

三峡库区人民
抛小家为大家

现在， 大街上经常能够看到戴口
罩的人， 那是为了防止雾霾。 而在12
年前， 也有人戴口罩， 那是为了防止
非典。 非典夺去了上百人的生命。 这
是2003年的王府井大街上， 戴着口罩
的保安正在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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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隆飙》的原型乔明志
从土匪到抗日英雄

在抗日战争期间， 乔明志屡建奇
功 ， 纵横胶东疆土 ， 让敌人闻风丧
胆。 这个大名鼎鼎的乔八爷是怎样由
一名 “杆子” (土匪武装 ) 成员加入
抗日队伍， 成为一名八路军的呢？ 平
度市城关办事处乔家村乔鸿业老人 ，
根据平度县第一支抗日武装发起人之
一罗竹风生前的回忆为我们还原了这
段历史。

乔明志， 曾用名乔德山， 1906年
3月出生于潍县 (今潍坊市寒亭区) 朱
里村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 ， 7岁到10
岁曾读3年私塾 ， 辍学后务农 。 1923
年在眉村商会当保镖， 1925年加入昌
邑 “马队 ” 当马弁 。 他从小性情直
爽， 不畏强暴。 1929年， 他为打抱不
平 ， 曾打死本村一个仗势欺人的地
主， 外逃流浪江湖。

乔明志和其他草莽英雄拉起了
“杆子 ” (土匪武装 )。 因在 “杆子 ”
中排行第八， 故人称 “乔八”。 乔明
志所在的 “杆子” 武装在经历了多次
成功地 “打家劫舍” 或 “劫富济贫 ”
后， 他们的胃口一步步膨胀， 最终将
目光盯上了当时的济南民生银行。 但
在那次没有计划的抢劫中遭到重创 ，
土匪武装被迫解散。 乔明志再次遭到
通缉， 并悄悄潜伏在掖县平里店一旅
社内住宿。 旅社内的姜姓伙计连夜把
乔明志送到平度县蟠桃镇乔家村。

不会种地会开理发铺
原来， 乔八爷在乔家村有个拜把

兄弟， 他是冲着乔明志才来到乔家村
的。 来到乔家村后， 乔明志拜把兄弟
给他找了一块偏僻的土地， 让他来耕
种， 可是不会农耕的乔明志很快就把
土地给撂荒了。 乔明志会理发， 这样
乔明志的拜把兄弟又在蟠桃镇驻地七
里河子给乔明志租了个地方， 乔八爷
的理发铺就这样开张了。

就在乔明志到乔家村和七里河子
开理发铺的时候， 平度早期党员乔天
华从济南国民党的监狱释放回家。 七

里河子村的罗竹风也从省立十中回到
家乡寻求抗日的道路。 乔天华和罗竹
风与刘炳章等组建平度最早抗日游击
队。 组建起队伍后， 乔天华认为， 组
织抗日武装必须有枪 ! 没有武器， 部
队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 也是不会存
在下去的。 因此他们的队伍开始向平
度和平南 “下枪 ” (即打日本鬼子 ，
夺取武器 )， 开始 “下枪 ” 时并不顺
利， 甚至还遭到敌人反抗。

从一名土匪转变成一名
八路军

一次，游击队领导总结 “下枪 ”教
训时， 乔天华说：“干革命， 打日本鬼
子，光靠我们这些书生不行，还得有个
武将，能拼能打。”罗竹风沉思一会说：
“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一个人 。”那是
罗竹风从益都中学回到七里河子不
久，一天他到河东一理发铺理发，刚坐
下， 店老板问：“你想理个什么发？”罗
竹风回答道：“给我理个分头吧。”店老
板问：“你是中国人吗？”罗竹风说：“我
是中国人，我是一名老师。”店老板很
不耐烦地说：“你是中国人理个洋头干
什么 ，我给你理光了算了。”罗竹风从
店老板的交谈中发现这个人虎背熊
腰，谈吐直爽，还带着一些匪气。其实
这位店老板就是乔明志， 当时在他的
店里，还藏有手枪。

罗竹风就把这次和店老板的相遇
讲给大家听， 最后说：“这个人我们争
取过来， 对我们的武装大有好处。”会
后不久， 抗日游击队很快摸清了乔明
志的底，经过精细的安排，乔天华 、罗
竹风和乔明志的拜把兄弟一起去做乔
明志的工作，大家说：“国难当头，我们
大家应该一起抗日， 绝不做亡国奴。”
最后乔明志一拍桌子对抗日游击队领
导说：“我跟定你们一起打鬼子了。”

就这样， 乔明志从一名土匪转变
成一名八路军。 成为八路军后， 乔明
志屡建奇功， 后被任命为胶东抗日第
五支队特务营营长， 担负起保卫胶东
根据地设在栖霞 、 招远 、 莱阳 、 掖
县、 平度等地众多被服厂的任务。 他
曾率部20天内横扫9个据点 ， 缴获重
机枪1挺， 轻机枪6挺， 步枪350余支。
1942年 ， 在一次与日寇的遭遇战中 ，
他的鼻梁骨被击穿， 但他仍然高声喊
着跟日本鬼子拼刺刀， 直到最后取得
胜利。 乔明志转战胶东 ，身经百战，出
生入死，屡立战功，前后13次负伤 ，党
和人民给了他崇高的荣誉 。 1940年 ，
赴延安受到中央首长的嘉奖 ;1943年，
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亲自为他颁
奖， 奖给他战马一匹、 手枪一支。

1979年6月15日 ， 乔明志病逝于
莱州， 终年73岁。 但 “乔八爷” 的传
奇故事 ， 至今仍在胶东民间广泛传
颂。 摘自大众网

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上班族骑
自行车的潮流。这潮流引领了新中国成
立之后的近50年。 二十一世纪后，是小
轿车的潮流取代了自行车的潮流，环境
的污浊也取代了清新的空气。

乔明志的儿子乔
林辉在父亲坟前。

电视剧 《桥隆飙》 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