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闫福顺：

朝鲜战场上的“隐形”战士 一肚子的秘密
蒋惠庆 刘连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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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旗下网站滨
州网子站“滨州历史”已正
式上线。上线以来，网站以
内容的原创性、聚焦本地历
史的贴近性、栏目设置的多
样性，受到广大网友读者的
关注与喜爱。

为进一步丰富网站内
容，活跃网友精神文化生
活，实现报纸、网站、网友等
多方互动，打造滨州市民高
品质网上精神家园，特向广
大网友读者征稿。

“滨州历史”网站与滨
州日报“人文滨州”版已经
实现融合，稿件一经选用优
先在滨州历史网站刊发，并
择优在滨州日报人文滨州
版刊发。

一、征稿内容：
与许多历史类网站注

重宏大历史叙事相比，我们
更强调“我的”，“我的家族”

“ 我 的 自 传 ”“ 我 的 感
悟”……根植滨州大地，将
目光聚焦于本地历史。

目前，“滨州历史”开设
有“名人乡贤”“史海钩沉”

“亲历·见证”“家族往事”“百
姓自传”“学史心得”“历史影
音”“文史动态”，以及特色栏
目“老屋存照”“长河流痕”

“古树碑刻”等栏目，欢迎广
大网友读者惠赐大作。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
们尤其欢迎具有一定历史文
化价值、反映不同时期滨州人
喜怒哀乐、家国情怀的百姓自
传、家族往事、家书等类文稿
（图片、音视频）。

二、投稿方式：
来稿请发送至邮箱：

bzrbwgl@163.com，务 请 注
明投稿“滨州历史”。

联 系 方 式 ：0543—
3186761 15954315191

征稿启事

博兴是寻找齐国早期都城的重要区域
张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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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至2010年1月，在南
水北调东线山东段建设工程中，山东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高青县陈庄遗址
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勘探和发掘，发现
了西周早中期的夯土城址、包括甲字
形大墓在内的贵族墓葬、祭坛、（车）马
坑、带有『齐公』字样的有铭铜器、刻辞
卜甲等重要遗存。

陈庄遗址的发现，让学术界兴奋
不已，甚至有些学者提出了陈庄即营
丘的结论。不过随着工作的开展，学
术界渐渐否定了陈庄即营丘的观点。
但陈庄遗址如此高规格的遗存集中出
土，使人有理由将其与齐国早期权力
中心的活动联系在一起。

虽然陈庄遗址不是齐国营丘，但
沿着小清河寻找齐国早期都城的观点
开始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小清河即是
古代的济水。周初齐国立国之地的营
丘，应属薄姑范围之内，位于济水下游
一带的可能性非常大。济水原称齐
水，齐国之名亦源于齐水。《水经注·济
水》引汉代《春秋说题辞》：“济，齐也；
齐，度也，贞也。”又引东汉应劭《风俗
通》：“济者，齐也，齐其度量也。”表明
古时“济”与“齐”当为一字，济水即是
齐水。

齐地之先有北齐国，姜姓，其地在
齐地，逢伯陵国故地。据《路史·国名
纪一》载：“齐，侯爵，伯陵氏之故国，以
天齐渊名。吕尚复封，都营丘。”又载：

“北齐，内傅齐之先有逄伯陵，盖伯陵
前封逄，后改于齐。故《山海经》有北
齐之国，姜姓……伯陵之子尧代有殳

戕，即齐地冐淳也。一作朱，故《传》有
朱戕。”逢伯陵以天齐渊名，后改逢国
为北齐国。北齐国故地，后姜太公居
之，复封为齐国，称周代齐国。

齐不仅在太公受封以前，就已是
姜姓集团的统治区，而且“齐”之名称
也多次出现在殷墟卜辞之中。殷墟文
字甲编中有一片甲骨：“庚寅卜，在齐
師。”还有几片，一为“在齐師，隹王来
征人方。”齐是帝辛征人方所过的地
方，人方就是夷方，地在山东。

王献唐认为商代山东确实早已有
了齐，《左传》、《国语》、《山海经》的记
载是相当可靠的。郭沫若也认为：

“齐，当即齐国之前身，盖殷时旧国，周
人灭之，别立新国，而仍其旧称也。春
秋时，齐地颇广大。殷代之‘齐’当指
齐之首都营丘附近。”《史记·齐太公世
家》说太公是“东海上人”，《吕氏春秋》
也说其是“东夷之士”。可见姜太公的
原籍为山东。周王封太公于齐，是有
目的地采取以姜族治姜族的策略。

齐国营丘与薄姑故城皆是因济水
而建，那么寻找齐国的早期都城就只
能沿古济水沿岸去寻找。而现在的小
清河就是“四渎”之一的古济水下游自
济南入海的一段。《尔雅》曰:“江、河、
淮、济为‘四渎’。”济即济水，小清河原

是古济水自济南至莱州湾的入海河
段。济南即因在济水之南而得名。济
水在唐代时,由于黄河浸淤，上游已湮
没。《水经注》:“济枯渠注巨野泽，泽北
即清水。”《禹贡锥指》曰:“唐人谓之清
河”。这时，山东以上已无济水。唐人
为区别黄、济两河，将山东境内的济水
改称清河，即现在的小清河。

李学勤先生在《滨州通史·序》中写
到：“种种迹象表明，姜太公建立齐国是
从中原地区，顺济水而下，在济水下游
……一带建国的可能性更大，而从陆路
到临淄直接去建国的可能性极小。”

济水是当时连接中原和山东的主
要交通要道，而走水路也是当时最为
经济和方便的交通方式。而且，不仅
薄姑都城是临济水而建，营丘临济水
而建的可能性也较大。《尔雅·释丘》：

“水出其右，正丘。水出其左，营丘。”
从而可以得出营丘应该是临近水源的
高台地。这个水源应该就是济水，即
现在的小清河。《水经注·济水》则记载
薄姑故城亦在济水之畔：“济水又经薄
姑城北，《后汉郡国志》曰：‘博昌县有
薄姑城。’《地理书》曰：‘吕尚封于齐郡
薄姑。薄姑故城在临淄县西北五十
里，近济水。’”所以，要想寻找齐国早
期的都城营丘和薄姑城，有必要在小

清河两岸去下功夫寻找一番。
根据近几年的考古发现，今小清

河两岸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地方为滨
州博兴段和淄博高青段，其中又以博
兴段遗址数量最多。如博兴的寨卞遗
址、贤城遗址、院庄遗址等，不仅位于
小清河两岸，而且面积规模都相对较
大，寨卞和贤城遗址还发现了早期城
址。这都说明小清河两岸的博兴一带
有重要发现的可能性很大。

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分封诸侯，
姜子牙复建齐国。姜子牙率众自西向
东沿济水而下，落脚地点选在位于古
济水下游的薄姑故地（今滨州的博兴
一带）建都兴邦。蒲姑一带遂成为齐
国文化最早的中心。

齐国建立之初，便是以营丘为中
心，方圆仅百里，是典型的小国寡民。

《孟子·告子》亦记载：“太公之封于齐，
为方百里。”“齐，海国也”，刚刚建立的
齐国不仅地处东夷，靠海多碱，不适于
农业生产，而且地少人稀，当地的风俗
习惯也与周人不同，被征服者随时有
可能发生暴乱。太公姜尚在此情形之
下，因地制宜，采取了“因其俗，简其
礼”的统治策略，利用依山靠海的自然
条件，“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
民多归齐”，逐渐形成了尚武、重商、功
利、开放的大国面貌。

周初的这段时间，包括滨州在内
的黄河三角洲地区被纳入姜齐势力范
围，由于齐国“因其俗，简其礼”的政
策，促成了当地既保持了晚商以来较
高的物质生产发展水平，又吸纳了齐
文化的革新、开放、包容精神，推动了
当地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吸引了众
多周边居民汇聚此地，开发经营，使得
人口渐众。滨州地域的盐业、交通及
水利特点都深深影响着齐文化的形成
和发展。直至齐献公将都城由位于古
济水下游的滨州一带迁往东南的淄河
西岸的临淄，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才相应地逐渐由滨州一带转移到临淄
一带。

可以说，滨州地域的盐业、交通及
水利特点都深深影响着齐文化的形成
和发展，滨州不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政
治文化方面，都对齐文化作出了相当
重要的贡献，滨州在齐文化研究中应
占有较高的地位，其作用也不应忽视。

“在1955年3月6日晚上10点钟，
离开了朝鲜的三德里，在 7 日的晚上
离开了亲密的朝鲜兄弟，雄赳赳、气昂
昂，跨过鸭绿江，走到可爱的祖国门口
……”2 月 6 日，在无棣县水湾镇南侯
村，笔者见到了90岁高龄的老侦察兵
闫福顺在朝鲜战场上的日记。字体尽
管不是很清秀，但是一笔一划写得相
当认真。

最珍视的：一顶退伍时的
旧军帽，一本在朝鲜战场上
的日记

老人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
在采访中笔者得知，老人有两件心爱
的宝贝：一顶退伍时的旧军帽，一本在
朝鲜战场上错字连篇、只有自己能读
出来的日记。这两件宝物，老人一生
爱不释手，逢年过节或家有喜事，老人
总是戴上他的军帽，拿出那本旧日记
本，给众人讲述他当年的战斗故事。

闫福顺 1928 年 10 月出生在一个
贫穷家庭，14岁时就给富人放羊，吃不
饱，穿不暖，受尽了富人们的欺负，吃
尽了人间的苦。但是，从小闫福顺就
是个怪孩子，眼力、听力特别好。放羊
的时候，他能一下数出几只羊，并能听
出不同羊的叫声，从没有丢羊。

1948 年 7 月，闫福顺响应党的号
召，参加了解放军，被编入无棣县大
队。1949 年 3 月被调往北京，编入当
时 的 公 安 第 五 师 五 团 三 营 12 连 。
1949 年 10 月，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
员。1953年10月入朝作战，1956年复
员回家，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无棣支
行、无棣县贸易公司、无棣大邵窑厂、
无棣县水利局上班，退休在无棣县水
利局。

老人告诉笔者，在当侦察兵 8 年
的军旅生涯中，他穿军装的机会很少，
从事隐形战场上的反侦探、反破坏活
动。家人都说他是个“怪老头”，人生
充满神秘色彩，感觉他身上有太多的
秘密，问不出来。面对笔者的提问，老
人侃侃而谈，但一谈到有保密性质的
问题，老人便戛然而止，他说，“在任何
时候都要认真遵守党的纪律”。

最自豪的：开国大典，他是
武警第一方队最前排阅兵战士

1948年秋，闫福顺所在部队由地
方部队改为野战部队（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一野战军）。由于身体及各方面
素质较好，1949年闫福顺被挑选进入
侦察大队，后经 3 个月严格集训成为
一名建国初期“侦探”。

据老人介绍，被选入进京部队可
非同小事，仅政审这关，就需要审核多
次，因为他家祖祖辈辈都是穷苦人，

“根正苗红”，自然就顺利过关了。然
后是短时间集训，主要考核视力和听
力。老人介绍，当时考核的时候，考官
告诉他，在一面墙上有一个针细的小
洞，在另一间屋内放枪，通过耳朵，让
他瞬间找到针眼。这一关闫福顺通过
了，好多人没有过这一关。然后是目
视，就是看两里之外有几根电线杆，这
次，老人又过关了。层层选拔，最后所
剩无几，所以挑选出来的都是精英。
在北京集训期间，闫福顺还参加了部

队组织的识字班，经过强化训练，10天
内就学会了2000个汉字，基本能给家
里写信了。

此时正值新中国开国大典前夕，
国民党部队残余不甘心失败，暗地里
勾结，企图破坏开国大典，同时还有国
内外一些敌对势力暗中破坏。此时的
闫福顺接到领导命令，一次次深入虎
穴，侦查敌情，机智勇敢地完成了任
务。

闫福顺说，他化装成便衣，每天在
颐和园附近来回巡逻，有时候还扮成
清洁工，来回打扫街道，细心观察是否
有可疑对象。开国大典时，他身着军
装，站在武警一方队最前排，接受新中
国第一届领导人的检阅。他说：“我们
望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心潮澎
湃，热血沸腾，我们昂首挺胸，走过检
阅台，感到无比自豪！”

最神秘的：他曾参与过多
项重点工程和活动

据说北京有两大“禁地”，一处是
被誉为“共和国心脏”的中南海；另一
处则是中央军委驻地玉泉山。中南海
清淤和玉泉山石窟建设这两项工程都
是专属军队建设，没有民工参与，属于
秘密工程。闫福顺就是这两项工程的
见证人。

开国大典后，闫福顺所在警卫连
奉命去完成玉泉山石窟建设工程。直
到现在，他还忘不了任务完成后首长
的讲话：“我们是新中国的人民军队，
如果是国民党的部队，这个地方可能
就是我们的坟墓！你们的部队番号，
连队名称，还有你们的名字都刻在了
这个石门后面了，人民不会忘记你们
的。”正是因为他们默默无闻的付出，
才有了现在向民众开放的玉泉山石
窟。

在中南海清淤期间，闫福顺和战
友们用抬筐将沉积了几十年的淤泥，
一筐一筐从几米高的围墙上运出去，
铺大料石，灌石缝等，干得一丝不苟。
他谈起这些总是激动不已：“我们那时
候虽然吃的是粗粮，但是干劲大得出

奇，因为那时心里很美，是给自己干活
了，咱中国人有了自己的新中国了！”

1951年底，毛主席决定发起一场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
运动”，查获并惩处建国后巨贪刘青
山、张子善。1952年春，闫福顺所在支
队120多名武警官兵，身背冲锋枪，全
副武装乘军车前往河北石家庄。

当时，在2万多名群众的簇拥下，
武警官兵押送着刘、张走上审判台，审
判完毕押送刑场执行枪决。闫福顺亲
眼目睹了新中国反腐的力度，也见证
了共产党人惩治腐败的决心！

在采访过程中，老人不时对笔者
竖起食指和中指，我们不解，后来老人
才神秘而自豪地告诉我们，在这期间，
他荣获了二等功。

最难忘的：在入朝作战的
艰苦日子里，中朝亲如一家

老人说，在 1953 年秋末，天气开
始变冷，部队突然接到神秘命令，全部
钻入“拉肉”的闷罐车内，被秘密运到
了一个地方。

一下车，他们才知道这是朝鲜战
场的大后方。他们接到的特殊任务就
是保护大后方，防止李承晚的便衣侦
探和破坏分子渗透。按照上级指令，
他跟战友全部化装成便衣，进入朝鲜
群众的家里同吃同住。

闫福顺回忆说，在朝鲜的这段日
子是相当艰苦的。由于战乱，朝鲜群
众住在地窖内，都是用树木搭起来的
地窨子，从上面看，全是白雪皑皑的一
片森林，敌人不易发觉。但是，敌人的
飞机每天在天上来回侦察，看到有烟
火的地方就往下扔炸弹。所以说，生
火做饭要格外小心。

一次，他和一名战友准备翻过一
座山头去巡逻，没想到被敌机发现，敌
机俯冲下来，投下一枚炸弹。这时正
有一朝鲜群众路过，朝鲜群众被吓懵
了，也不知卧倒。闫福顺见状，迅速扑
倒群众，这时炸弹爆炸了。战友眼看
着闫福顺被炸起的尘土埋下，心想一
定牺牲了，当他从半米多厚的土中把
闫福顺扒出来时，闫福顺竟然只是受
了些皮外伤。

为了方便与朝鲜群众交流沟通，
闫福顺有空就学习，学会了简单的朝
鲜语、俄语，还学着写日记，记录了在
朝鲜的很多故事。

最感人的：困难面前，他
总是第一个站出来

1956年，从朝鲜战场撤下来的闫
福顺被安排到辽宁省的丹东地区，专
门负责保卫苏联专家。此段时间，闫
福顺仍穿一身便衣。

半年后，闫福顺作为预备军官参
加集训，考试合格，作为排级干部被派
往山西某地看守所。没想到正准备出
发时，接到老家的三封“母亲病危”的
加急电报。他毅然放弃即将被授予的
军衔，与家境优越的未婚妻分手，申请
复员。

就这样，他离开了他热恋的军队
和亲密的战友，回到了已离别十几年
的家乡。闫福顺复员还乡后，当时的
无棣县委书记接见了他，并向他传达
了军队的嘱托，安排他在人民银行无
棣县支行工作，后调到外贸公司。

在外贸公司工作期间，无棣县大
邵窑厂急需从各部门中调拨人员支援
建设。因为环境艰苦，好多同志都不
愿意去。“我第一个报名申请去的，作
为共产党员，不能被困难吓倒……”闫
福顺回忆说。

闫福顺调到大邵窑厂烧砖，后又
带头报名参加农村建设，在农村三年
后接到通知去水利局报到。原单位开
的介绍信他没交，而是到了水利局重
新被招了工。在水利局工作期间，省
军区派人通知他，说济南军区疗养所
有他的房子，是上级安排的，让他签字
认领。他当时毅然退掉，说：“请你们
转告领导，我现在生活得很幸福，把房
子让给更有需要的同志吧！”之后，他
默默无闻地在无棣县水利局工作，一
直到退休（工人身份）。

“感谢党对我这么多年的培养，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一定好
好活着，感受祖国新的变化。”老人告
诉笔者。老人说，他有一个心愿，那就
是再参加一次阅兵式……

《千年古镇青阳》
编辑出版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讯
员 张宗帅 王振 报道）近日，地方史
志类图书《千年古镇青阳》编辑出
版。该书共21个篇章，分为概述、建
置与沿革、地理概况、古文化遗址、
著名人物、民间乡土文化、民间故事
和传说、前进中的青阳等，配图 180
余幅，54万余字。

该书始编于 2012 年，历时近 4
年半时间，查阅相关文献资料30余

种，走访考证 20 余人，前后修改 20
余次，内容涵盖青阳镇的历史沿革、
地理概况等各个方面，记述了青阳
镇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
历史和现状。

《千年古镇青阳》一书的出版发
行，对于传承青阳镇历史文化，教育
引导广大青少年热爱祖国、热爱家
乡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寨卞遗址寨卞遗址

当年，闫福顺和战友一起跨过鸭绿江。闫福顺头戴军帽，展示他的兵役证和复原军人证明书。

年轻时的侦察兵闫福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