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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奋博学的探索精神
周浩然求知欲望强烈，坚信“知识

为先，生命次之”。为探求救国救民的
道路，他坚持“多读书，多思考，以多行
为，多创造”，墨守不动笔墨不读书的
习惯。他11岁开始写日记，在24岁生
涯中，写下数量众多的日记、杂文、读
书札记、书信、演讲稿等，历经劫难幸
存近百万字。烈士遗作是一笔宝贵的
精神财富，集中体现着周浩然致力于
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精神。
1932年初中毕业后，为进一步了

解社会、丰富阅历，周浩然只身闯到北
平，考入北平市私立大同中学（今北京
市第二十四中学）高中部。在校期间，
生活异常艰苦，曾用一元大洋度过一
个多月，但他严守学习计划，“每天只
睡4个小时，其余全部用在思想的训练
和知识的积累上”。他还经常到国立北
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读书。为了
解民众痛苦，他去研究经济；为明悉大
众要求，他去攻读哲学；为清晰世界状
况，他去学习政治……
参加革命工作后，生活条件异常

艰苦，周浩然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放
松学习。1939年7月1日，他光荣加入
中国共产党。8月，他担任即墨县委委
员兼组织部长，住进吴家岭村两间小
草屋，仍然坚持读书学习。他的交通
员姜润生后来回忆说：“我记得，我到
小屋去给他送饭时，什么时候去，就
见他点着小油灯，在暗弱的灯光下读
啊、写啊，没有个闲时候。当时，他满
身叮满蚊子，一摸一把，但他好像一
点也没有觉察到。他总是客气地对我
说，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等革命胜
利了，咱穷人就有好日子过。”

以笔作枪的斗争精神
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为传播真

理、唤醒民众，周浩然以笔作枪，撰写
大量杂文和文学评论，刺向腐恶势力，
揭露黑暗统治。他曾写道：“我们的文
学作家，应该认识现时代，代表被压迫
者巨吼，指示出他们的斗争道路，这就
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的工作，我们取材

的对象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一批左翼
文化工作者通过文化战线的斗争，扩
大共产党的影响，传播进步思想，吸引
民众支持。1932年4月，在党的领导
下，青岛“左联”成立，组织读书会、时
事座谈会，开展各种秘密活动。1933年
春，周浩然与于黑丁一起加入青岛“左
联”，从此踏上以笔作枪、抨击黑暗社
会的红色作家之路。周浩然倡议并与
于黑丁等人创办“汽笛”文艺社，编辑
出刊《汽笛》周刊。周浩然发表《当》《两
种不同的人物》《又是黄花遍地时节》
《为了这个》等多篇杂文、评论，揭露黑
暗，抨击时弊，伸张正义，唤醒民众。
1935年5月，周浩然进入新青岛

报社，开始新的战斗生活。在新青岛报
社，他主编文艺副刊《小青岛》，以“梦
熊”“猛士”等为笔名，连续发表《给青
年作家》《星》《夜》等十多篇杂文、评
论，这些进步文章在青岛新闻界和社
会各界引起很大反响。

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
在革命工作中，无论条件如何艰

苦，周浩然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
风，从不叫苦叫累。他曾写道，“吾人
当吃苦耐劳，以艰苦卓绝之精神，来
为国家努力”，“干部生活要简单化，
工作要艰苦化”。1938年冬，周浩然到
胶县农村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他穿着
单薄，每到一处就召集群众宣传抗日
救国的道理。他的战友张伟林后来回
忆说：“记得他当时穿着单鞋，袜子破
了都露着脚指头，穿着灰大衣戴着三
开帽子，踏着皑皑积雪，冒着刺骨寒
风，每次出去回来冻得面红耳赤直跺
脚，但他从来不喊一声苦，仍然热情洋
溢地和队员们谈工作情况。”
1939年2月，周浩然和战友李国

超到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学
习期间，周浩然在生活上、食宿上从不
挑剔，总是乐观向上、乐于助人。李国
超后来回忆说：“浩然同志在生活上非
常艰苦朴素，他不吸烟，不喝酒，他除
了自己缝补衣服外，还给我缝补，我发

的大衣大了，他给我把大衣剪去一块，
再给我缝好。露宿时，他把他的大衣盖
在我身上。”

弃学从戎的牺牲精神
周浩然始终以拯救国家、造福民

众为己任，坚持为真理而奋斗，不惜为
正义而牺牲。他曾在日记中写道：“革命
是不怕死的。革命者对于死尤其是壮烈
的死，应当看作是一种美好的事情。”
1936年10月，周浩然进入国立山

东大学哲学系旁听学习。1937年全国
抗战爆发后，他毅然放弃继续学习的
机会，回到家乡即墨瓦戈庄组织发动
抗战。11月，周浩然等人以强身健体、
联络感情为名，组织成立第一国术练
习所，不久又成立第二国术练习所。
1938年1月，周浩然以国术练习所学
员为骨干，组织成立即墨县抗日义勇
军游击队，并任总负责人。义勇军游
击队得到群众的拥护支持，很快由几
十人发展到数百人。3月9日，周浩然
等率领成立不久的义勇军游击队，在
集旺疃打响伏击战，消灭多名日军，
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
1939年8月，随着斗争形势恶

化，即墨县委决定由集中活动转为分
散活动。当时，八区（刘家庄一带）各
种反动势力集聚，汉奸特务、地方恶
霸猖狂。周浩然毫不计较个人安危，
先在家乡瓦戈庄秘密发展抗日力量，
再逐步渗透到八区。9月，他到西尖庄
村秘密开展工作，不幸牺牲，为革命
事业献出了年仅24岁的生命。
周浩然是一位集红色作家、革命

者、抗日英雄于一身的革命烈士。新
的历史条件下，周浩然的事迹和精
神，对于激励、鼓舞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特别是青少年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砥砺前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党的百年历
史，铭记包括周浩然在内的革命先辈
的光荣事迹和不朽精神，发扬红色传
统，传承红色基因，守初心担使命，争
做时代先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建功立业！
（作者单位：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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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苍生，立志报国，是周浩
然一生的信念。他成长于救亡图
存的社会环境中，从小关心时局、
忧国忧民、抱负远大，立志拯救国
家和民族、造福人民大众，做一个
博施济众、改良社会、对劳苦大众
有所作为的人。
1929年，周浩然转到青岛市

立中学（今青岛第一中学）就读。
在进步老师教育熏陶下，开始接
触《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革命
书籍，思想逐渐发生飞跃。他在日
记中写道：“自那时起，我认识了
封建社会的恶劣，封建社会之一
切的罪恶，封建社会的黑暗，封建
社会之为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
打倒封建，铲除封建，必须建设新
社会，宣传新思想，领导民众追求
自由、光明，走向新的世界。”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值国

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周浩然在
日记中写下誓言：“我血性男儿，
正宜荷戈奋起，誓死卫国，奋勇杀
敌，斯时，民众无第二条路可走，
惟洒血疆场，此其时矣。”

周浩然：以笔作枪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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