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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家：
忆往昔岁月，铮铮铁骨男儿

日前，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
情，走进枣庄四院康复训练中心，慕
名拜访了历经战火硝烟的老战士李振
家。

李振家，今年 85岁，祖籍山东掖
县，今莱州人，于 1947年 2月在大连
参军，当年8月入党，曾经任东北第四
纵队 123师 369团警卫连战士、班长、
文化干事，1948年进关改为 41军，参
加过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平津战
役、衡宝战役和两广等数次战役，共
立大功4次，小功1次。1950年在江西
23步校学习，1952年在湖南长沙步校
学习，1952年 11月毕业返 123师政治
部直政处任青年干事，1953年 3月调
炮团任青年干事，1954年调指挥连任
指导员，1955年任 123师高炮营教导
员， 1958 年任 123 师直工科组织干
事，1963年去河北宣化炮兵学院政治

系学习，1964 年 123 师
卫生科协理员，1967年
调师政治部大学生办公
室副主任，1969年调到
42军 143师政治部直工
科科长，1970 年调 143
师 428 团政委，1979 年

12 月转业回山东，任枣庄中医院书
记，1983 年调枣庄第四人民医院书
记，于1990年离休。

已是耄耋之年的李老先生说话有
些含糊不清，但是他经常给家人朋友
唠叨起解放战争时期那段峥嵘岁月。
说起自己“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
战九州夜、独当陆海空、横扫平顺
县”的经历，他更是激动不已。得知
我们的来意，李老先生很高兴，一下
子打开了话匣子，给我们讲起了他经
历的解放战争时期那段浴血奋战的故
事。

李老先生幼年丧母，家里一贫如
洗，13岁的他被迫来到大连跟着资本
家学习做皮鞋，他经常吃不饱穿不
暖，还遭受资本家残忍的打骂。后
来，实在忍受不了，就报名参加了当
时的民族联军，从此他的生活彻底改
变了。

参军不久，李老先生就参与了四
保临江的战役。当年 18岁的李振家身
上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
在没有武器装备的情况下，满腔热血
的他依然在硝烟四起的战场上奔走救
人。1947 年 4 月在第四次临江战役

中，敌人为了抢占606高地发动了猛烈
地进攻。一个战士被炸倒在了血泊
中，李振家看到了这一幕，便毫不犹
豫地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爬到那个
战士身边，扒开他身上土，发现他的
腿被炸得血肉模糊，便撕下自己的衣
服给那位受伤的战士包上了腿，然后
跌跌撞撞地试图把战友背下阵地。但
是敌人的炮弹又来了，李振家和那位
受伤的战士被炸分开了，不幸的是那
位战士被炸死了，李老先生捡回了一
条命。“那位战士姓黄，现在我还记得
呢，没能把他救下来，是我一生的遗
憾。”李老先生眼里含着泪告诉我们。

“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
昨”是对战火硝烟的那段岁月最真实
的写照。“要是现在的子弹，我早就没
有命了，而我有不少战友却光荣牺牲
了！”说道这里，李老先生泣不成声，
难以掩盖心中的痛苦。1948年10月10
日凌晨4点，为了保证我军主力攻克锦
州，阻击国民党精兵增援，身为东北
第四纵队123师369团警卫连班长的李
振华带领班里 10人做为增援部队，在
辽宁锦州西南塔山地区和敌人展开了
浴血奋战。“有人在阵地就在，前进一

尺不后退一寸”。战场上，生死就在一
瞬间。突然，敌人的子弹从李振家的
左耳朵旁穿过，鲜血直流，他当场晕
倒。过了一会，巨大的炮弹爆炸声把
李振华震醒，醒过来以后，耳朵处的
枪伤还没来得及处理，他就爬到战友
那里帮忙压子弹射击敌人。直到第二
天晚上9点，增援部队才赶来，他们班
仅剩下的3名战友得以幸存。如今，几
十年过去了，时间终究没有抹平记
忆，在李老先生的左耳朵旁，留下了
一条长长的伤疤。

“1949年3月23日，我们的部队到
达了北平。在北平西苑机场，毛主席
等国家领导人对我们人民解放军部队
进行了第一次检阅，我见到毛主席！”
李老先生很骄傲地说起那段往事。北
京西苑机场的那次阅兵式是我军最高
统帅在解放战争史上唯一的一次阅
兵，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李老先
生是历史的参与者与见证人。

我们临走的时候，李老先生深情
地唱起了《我是一个兵》这首歌，这
首歌或许能够唤醒一个老兵对过去那
段峥嵘岁月的记忆吧！

■ 特约记者 侯志龙 马恪

历经62年 保存较好

虽然历经半个多世纪，房产证上的
字迹也有些斑驳，但整体保存较好。“房
产证传给我爸爸的时候，当时是折叠起
来放在书里收藏的。但随着时间的流
逝，折叠的痕迹愈加明显，翻动的次数
多了，有的地方都已经破裂了。”侯化锋
介绍说，为了让房产证能够长久的传承
下去，他特地制作了玻璃框将其收藏悬
挂起来，减少接触的次数。

侯化锋用螺丝刀拧开已经上了锈
的螺丝，小心翼翼地将“年老”的房
产证捧了出来，一边指着房产证上的
内容，一边细细地讲解给记者听。在
证书的右侧写有“山东省土地房屋所
有证 临城县八区孟家岭村居民侯以
田”等字样，中间以表格的形式列出
了侯以田一家分得土地房产的位置、
种类、亩（间）数、长宽尺度、附属
物等信息，左边注明了“公元一九五
一年四月十五日”的日期。

侯化锋说，侯以田是他的祖父，

临城县就是如今的薛城区。62年过去
了，这些老物件记载着那个年代的历
史，也记载着他们一大家子的代代传
承。此外，侯化锋还收藏了历次更迭
的房产证和宅基地有偿使用登记表，
用来证明侯家土地产权。

土地证书 见证家族史

今年 41岁的侯化锋就出生在证书
所记载的老房子里。“这处老房子是我
爷爷和奶奶奋斗的成果，是我们侯家历
史的见证。”侯化锋激动地说道。据他
回忆说，祖父是当年村里第一位见过大
世面的人，也是第一位身着西装的人。

半个世纪之前，侯家居住的八区孟
家岭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村庄，介于当时
的社会环境，绝大多数人的思想相当闭
塞。但是侯化锋的爷爷侯以田却有着
一颗敢于闯荡的心，“当年爷爷有个朋
友在上海，虽然距离较远，但他们之间
也经常书信往来。”侯化锋回忆道。

侯以田为了开拓眼界，开创事业，
毅然决然地带着妻子离开了土生土长

的老家，身无其它来到了大上海闯荡。
17年过去了，两人凭借自己的努力，并
在朋友的帮助下，顺利地在上海这个大
城市站稳了脚跟。其实，在大城市扎根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侯化锋介绍
说，当年奶奶为了维权，在打工的工厂
里跟日本人正面交锋，只为给中国人争
口气。从此以后，侯化锋的奶奶不仅在
工厂里得到了工友们的敬佩，更得到了
日本人的尊重。

抗战爆发前夕，侯以田一家舍弃房
产，带着多年积蓄回到临城老家。那
时，家里已经置办了老宅子，那张 62岁
的房产证就是当时的证明。侯化锋说，
祖父去世前，郑重地把房产证传给了他
的父亲，并嘱咐其一定要好好保管，并
传承下去。

历史留痕 教育后人

随着社会大背景变迁，侯家的房产
证也进行了更迭。虽然侯化锋已经从
老家走了出来，但他的父亲依然住在家
乡的老宅子里。“每次回老家，我都会带
儿子到老宅子附近去转转，看看老辈们

以前生活过的地方，也时刻用老辈们艰
苦奋斗的故事激励自己。”侯化锋说。

对于自己的这份传家宝，侯化锋也
找过相关的专业人士进行咨询，“我问
过懂收藏的人，他们说新中国成立初
期，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
动。由于土改距今并不久远，相关的档
案资料很多。证书作为土地改革运动
的一个见证，能够反映当时的历史。”

看着生锈的螺丝钉，侯化锋打算根
据房产证的尺寸量身定做一个更好的
框架将其收藏起来，侯化锋说：“纸质文
物保存非常不易，特别是半个世纪前的
东西，这张房产证不仅能够直观地反映
出当时土地、税收、民俗等历史风貌，而
且对于我来说是教育后代一个好的媒
介。”

侯化锋介绍说，虽然儿子还小，但
他早已决定将这张证书传承下去，“孩
子长大了也不一定在身边，说不定远走
他乡，我希望这份古老的房产证能让他
记住自己的故乡，记住祖辈们的奋斗精
神。”侯化锋说。

62岁房产证见证家族史

“我家有一张1951年

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简称

房产证），不知道有没有价

值？”近日，记者在市民侯

化锋（均改为锋）工作的地

方见到了这张房产证，泛

黄、皱褶的纸张放在特制

的玻璃框里，饱含着62年

历史的沧桑，也饱含着侯

化锋一家四代人对老家的

眷恋。

■ 记者 王晨曦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