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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不该被遗忘

1981年春，自日本法西斯
的铁蹄踏入我国的那天起，直
到日寇投降，我国人民深受侵
略的苦难。在那悲惨的年代
里，我国人民在日本鬼子的奴
役下，遭受了极其残酷的迫
害。这段屈辱的历史，我们忘
不掉，也抹不掉。

现在日本又要重新走军国
主义的老路，霸占我国的钓鱼
岛，这激起了我国两岸人民和
我国的港澳同胞及海外的广大
同胞极大的愤慨。往事不堪回
首，日寇残害我们同胞的情景
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曲阜是我的家乡，山上有
日本人开的煤矿，矿上有他们
的军队，鬼子经常下山抢夺、
烧杀、强奸妇女。妇女被轮奸
后，凶残的鬼子还将沙土堵塞

在她们的阴道内，残忍致死。
鬼子经常任意抓人，抓来

的人被捆绑在日寇的楼梯上，
遭受鞭抽，棍打，灌辣椒水，
用刺刀捅，每捅一刀，鬼子的
狗就扑上去撕下一口肉，鬼子
们还哈哈大笑。如此轮番的刺
杀、狗咬，血肉模糊的同胞就
这样怨恨而死。

矿上的鬼子强迫老百姓下
井给他们挖煤，矿工在阴暗的
井下用镐挖，用肩拉，终日爬
行在井下。吃不饱，穿不暖，
没有休息。每月只给 24 斤橡
子面糊口。由于长期营养不
良、超强的体力劳动，经常有
累死、饿死在井下的。鬼子不
拿中国人当人，不顾矿工的死
活，没有安全保障。井下经常
发生瓦斯爆炸、塌方、漏水等

事故，造成大量矿工伤亡。对
于死伤的矿工，鬼子不管不
问，由家里人拉走了事。外地
的矿工，死后则由好心的矿工
们埋在东山沟里。成群的野狗
常噙着死者的衣服和尸体到处
跑，每夜都能听到狗的嚎叫
声。

住在兖州曲阜的鬼子，经
常到曲阜东和泗水一带扫荡、
打靶。炮弹是毒气弹，打到哪
里，哪里的庄稼就一片枯黄干
死。人遇到这种毒气便窒息而
死，皮肤接触就全身起疱溃烂
死亡。我的五舅就是被这种毒
气弹炸伤、全身溃烂而死。

我们村有一位农民，无故
被鬼子在脖子上砍了数刀，留
下了深深的大疤，头不能转
动，脖子直不起来。

泗水和曲阜交界的一户村
庄，不忍日寇经常抢夺、烧
杀、强奸妇女，便和当地的民
兵、武工队、游击队联合起来
抗击日寇。民兵光着膀子，手
拿土枪、菜刀、铡刀、铁铣等
与敌人拼杀，鬼子用大炮轰，
机枪扫，这个村除藏在地窖的
人之外，大部分被杀。一个才
一岁的孩子，被鬼子用刺刀刺
死后挑在枪上示众。日寇在我
国犯下了滔天罪行，血债累
累，罄竹难书。

今天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
国，我们有伟大英明的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我们要从那段悲
壮的历史中吸取伟大的精神力
量和深刻的智慧，启发和更好
地把握今天的生活和未来的方
向。

■ 孔传洙

重返台儿庄
■ 孔浩

王玉平，1923 年出生于莒
南县， 1944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带领民兵加入抗日战争。
王玉平曾参加过 1947年孟良崮
战役、1948 年淮海战役、1949
年渡江战役。1950年，王玉平
被调回滕县组织部接受开辟白
区的任务，后有先后在农机
厂、徐庄公社任职 ，直到1978
年退休。

“1944 年，我在莒南县汀
水区任职工会长一职，由于表
现突出，没有预备期就正式入
党了，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
点。在那个百姓备受欺凌的年
代，我组建了一支 30人的抗日
小分队。为壮大作战力量，说
服周围的人加入，我克服层层
阻力，在他们家人面前立下军
令状‘只要有我在，就有他们
在！’这也是我心里对每一个队
员的承诺。虽然与日军周旋要

在枪林弹雨中流血又流汗，但
我从没怕过！”王玉平激动地
说。

1947 年，王玉平被任命为
支前大队指导员，先后三次支
援前线。莱芜战役之后，蒋介
石从南京飞往济南，痛斥王耀
武，先后集中了 24 个整编师，
60个旅，约 45万军队，企图在
沂蒙山迫使我军主力与其决
战。由陈毅、粟裕率领的“第
三野战军”迎战张灵甫的 74
师。王玉平愤愤地说：“狡诈的
敌人企图断了我军的物资供
应。莒南县的华中被服厂成为
他们的轰炸目标，我军为确保
被服厂安全，临时组建了抢运
物资队，由我担任指导员，为
躲避敌人视线，队伍只能夜间
行动，把一马一车当成作战武
器，顺利抢下物资后，我们原
计划运往黄河以北，不料，被

敌人抢占先机，封锁了重要路
段，我们被迫辗转沂源、沂
水、莒县，将这批物资安放在
五莲县。最终，第三野战军成
功吃掉敌军的七十四师。虽然
我未能在第一线迎战敌军，但
为我所带领的队伍为战斗提供
了物资保障。因此，在这场战
役中我立下了三等功。”

硝烟滚滚的战场上牺牲是
不可避免的。“1947年，在一次
运送物资的途中，我们炊事班的
一名同志，被敌人丢下来的炸弹
击中，尸骨无存，在树杈上，挂
着他被炸飞的两条腿和肠子，滴
滴鲜血淌进我们的心里。”王玉
平满含泪水地说。

1948 年，淮海战役爆发，
战役中，王玉平接受的仍是运
送物资、支援前线的任务，记
者接过了他手中“淮海战役纪
念章”，拿在手里感觉沉甸甸

得。
淮海战役的告捷为接下来

的渡江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渡江战役中，王玉平带领队
伍，在无锡装粮运往嘉善县西
乡火车站。王玉平回忆道：

“1949年，渡江战役后，我穿上
军装，成为华东野战军七纵麾
下的一名在编军人，这是我人
生的另一个转折点。”

“渡江战役后，我留在南
京。作为一名党委委员，我有幸
参加邓小平解放大西南报告会。
还亲眼见过粟。这些经历值得我
珍藏一生。”王玉平娓娓道来。

王玉平的儿子王春风告诉
记者：“父亲时常讲述这些往
事。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翻
身不忘共产，幸福不忘毛主
席’。今天的安定生活离不开那
些老革命家，这是我们不能忘
的。”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 张波

“七七”前夕，在“关爱老
兵公益基金”和吉林省关爱抗
战老兵协会志愿者的帮助下，
吉林省长春市的 97岁抗战老兵
雷生友，在“台儿庄大战”胜利
76年之后，第一次来到当年曾
战斗过的这片热土，缅怀战
友，了却多年的心愿。

雷生友于 1918年出生于河
南开封朱仙镇一个铁匠世家，
他兄弟姊妹九人，曾学过铁
匠。1937年参加了国民党 32军
（属第 21集团军）野战补充团，
首次受训地点为河南陈留县谢
集，训练了三个月。1938 年 2
月,92军在河南成立，32军野战
补充团一部分补入，在这个时
候，雷生友加入了 92军。雷生
友老人回忆说，1938 年 2 月，
他们部队从河南唐县进入曹
县，过一县城（应为微山），不

久过津浦铁路，到了枣庄，驻
防了几日。在台儿庄战役期
间，他记得日军分插中国战地
用坦克，还用气球，日本人坐
在筐里侦察，有时候一天几千
发炮弹。在韩庄，老人第一次
和日本侵略军展开面对面的交
锋。敌人仗着飞机、坦克和大
炮的优势对我军阵地实施狂轰
滥炸，而我军仗着人数优势和
敌人进行殊死搏斗。他们采取
偷袭的方式取得了一些胜利，
把正在洗澡的日本鬼子消灭在
澡堂子里。经过了几次溃散，
老人始终没有脱离部队，辗转
于各个杀敌战场。老人说：“我
们挖散兵坑，散兵坑旁有交通
壕。我们守过临城、韩庄、枣
庄、台儿庄，都是匆匆几天，
换防次数多。战役很激烈，飞
机炸，炮轰，再后来后撤。都

记不清楚了，台儿庄我守了三
天，记不住具体情况了。”

台儿庄战役后，雷生友任
92军 142师炮兵 53团战车防御
跑炮兵（上等兵），直属师部指
挥，相继参加宜昌战役、宜枣
会战、涡阳、蒙城战役、长
（沙）衡（阳）会战等。1946年
抗战结束后，雷生友在国民党
驻军长春“团管区”任排职军
官， 1948 年随国民党部队起
义，经过八个月学习，留在了
长春市，在长春市站前出租公
司工作，以蹬三轮为业，一干
就是四十多年。

在曾经战斗过的台儿庄，
雷生友老人在我市关爱抗战老
兵志愿者的带领下，先后参观
了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缅怀了
牺牲的抗战将士，并到了台儿
庄古城游览参观。在台儿庄大

战遗址公园弹孔墙前，老人摸
着弹孔说，弹孔小的是步枪射
击造成的，大的弹孔是重机枪
打的，子弹是旋着进去的。当
时每天数不清的炮弹打到台儿
庄城内，几乎没有房子了，残
垣断壁，不成样子。对于今天
的古城建设，老人连称没想
到。他说，真没想到当年的一
片焦土，今天变成了著名风景
区。

谈到 76 年后重返台儿庄，
老人表示，中国人应该永远记住
抗日战争这段历史，子孙们绝不
能忘记。作为中国人自己要有正
气，扬正气，更不要忘记耻辱，
忘记惨痛教训。现在日本右翼分
子还想篡改侵略史，每一个中国
人都不能答应，每一个有正气的
中国人都不答应。耻辱是自己
抹去的，尊严是自己挣来的。

7 月 7 日
是一个让全中
国人民刻骨铭
心的日子。这
一天发生了震
惊中外的七七
事变，又称卢
沟桥事变。自
此，日本开始
全面侵华，中
国军队奋起反
抗，全民族的
抗 日 战 争 开
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