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爷爷叫“纪教”
□ 纪毅

爷爷 1911年出生在海阳大
孟格村，原名纪元通，字义
亭。因爷爷小时候上过私塾，
习过“拳把式”（武术），一参
军，就混了个一官半职——侦
察班的班长，1944年参加八路
军。当兵期间改名叫“纪教”。
说起爷爷改名的由来，那是一
个动听的抗战故事。

在一次侦查日军的活动
中，爷爷带领两名战士深夜潜
入日军防区侦查敌情。带领的
两名战士，一个姓孟，邻村小
孟格村人；一个姓田，莱阳
人。侦查过程中，不幸被日军
发现。日军迅速集结了一个十
多人的小分队，猛烈向侦查员
开火。爷爷见势不妙，虚还两
枪，带领两名战士立即撤退。
身后枪声大作，日寇几道强光
手电搜照着，穷追不舍。八路
军侦查员的造访，显然威胁了
敌人安危，鬼子追击。爷爷他
们三人映着敌人手电的余光，
借着月光、山坡堤堰、稀疏的
树木做掩护，拼命甩脱敌人。
子弹像风哨一样从他们耳边飞
过，砰砰啪啪密集的枪声，鬼
子哇啦哇啦的喊叫声，远处村
庄的犬吠声，交杂在一起，在
山谷中回荡。他们躲着，跑着
……在无边的夜色中他们迷失
了方向,钻到一处墓地，就势卧
在一坟头隐蔽起来，大气都不
敢喘。鬼子追不到目标，枪声
和吵闹声很快停了下来。三人
弄不清鬼子撤没撤走，是否也
隐藏在一个黑暗处，加之半夜
三更搞不清归队方向，就一直

悄无声息地趴在坟头上潜伏着。
时值秋冬交替的季节，墓

地里的零星磷火随风漂移，他
们没顾上恐惧；坟茔里的杂草
荆棘刺破了手臂，他们没觉出
痛楚；入冬的露水侵染在身
上，他们没感到寒意。三人都
有个坚定的信念：活着！为了
自己和家人，为了完成上级组
织交给的侦查任务，为了早日
歼灭日本侵略者！他们手握匣
子枪，以侦查员高度的警惕
性，潜伏着……直到周边村庄
里的鸡叫打鸣，天蒙蒙亮了，
断定鬼子早回营房了，同时辨
出了归队的方向，三人才大大
地松了一口气。收起匣子枪，
相视一笑。三人都是开朗性
格，你一言我一语，什么“苍
天呀，大地呀，多亏了这块坟
地呀”之类，调侃起这次侦查
任务来。敌情摸清了，既没丢
命又没受伤，总要纪念一下
吧。不知哪位爷爷把三人姓氏
联 系 到 一 块 了 ，“ 纪 、 孟 、
田”，有了，因为“鸡叫了”，

“蒙天了”，“天亮了”，三人才
胜利完成了任务找到了归队回
家的方向。我爷爷就此改名叫

“纪教”，孟爷爷改名叫
“孟天”，田爷爷
改名叫“田
亮 ”，
谐音
就

是 “ 鸡
叫，蒙天，天
亮”。

战 地 里 死 里 逃
生，还有这般风趣浪
漫，爷爷们改名，也
是让人醉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
三位爷爷参加了解放战
争。我爷爷“官”至营
长，南下过程中转业到地
方，先后在济宁、枣庄工作，
1974年离休回老家，享受行政
县团职待遇，1986年离世。孟
爷爷随部队南下转业在南京就
职，1975年回老家探亲，来我
家看望爷爷，我有幸见过。田
亮爷爷对我而言一直是“传
说”。三人年龄相差不多，想必
现在孟爷爷、田爷爷也已不在
人世了。

值此抗战胜利七十周
年，再次回忆爷爷和战友
们的抗战故事，他们永
远是后辈的骄傲！

莫忘抗战

那些年
□ 赵月明

欢庆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锣鼓
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诗篇
把我们这些勤劳善良的人们
带进了一个不可忘记的画面

从一九三一到一九四五
十四年啊 十四年
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
踏破了我们美丽的家园
飞机枪炮昼夜轰鸣
坦克炸弹滚滚狼烟
到处都是血流成河
到处都是白骨如山
到处都是伤痕累累
到处都是泪水连连

万恶滔天的日本侵略者
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
把我们亿万万中华儿女
逼向死的绝境
亡的边缘

黄河上的每一朵浪花
都在怒吼 都在咆哮
长城上的每一块秦砖
都已变成了抗击侵略者的炮弹

英雄的华夏儿女
挺起了自己的血肉之躯
坚守着每一个城池
每一个村庄
保卫着每一寸土地
每一个家园
国共合作 联合抗日
兄弟携手 不再相残
木棍为枪 全民皆兵
前赴后继 感地动天

新娘送新郎去抗日
老子送儿子上前线
孩子们站岗放哨查路条
妇女们洗衣做饭救伤员
抗日的队伍一天比一天壮大
抗日的旗帜插满了所有的山川

我们不会忘记抗日名将
彭德怀 李宗仁 张自忠 左权
……
我们不会忘记抗日英雄
杨靖宇 赵尚志 王铭章 赵一曼
……
我们不会忘记那些血战
台儿庄 平型关 百团大战
……
我们不会忘记那些英雄的山
狼牙山 大别山 太行山
……

是他 是她 是他们
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
谱写了抗战胜利的诗篇
是他 是她 是它 是他们
用坚不可摧的脊梁
擎住了中华民族的天

□ 石正祥

抗日英烈张兆谦

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他
变卖家产，并参加了革命的队
伍；为了革命事业，他不顾自
己的生死和家里的妻儿老小，
长期在斗争最残酷的地区，任
劳任怨，积极为党工作，多次
参加阻击日军扫荡和消灭敌人
的战斗；为了革命理想和共产
主义信仰，在日本鬼子的酷刑
面前，他紧咬牙关，强忍痛
苦，直至牺牲始终没有泄露党
的秘密。他就是当年被日军残
忍杀害的原中共滕六区分委秘
书、共产党员张兆谦烈士。

张兆谦出身于滕县柴胡店
小石楼村的一书香门第，且家
境富裕，也是本地的名门望
族。先祖张畊，清代国学音韵
大师，是滕县的名人。由于受
家庭的熏陶，幼年的他聪明伶
俐，勤奋好学，尤通明史。性
格刚正果敢，以乐于济贫扶弱
享誉乡里。他先后求学于滕县
和徐州等地，因受进步思想的
影响和滕县早期共产党人、其
表叔李乐平的教诲、引导，年
幼时的他忧国忧民，在学校组
织学生积极开展抗日救国的宣
传活动。后来，由于华北、华
东地区先后被日军占领，学校
停课，他毅然投奔革命，参加
人民的抗日武装。他做通家人
的工作，变卖了家里大部分土
地、财产，为抗日队伍买枪卖
粮等物资。

1941年，日伪对鲁南地区
残酷扫荡，严密封锁，滕六区
人民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张
兆谦服从组织安排回到了家
乡，坚持在敌人心脏开辟工
作。194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
党，任滕峄边县第六区分委秘
书兼财粮助理员。在以后的工
作中，他充分发挥其对家乡熟
悉的优势，配合区委书记岳岱
云 （第一任）、朱化南、区长

王守银积极开展各项工作。针
对当时严峻的斗争形势，他与
区领导一道，首先在本辖区组
建了由 50多人的区中队。在队
伍建设、军粮筹备、发动群众
方面，张兆谦做了大量的工
作。在统一战线方面，他首先
从动员其张氏家族成员开始做
起，苦口婆心引导、启发，做
到有钱出钱、有粮出粮，率先
参加抗日队伍。他冒着生命危
险，曾多次甩开日伪汉奸特务
的跟踪，深入各家各户，动员
启发有志青年加入革命队伍。
后来，村民在他的感召和影响
下，有 30 余人先后参加了民
兵、八路军等队伍。他乔装打
扮混入临城 （现在的薛城）、
滕县城里，深入到日伪内部，
利用系，伺机向因生活所迫、
给日本人做事的伪军“二鬼
子”，宣传党的政策和形势，
引导他们调转枪口弃暗投明，
并为我部在敌人内部安插“卧
底”，通过此方法先后为区中
队得到了多条枪支、弹药和有
关日军活动的重要情报。他多
次主动要求参加战斗，屡次与
日本侵略军周旋、殊死作战，
发扬了一名共产党员大无畏的
革命精神。

1944 年农历的五月初九，
日军及伪军 1000多人，分别从
临 城 、 官 桥 、 小 窑 （今 陶
庄）、土城、枣庄、山家林等
地出动，七路分进合围我当时
的六区驻地—何庄村，妄图一
举吃掉六区的全部武装力量。
区中队在铁道队和县大队等部
队的帮助下，与日军进行了顽
强的英勇搏斗，在四面受敌的
情况下，上级领导下达了“冲
出包围圈”的命令，在突围过
程中，英勇的张兆谦，手持驳
壳枪，边打边退，连续打倒数
名日军，敌人紧追不放。当他

跑到大官庄村边的一条深沟
时，早已筋疲力尽。但此时已
被赶上来的敌军层层包围，面
对此情此景，张兆谦做出了牺
牲的准备，烧掉了全部文件，
当最后的一份重要文件没有来
得及烧完时，日军已经上来
了，为了不让文件落入敌手，
他毅然将文件吞到了肚里。后
被一日军击伤并按倒在地，鬼
子兵用生硬的中国话问他“你
是什么的干活？”张兆谦没有
回答。只见一日本军官过来，
拉出了他的手，捏了一下他的
手掌和手指，并掀开他的上
衣，看了看他的肩膀，然后向
其他日本人、伪军并用手比划
着说道：“我看他不像种地和
扛枪的，像是拿笔写字的，这
个人很重要”，另一日军正欲
用刺刀刺他，被那军官拦住，
并示意带走询问。后经伪军指
认，确认他的秘书身份后，当
即把他带到当时六区的根据地
小石楼村，让他指认谁是共产
党员和八路军家属，被他严词
拒绝。恼羞成怒的敌人用铁丝
穿透了他的锁子骨，栓上绳索
牵着，带到了临城。

日军把张兆谦带到了临城
据 点 后 ， 首 先 进 行 了 “ 过
堂”。敌人软硬兼施，威逼利
诱，企图从他嘴里索取我党的
机密，但他却守口如瓶。于
是，敌人便对他严刑逼供，大
施淫威，老虎凳、辣椒水、红
烙铁全都用上，致使他遍体鳞
伤，但都无济于事。张兆谦虽
受尽酷刑，却依然宁死不屈，
仰天长笑，怒斥敌人。狡猾的
敌人见从他嘴里什么东西都没
得到，就把他关在一个特制的
铁笼子内，并由日军重点把
守。

张兆谦被捕后，党组织曾
多次设法营救，但因敌人看守

防备太严，均没成功。其中，
我 部 在 日 军 内 部 中 的 “ 内
线”，当向他讲述营救方案
时，已被日军折磨不成样子的
张兆谦，面部稍带微笑，摇了
摇头，嘴角动了动，微微发出
了一点声音：“没用了，不要
再牺牲了……”后来，毫无人
性的日本鬼子把他拖到广场
上，在大庭广众之下，绑在了
一颗“洋棒”上，随即牵来一
条高大的日本狼犬。只见日军
用手一指张兆谦，嘴里说了两
句日本话，恶犬一下子就扑到
了张兆谦的面前，先从喉部撕
下大一块血肉，放到了一边指
定位置，接着一口一口地撕咬
下他身上的皮肉，直至撕死
……其场面惨不忍睹。最后，
凶残的敌人又将其头颅割下,挂
在了临城城门上示众，牺牲时
年仅26岁。

张兆谦的爱人郭女士，出
身富贵之家的大家闺秀，因仰
慕其才华和人品，不顾自己的
家人的反对，坚持与其结为连
理。当她得知自己的丈夫被捕
牺牲后，因悲伤过度，便一病
不起，撇下了两个幼子，不久
就病逝了……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
阿。丈夫远去，妻子随行。江
河哽咽，天地同悲。美丽而古
老的薛河与蟠龙河水汇流到烟
波浩淼的微山湖，吟唱着坚定
的信念和不屈的民族精神……
张兆谦烈士已经牺牲七十多年
了，虽然他没有刘胡兰、黄继
光、董存瑞等英烈的名字响
亮，更没有伟人的题词。但他
是为革命事业和民族利益而
死，且死的又是那样的惨烈和
悲壮，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英烈
们的英雄事迹，认真思考，奋
发图强，珍惜来之不易和平的
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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