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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河北省唐县最南端，平汉铁路线西侧，就是我的家乡。晚上，乡亲们在隆

隆的火车声中睡去；清晨，乡亲们在隆隆的火车声中醒来，日夜就这么交替，

四季就这么轮回。七七事变后，日本人也跟着隆隆的火车声来到这里，不同的

是，火车来了就去，可这日本人来了就怎么也不愿离去，于是，这里就成了乡

亲们游击抗日的战场。 

在我年纪还小的时候，无论是劳作中的小憩，还是饭后的闲聊，村里的老

人总是会讲起那些抗日的事情。有些是他们亲身经历的，有些是他们道听途说

的，无非是日本人的残忍，或是抗日的壮烈。他们选择了抗日，因为那个年代

他们别无选择。为了家里老小，为了邻里乡亲，为了那一口气，他们不惜个人

的财物，也没有顾及生命的安危。 

时至今日，子女早已安家立业，自己也已退休在家，只是闲暇无事，那些

抗日故事总在耳边萦绕，突发奇想，成就此书。怎奈笔干纸涩难以尽意，权当

抛砖引玉以慰英灵。 

在小说的编写过程中，渤海石油职业学院张庆国老师给予了文字、文学多

方面的指导，桑尽东主任、孙宏光主任不辞辛苦，精心设计封面，河北省教育

厅袁彦召处长，渤海石油职业学院韩贵金副院长、朱彦华、于庆妍和张薇等老

师、同志给予帮助，给我增添信心，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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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国军溃散狼狈南逃 
         日寇嚣张长驱西进 

 

 

秋天傍晚的夕阳格外鲜红，晚霞映红了半个天空。远处，太行山像舞动的

音符，此起彼伏，绵延不断；西北面几十里的卧牛山像劳作了一天的老牛，累

了，伸长脖子，休息了；西山则像慈祥的老母亲，张开臂膀，等待着晚归的太

阳。 

铁路边的棉花地里，老张头正带着家人和几个乡亲赶着摘棉花。几天前回

娘家的玉翠也在这摘棉花的人群中，爷爷说让奶奶给翠儿看孩子，翠儿也去帮

着摘摘棉花吧，这白花花的棉花不摘回来，让人心疼啊。玉翠手里摘着棉花，

心里却想着自己回娘家了，眼看也该收秋，明辉在家忙活，衣服有人洗吗？婆

婆也可能想孙女小凤了。 

往常，大伙儿一边摘棉花一边有说有笑，时不时活动一下弯曲的脖子和弓

着的腰，看看天空白白的流云、瞧瞧周围绿绿的远山，享受着老张头家长式的

责骂。张老头不是训斥儿子不认真，就是责怪孙子没摘干净，他觉得儿子孙子

是自己家的血脉，自己有责任严加管教，将来也好给先人们有个交代。不过，

有两个人老张头是绝对不会骂的：一个是儿媳，儿媳和女儿可不一样，老张头

有些话不敢骂也骂不出口；一个是孙女，孙女乖巧可爱，老张头不忍心骂更不

舍得打。 

今天，大伙儿没有了说笑，只顾着低头摘棉花。虽然大人们什么也没说，

小孩子们还是觉察到了什么，也不敢追逐打闹了，一个个老老实实跟在大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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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帮忙摘着棉花；老张头也不像以往，时不时低声提醒大伙儿，把大朵摘摘

就行。 

大伙儿心里明白，前些天眼见国军沿铁路边的公路没命似的往南溃逃，感

觉这天下就要大乱了，这安安稳稳的日子恐怕是没有了。在地里干活就曾看到，

几个国军伤兵从汽车上下来活动，还没等他们站稳，遇飞机轰炸，身后的汽车

就开跑了。被甩下的伤兵们在路边哭着喊着，又是磕头又是作揖，但是没有一

辆汽车在他们面前停下来，乡亲们实在看不下去，把这几个伤兵领回家养伤。 

北面过来的人说，日本兵快打过来了，说日本人在保定烧杀抢掠，有些村

都被杀光了，这些鬼子杀红了眼，不分男女老少，连几个月的孩子都用刺刀挑，

说得太吓人了。这兵荒马乱的，大伙儿命都不能自保，哪还有心思摘棉花，能

摘几朵是几朵了。 

突然，大伙儿听到一阵隆隆声由远及近，都吃惊地抬起头看，铁路上好多

辆铁甲车飘着白底贴个红膏药的旗迎面开来，公路上也是一队队扛着这样的膏

药旗、头戴钢盔的士兵。这是日本旗呀！日本人过来啦！这么快？ 

老张头感觉身边的棉花叶子在颤抖，他直直地站在棉花地里看着日本兵越

来越近，不想看不敢看却又忍不住不看，“完了，怕什么来什么，这日、日本人

真过来了，咋办？”老张头喃喃自语。大伙儿惊恐地看着一队队的日本兵，全

都呆呆地站在那儿手足无措。 

老张头的棉花地就在铁路边，有日本兵边行进边操着生硬的中国话朝他们

喊：“花姑娘的不要害怕，摘花啦，摘花啦。”看样子，日本兵没打算在这里停

留，队伍匆匆向南前进。老张头定了定神，看到公路上有日本兵行进的间隙，

压低了嗓子跟大伙儿说，“快，回家。”放在地头的几堆棉花也顾不上收了，大

人拽着小孩慌忙往村子里赶。 

村里的人也听到了风声，有的人已经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找地方躲藏了。 

晚上，老张头一家灯也不敢点，匆匆忙忙吃了晚饭，关了院门，一家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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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槐树下谈论着白天的事。老张头长叹一口气说：“这中国是怎么啦？以往两军

打仗，还枪呀炮呀地打上一阵子，怎么这东洋鬼子来了，国军就没魂儿似的只

是向南逃！嗨，跑了也好，省的打仗。哎，这打起仗来，咱们老百姓也遭殃啊，

那年我出门去长辛店，和当地许多老百姓一块被卷进战场，那仗打的尸横遍野，

多少老百姓夹在中间被炮弹炸的尸体都没了，我在死人堆里趴着，等到天黑才

跑出来，死里逃生捡回一条老命。可现在是日本人来了，以后要当亡国奴啦？

当亡国奴也是生不如死啊，嗨。” 

玉翠着急了，“爷，先别讲你说过多少次的事啦，说说眼下咱们咋办吧？” 

“咋办？你没见当官的和军队都跑了，可咱们往哪儿跑哇？大家都不知道

咋办，我哪能知道咋办哟，不过咱家有老槐树的神明保佑，也许会平安无事吧。” 

老张头无奈地两手一摊，一会儿，老张头好像想起什么，就喊声：“玉明。” 

“哎，爷，我在这儿。”正在认真听爷爷说话的玉明应声答应。 

“明天你送你姐回太平庄吧，这兵荒马乱的，孩子还在这儿，赶紧回去吧。” 

“行，明天玉亮我们哥俩送吧，爷。”玉明应声说道。 

“明天你们走陶村大沟，从铁路桥洞过去，路上机灵点，不行就到路边的

棒子地里躲躲，一定把你姐安全送到婆家。” 

“放心吧，爷。”玉明多少有点嫌爷爷唠叨了，但是天黑看不到表情，听

口气还是听爷爷的，大家也知道，爷爷是怕玉翠在这儿万一有点闪失，不好跟

婆家交代，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 

平时乡亲们忙活地里的农活，为了听听周围的一些事，大伙儿无论是中午

还是晚上，端上饭碗，蹲在街上东拉一句、西扯一通。现在街上空了，几位常

来的邻居也都是翻墙过来的，大家都在愁眉苦脸，不知所措。在大槐树下议论

一阵子，谁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大家在那里唉声叹气，都知道做亡国奴肯定

不会好受，可又有什么办法。最后一个个怀揣忐忑不安之心，翻墙各回各家。 

第二天，玉翠在两个弟弟的护送下，顺大沟走到铁路边，看到铁路上还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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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日本兵，赶紧穿过铁路桥洞，一路小跑赶到了西太平庄。 

这太平庄在铁路西侧七八华里，定州、唐县两县的交界处。据说历史上有

东西南北四个太平庄，后来因为南太平庄人感觉到自己的村子名字不好，干脆

就与西太平庄合并了。这里地处太行山南麓，长年累月雨水冲刷出许多西北到

东南的沟沟壑壑。虽然这里土地并不肥沃，但是三个太平庄的人无论穷富，多

少代人都非常注重让孩子读书上学，人们有句话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上

学”。这里曾经出过翰林，秀才那就不用说了，太平庄在这一带有文化村、秀才

村的美名。尽管美名远扬，可眼前村里真正能识文断字的，也就几个财主家的

人，能在自己家办个私塾，让孩子像样的上学，其他人家的孩子们能学三两年，

会写自己的名字，能算算日常的小账，不是睁眼瞎就不错了。 

玉翠姐弟三人走进村里，看到人们三三两两的站在一起，谈论着、比画着，

个个神情紧张。仨人走到家门口，玉翠不到五十岁的婆婆李大娘、婆婆婶都在

小院唯一的枣树下扫落枣。一听刚一岁多的孙女小凤在门口喊奶奶，扔下扫帚，

满脸笑容，一双小脚颠颠地跑到门口，抱过她几天不见的孙女，哈哈乐着看个

没够，忽然想起还有玉翠的两弟弟，赶紧说：“玉翠快领你弟弟到屋子坐，明辉

到地里收棒子了，咱俩晌午包饺子，招待凤儿的俩舅舅”。 

玉明赶紧说：“大娘，别了，把我姐姐安全送到就行，现在这日本兵来了，

兵荒马乱的，爷爷在家等着呢，让老爷子等急喽，我俩回去要挨呲的，再说，

我们俩也真的还有事，得赶紧走。” 

李大娘真心想留下他哥俩吃顿饭，见玉明说铁路上来了日本兵，一惊，刚

才的欢笑马上没了。她见这哥俩决意要走，知道真留不下，也就没多说话，赶

紧拿来一根长长的竹竿，照树上最红的枣打去。玉明、玉亮不知咋回事儿，急

忙帮着捡拾地上的枣。玉翠明白婆婆在干什么，看打不少了，忙说：“娘，不少

了，再打婶子可不高兴啦。” 

“看翠儿说的，我有什么不高兴的？你娘见你娘家人来送你回来，可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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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知道咋办啦，这枣也熟了，挺好吃的，给你娘多带点。”二婶乐呵呵地边说

边弯腰捡枣。 

李大娘、李婶把捡起的红枣往玉明哥俩口袋里装，闹的哥俩挺不好意思，

赶紧往门口走。 

“回去让你娘也尝尝。”李大娘边装边说。 

“大娘，我们都装不下了。” 

看到哥俩的口袋实在是没法再装了，李大娘、李婶送哥俩到门口，玉翠把

孩子交给婆婆，自己把俩弟弟送出了胡同口，一直叮嘱路上千万要小心。 

爱给大伙儿说书的四爷和几个上年纪的老人在胡同口西侧的北墙根说话，

今天四爷没有给大家说书，也没有像以往那样，和一群没事的老人东家长西家

短地聊闲天，一个个站在那里心神不定地说着什么。见玉翠回来了，很远就赶

紧打招呼：“明辉家的，刚从娘家回来？”玉翠见四爷问话，赶紧恭恭敬敬地说：

“四爷，我刚回来。” 

“车站上有日本兵啦？” 

“夜了个后晌，我们一家人摘棉花时，亲眼看到那么多日本兵，铁路上、

公路上都有，今天还有大队的日本兵，打着膏药旗，顺铁路往南走。火车站住

了好多，听说苇店镇上也住了不少，吓得我爷赶紧把我送回来了。” 

正说着，明辉和二叔赶着驴车拉着车棒子回来了，见到玉翠，明辉“噌”

地从车上跳了下来，“你回来了，孩子呢？”“孩子在家，娘看着呢。” 

明辉见四爷和几个长辈在这儿，对玉翠说：“你先回家吧，我有事问下四

爷。” 

玉翠坐上毛驴车车尾巴上，手扶车帮，跟二叔说：“二叔，走吧。” 

“驾”。二叔“啪”地抽个响鞭，把驴车赶回了家。 

“四爷，听说日本兵过来了。”明辉着急地问四爷。 

“这不，刚才你媳妇说她昨天见到好多日本人沿铁路往南行军，车站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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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鬼子驻扎了。我也纳闷，中国那么多军队，抢地盘混战时互不相让，打得

那么热闹，咋现在跟日本鬼子打仗，不见枪响就只知道跑，还跑那么快，看来

我们中国的戚继光、岳飞不多了，不明白呀。”四爷心里也充满着焦虑、疑惑和

失望。 

人称“土财主”的蔺洛年整天闷头不是鼓捣他的几亩地，就是在家纺棉花

织粗布，很少在街上聊天，今天破例也在这儿瞪着眼想听人们说话，此时也无

奈地长叹一口气，插话说：“嗨，以往过兵，老百姓就得挨抢，杀人放火是常事，

不知这日本兵、东洋鬼子咋样？” 

“咋样？自古兵匪一家，土匪有时还念是百年不散的乡亲，你们说哪回过

兵咱们老百姓不倒霉吧？中国的兵都这样，这日本兵能好的了？我听说这日本

兵在东北、唐山、在卢沟桥、保定北边见人就杀，见妇女就祸害，连怀里抱着

的孩子也不放过呀，比中国的兵匪坏多了，不是东西多了。”经常到北京跑生意

的蔺天成瞪眼说，更是让人心神不安。 

“那天成叔你说咱们就心甘情愿地当亡国奴，任由倭寇宰割？”明辉刚从

棒子地里钻出来，满带汗泥的脸上显出焦虑、疑惑和愠怒。 

“不让人家宰割又能怎么着，咱们中国的军队有枪有炮，听有些人说，好

像在长城还有一些军队抵挡了一阵儿，咱们中国军队打得也非常勇猛，可这样

的队伍少哇，挡不住小日本儿，现在被人家追的跑起来比兔子还快，你说咱老

百姓有什么招吧？前几天我在北平亲眼看见那当官的，用汽车拉着他们的家小、

姨太太，就像兔子看见老鹰似的往城外跑哇，那样子可真怂啊。就连咱们村长，

前两集就全家收拾细软，去南方找他当官的儿子了？”蔺天成摇着头，生气地

说着。 

“也怨南方的那些共党瞎折腾，折腾来折腾去，现在日本人来了，国军也

好共党也好，咋没人打日本人，都躲哪儿去了？” 

“是，听高村长说南方的共党蓝眼睛，红头发，满口獠牙，凶得很，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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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直胡闹一锅粥。”高村长的老长工马富才生气地说。 

四爷不愿意听这些话，就说：“高财主胡扯，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听说

那些人都是穷苦出身，带着穷人闹翻身的。” 

“就像咱们这儿的土匪大老贾他们那样，劫富济贫？”马富才问。 

“人家人多，听说国军派出几十万大军，围剿了好多回，可灭不了哇，如

今这些人好像到大西北啦。我看到有的报纸说前些日子东北军少帅张学良、西

北军的杨虎城兵谏蒋委员长，把老蒋都抓起来啦，还是这些人为了国家，没有

鼓动张、杨两将军杀掉自己的仇敌蒋介石，反而和两位将军一块儿劝蒋委员长

共同抗日，在老蒋同意后，把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和平解决。这气度，咱们这

儿的大老贾哪能跟人家比呀！”说到这里，四爷突然住了嘴，左右看了看。 

“哎，没有招哇，人家有枪有炮有钱的人都撒丫子跑了，咱们这种地的想

挡也挡不住哇，想跑也没有地方啊。咱们在这儿抬杠，吵的再热闹，说出大天

来也没有用。唉，仰巴脚擤鼻涕，弄到哪儿算哪吧。生气，回家吃饭吧。”大伙

儿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各怀各的心思，悻悻地散开了。 

四爷和明辉是近当家子，家都拥挤在狭窄的李家旮旯。大伙散了，明辉陪

四爷回家。四爷上过几年私塾，一生喜欢读书，见识也广，现在老了，不经常

出门，可有时看到有人从外面带回一两张报纸啥的，那非得要过来，翻来覆去

地看上好多遍，不想看了，也得把它珍藏起来，留到以后再看。有事没事的时

候，经常来明辉的二叔家串门，明辉和明理哥俩也经常缠着四爷，让他讲岳飞、

讲杨家将等故事。四爷看着明辉长大，对明辉的脾性还是非常了解的，他拍拍

明辉的肩膀，安慰他说：“世事造英雄，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历史，我相信中国

决不会亡国。中国有四万万人，在这民族危难的时刻，就没有几个岳飞、戚继

光？堂堂中华民族就这样让小小倭寇占领了？统治了？不会的。”说完，四爷看

看明辉，他又觉得自己刚才的话太有鼓动性，就马上换了口气：“明辉，你还年

轻，这世道乱，遇事不要太冲动，多动脑筋，该忍的要忍，该躲开的就躲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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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娘就你一个，眼前亏可吃不起呀。”四爷知道他的这个侄孙子：没有出生爹就

被直奉战争的乱兵枪杀，母亲李刘氏为了给自己男人留下后人，一个人辛辛苦

苦抚养儿子长大成人，对明辉严格教育、从不娇惯，把他培养成了一个懂事理、

有血性，秉性刚直、为人忠厚的汉子。四爷从小喜欢他，怕他在这乱世一时冲

动惹事吃亏，语重心长说了这几句。 

明辉也明白四爷话的意思，扭头跟四爷说：“放心吧四爷，我不会惹事的。

今儿个我媳妇回来了，我娘肯定做好吃的，到我家吃吧。” 

四爷婉言推辞，各自回家。 

明辉的家在李家旮旯的二分地的一个小院内，不大的院落和二叔一家紧紧

地挤着，分北屋和西屋，二叔家在北屋三间，明辉家西屋三间，但是靠南一间

是两家的公用过道，放上和二叔家共用的木轮架子车、两家都离不开的一头毛

驴，也就差不多满了，另外的两间屋子一间有个像样的窗子，靠最北边的一间

只能放一个不足二尺的小窗子漏漏光。就这间经常见不到天日的屋子，就是明

辉和玉翠他们曾经的新房，而李大娘只能在外屋角落了，若是冬天，那两家共

用的毛驴也在这外屋吃草和拉撒，尿骚味大呀，实在是很憋屈。明辉娘勤劳、

明事理，分家时没有和小叔子吵一句，说小叔子家人多，主动让出了稍好些的

北屋。 

这个出嫁不到一年就失去丈夫，而哭瞎了一只眼睛的女人坚信，凭自己的

努力，咬牙也要带好儿子，也会过上好日子的。这不，明辉长到八岁时，她吃

糠咽菜，把明辉送进高家私塾上学。孩子就是一生的希望，她自己常说：“我自

己不会写自己的名，砸了骨头卖钱也得让我的儿子识文断字。”如今儿子娶妻生

子了，她感到高兴啊。今天见儿媳妇从娘家抱着孙女回来了，心中不知咋着好

了。放下孙女，拿起面盆和面、剁菜，嘴里还一直有点遗憾地嘟囔着：“要知道

你们回来得买上半斤肉哇，嗨，白面不多了，再包点山药面的，吃两色素馅吧。” 

玉翠见婆婆这么高兴，包着饺子把昨天日本人过来的事说给婆婆听，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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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马上少了。玉翠见婆婆露出惊恐的神情，赶紧把话打住了。 

明辉一到家就把小凤举过了头顶，逗得小凤咯咯直笑。见娘和媳妇在包饺

子差不多要包好啦，就放下小凤，去过道里抱干柴火。娘边擀面皮边忧郁地说：

“明辉，玉翠她们夜了个见好多日本人顺铁路过来了，这日本兵一来，世道又

要乱，这可咋着哇？” 

明辉听娘的话，知道娘是在为自己担心，一边用大瓢往锅里勺上水，点着

柴火塞进灶里，边安慰娘说：“刚才在外面好多人都在说，怪不得前几天见那么

多国军背着枪跑得比兔子还快，原来是日本人来了。这些有枪有炮的人都没有

招，咱们老百姓有啥招哇？可我觉得这么大个中国，不会就这么完了吧？娘你

放心，今后咱们多加小心，不惹事，咱们一个老百姓谁能怎么着了？” 

“嗨，那年闹兵荒，一群逃跑的乱兵进家抢咱们的粮食，你爹不干，被那

帮乱兵打死了，哎，一想起这，我的心、我这心里就直打哆嗦。这乱世可是要

当心哪，惹不起人家咱们躲躲。你们有个好歹，娘可活不了哇”。明辉看到娘顺

势用袖子擦了下眼泪。 

二叔见侄媳妇回来了，也不顾屋子里的烟呛得眼睛生疼，坐在门槛上问起

日本人的事，一则他也确实心里没底儿，再就是准备蹭饺子吃了。 

“好，水开了，要煮饺子喽。”明辉为了缓和气氛，乐呵呵地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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