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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

中的抗战记忆

口述 抗战史

征文记忆中的抗战

! ! ! !我是 !"#$ 年卢沟桥事变以
后到延安去的。刚在太原参加革
命队伍的时候，总理正好在太原，
总理接见我的时候，他对我们这
些从大后方去的小青年很爱护，
他说，你到前线去，跟战士们一起
过过部队革命大家庭的生活，听
听枪炮声，对你都有好处。所以我
就到前线 %!&师，杨得志那个部
队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就从那
里到延安去了。

%"#' 年秋天，袁默之、吴印
咸他们从武汉，带着电影器材到
延安以后，就在八路军总政治部
成立了电影团，第一部大型的纪

录片就叫《延安与八路军》。%"#"

年 %月把延安的东西基本上就拍
完了，我们就到敌后，到晋西北、
到晋察冀等华北的几个根据地都
去了，主要由吴印咸跟我，我们两
个人担负这个片子摄影的工作。
因为我比较年轻，所以在战场上
参加战斗这个任务，主要交给我
来完成。从平原一直到山区，我参
加了好多次战斗，百团大战是其
中一个大的战役。

百团大战中间的时候，有一
次敌人窜入解放区一个叫关家垴
的地方，我们部队基本上把关家
垴给包围了，这个地区都是山包，
敌人在这边这个山上，彭德怀在
那边山上。彭老总这儿离敌人就
隔了一个山沟，直线距离也就是
几百米。实际上部队给彭老总挖
了一个战壕，给彭老在战壕里头
观察敌情指挥战斗。但是彭老总
根本就不用那个战壕，他就坐在

战壕上面，电话什么的都在战壕
里头，他就一面（用望远镜）看着，
一面指挥战斗，敌人的炮弹子弹，
都在彭老总的周围飞过，我在那
里拍这张照片，当时不觉得怎么
样，但是过后有点害怕，真是枪林
弹雨。最后我们还是把敌人全部
都消灭在那儿了，战斗是打得很
艰苦很激烈的。

%"()年打榆社，是在华北战
场上八路军部队第一次打敌人的
城市据点。这个战斗就是由陈赓
部队来担任的，你看敌人成天都
是那个飞机，在我们阵地上面扫
射丢炸弹。

这张照片里，这个炮楼里头
还有日本鬼子，我们架了一根木
头，上面架了一个梯子，战士爬到
那里去，往炮楼里头丢手榴弹，平
常部队都藏在地洞里头，等到要
冲击了，部队就从地洞里头出来，
这是一个打榆社主攻的一个点。

你看边上这个战士已经负伤了，
被敌人子弹打着了，从那个木头
棍子下来了，这个地方躺了一个
牺牲的战士，有的还往上冲的。我
就从这个位置拍过去，离敌人太
近了，敌人在这个地方还用机关
枪、步枪在扫射。

我知道这个地方是主攻方
向，这个地方如果不去的话，别的
地方拍不到什么东西，所以我务
必要去。按照部队的规定，我作为
一个文艺兵，还得要跟领导打个
招呼，结果领导对我们非常爱护
的，不准过去。不准过去我也一定
要去，我知道从哪一条路怎么过
去，要经过敌人的一个封锁沟，沟
里头我们牺牲的战士不少。原来
我还有一个通信员，我通信员都
没有打招呼，就悄悄地自己拿了
电影机，从牺牲战士的血泊里头
匍匐着过去了，拍了不少东西，有
一些因为当时太紧张了，焦点都

虚了，但是我这些片子都还在，我
觉得还是很宝贵的。

特别是我们部队打到这个炮
楼里头的时候，缴获了敌人的一
门炮。我看这一门炮拉出来，高兴
得不得了，战士们也高兴，我还在
那里拍。没有想到炮里头还有一
发炮弹没有打出去，战士们有推
的有拉的，结果有一个战士正好
拉到炮栓，把那发炮弹给打出来
了。那个炮口也比较低，我正好在
这里，当时我们基本上都埋在土
里头，我也震晕过去了，什么也不
知道了，后来其他的战士赶快抢
救重伤的，这倒把我搬醒了，我一
看又没有受什么伤，我就拿起来
（机器），我继续又拍这个片子了。
这个战士就在这个地方拍的，是
敌人从这个炮楼里头打出来，大
概是机关枪打的，打在脑袋上几
个子弹，我现在回想起来也是特
别难受，看到热血在那里冒着，流
得满脸都是。

战斗里头，像这种场面太多
了，说实在话我们在武器上面处
在劣势，敌人天上有飞机，地面有
各种武器，我们就靠战斗的智慧、
顽强拼搏的精神。

当时感觉就是，怎么样千方
百计把这个战斗的任务来完成
了，想的没有这么多，身上带的电
影机、照相机，还有一支手枪，也
有手榴弹，除了业务上面的工具，
还有战斗的武器都装备了，有时
候也参加战斗，也跟敌人打起来。
这个仗打完了以后，陈赓就动员
我不要拍电影了，就在他部队里
头当个连长营长，他说“行啊，你
打仗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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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林弹雨中拍《延安与八路军》

! ! ! !徐肖冰 浙江桐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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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今年 $)岁，是一名日军屠
刀下幸存者的女儿。我妈亲历了
两次淞沪战争，每次都离死神一
步之遥。

我妈叫高小妹，老家在江湾
镇北三里路左右的沈家宅，有一
条清水悠悠的小河从村中流过，
把沈家宅分为浜南场、浜北场，我
家在浜南场。

遇屠村 仅一人逃生
%"#*年，一·二八淞沪战争

爆发，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村庄，
噩梦般的灾难由此开始。日军从
吴淞口登陆后，见中国人就杀。一
时间人心惶惶，村上很多人家都
拖儿带女逃难去了。我妈个子矮
小，出生时因接生不当造成左腿
残疾行走不快。妈妈硬逼着我爸
带着十岁的儿子（我大哥）去逃
难；自己和五岁的女儿（我大姐）
留在家里，岂料祸从天降。
春节前的一天，我大姐在屋外

面场地上玩耍，突然看见端着枪
的鬼子凶神恶煞般冲过来，大姐
吓哭了，一面哭一面往家奔跑，蜷
缩在灶头的角落里。鬼子追到家
里，乖巧的大姐还说：“先生我不

哭、我不哭、不要打我……”鬼子竟
然朝着我大姐“砰”地就是一枪，见
大姐瞪着惊恐的眼睛挣扎着，鬼子
“砰”地又是一枪，一个鲜蹦活跳幼
小的生命霎时倒在血泊之中。

痛不欲生的妈妈还没缓过神
来，又惨遭打击。那是农历正月十
九下午，浜南留在村上的都是老
弱病残的人，日本鬼子说是要向
村民训话，把我妈和村民统统驱
赶到村上一个大户人家的客厅
里。那个目光狰狞的鬼子扫视着
在场的村民后，一句话也没说，只
挥了下手，那些包围着村民的鬼
子就用枪向人群扫射起来。还没
反应过来的村民纷纷倒地，整个
大客厅里顿时血流遍地。我妈因
个子长得特别矮小，子弹纷纷从
她头顶上掠过。她围着围兜，胸前
的口袋里有一盒“洋火”，有一颗
子弹竟然从她前面村民的身体里
穿出，打在她胸前的火柴盒上，火
柴盒被打碎了，子弹才没打进妈
妈的胸膛。妈妈被压在人堆里昏
死过去，再次醒来时，发现四周死
一般寂静，就挣扎着用力推开压
在身上的人，推推这个不动，呼唤
那个没应答，才发现留在村上的

五、六十个村民都死了，就剩下她
一个还活着。在这次日军屠村中，
妈妈的继祖母、姐姐、小叔叔也都
被杀害。她强忍着疼痛从死人堆
里爬出来，跌跌撞撞整整走了一
夜，才来到江湾镇，使出浑身的劲
拍一家茅草房的门，这家主人开
门看见门口躺着个浑身是血的女
人，触摸一下还有气，便抱进了屋
里，先给喂了点热水，再熬了点热
粥，把我妈救了。妈妈后来才知
道，原来浜南村紧挨场中路和逸
仙路，交通便利，日军要在此地建
军营，就对浜南村实施惨无人道
的屠村。
经过千辛万苦，我爸带着大哥

终于找到我妈，一家人得以团聚。
可浜南村的家早被日本鬼子霸占
建成了军营，家破人亡无处栖身。

遭轰炸 弹片擦头皮
%"#$年，八·一三淞沪战争

爆发，日本侵略者又一次在江湾
实施暴行。这次我爸坚持带着大
哥和我妈妈一起逃难。

听说东洋人不打租界，爸爸
搀扶着妈妈冒着随时被日军炮火
击中的危险，拼命地往租界赶。我

妈腿有残疾，实在走不动了，爸爸
背起妈妈让大哥拉着衣角，随着
洪水般的难民，挤上外白渡桥涌
进苏州河南岸的租界，来到设立
在大世界的难民接纳站，里面早
已人满为患。

人挤人地好不容易挪到三楼
楼梯口。管理人员要把他们塞进
里面的一间小房间，那里已经挤
满人，有个孩子正哭闹着肚子饿，
我妈不愿进去，管理人员就用鞭
子狠狠地抽在我妈随身带着的破
席子上，我妈就是赖着不进去。里
间哭闹的孩子被大人带出上街买
吃的，管理人员就让后面跟上的
一家人挤入小房间。岂料，那户人
家五六口人刚挤入小房间席地而
坐，一颗炸弹忽地从天而降，小房
间霎时被炸飞了，可怜那一家人
灰飞烟灭，一块弹片同时嵌入我
爸的手臂上，我妈头皮也被一块
弹片擦破。惊恐万分的难民转身
向楼下逃，逃到街道上，眼前的惨
状更令爸妈惊呆了：满街道焦土
瓦砾，电线杆上、树桠上挂上残肢
断臂惨不忍睹，呼天抢地的哭叫
声让空气中都充满颤栗和死亡。

几番转辗，我爸妈逃难到现

在虹口的香烟桥路地区，找到一间
被炸得没有门的破房子安顿下来。
为了糊口，我爸到河里去拷浜捉点
鱼卖，在桥上设关卡的日本鬼子看
见就会抢去，嘴里还说着“咪西咪
西地”，敢怒而不敢言的我爸，只有
自认倒霉。我妈更是悲惨，有一次
过桥时，日本鬼子嫌我妈走得慢，
对着我妈狠狠地刺了一刀，刺刀从
我妈腰间穿过，幸好没伤着肾脏，
在床上躺了不少日子。

终于熬到了日本投降，我爸
妈也在江湾镇万安路 '+&号居住
下来。到了 %"(+ 年 % 月我出生
了。我父母一生生育了七个子女，
只存活了我一人。在我幼年记忆
中，四十多岁的母亲，满脸沧桑，
看上去犹如六十多岁的老妪。
%"('年我父亲又生病去世了。一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和妈妈才
过上幸福的生活。

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给妈妈
的身心烙下极大的创伤。妈妈生
前多次叮嘱我，千万不能忘记日
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欠下的累累
血债，要将她在日军屠刀下九死
一生的故事让孙辈们了解，珍惜
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屠刀下的幸存者 沈丽珍 口述 张林凤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