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党同龄与党同心的抗战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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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琳 张维维 文/摄

“这是当年日军炮弹弹片击中留
下的印记……”8月14日上午，在同济
大学附属杨浦医院病房内，87岁抗战
老干部傅寿仁挽起左腿裤管，露出抗

战中留下的累累伤痕，控诉日军的侵
华罪行。

目睹侵略参军卫国
1928 年 7 月，傅寿仁出生在山东

省济阳县一个美丽的小村庄“花家

庄”。父母在家务农，养育了他和弟
弟两个孩子，虽然家境贫困，一家人
倒也生活得其乐融融。

有一天，日军的轰炸机飞临“花
家庄”上空，扔下一颗颗炸弹，打破了
美丽小村庄的宁静。

傅寿仁全家与全村 50 多户数百
村民，背起简单的行李四处逃荒。战
争年代处处民不聊生，村民们无处谋
生，无奈之下冒着危险又返回家乡。
日军来了又跑，走了再回，村民们在
提心吊胆中艰难度日。

1943年9月，时年15岁的傅寿仁
坚定了参军卫国的决心，加入山东省
济阳县八路军三区区中队，成为一名
年轻的战士。

抗日战斗英勇负伤
参军后，傅寿仁跟随部队打游击，

战斗的任务十分繁重，既要伏击歼灭
日本兵，又要与“二狗子”汉奸做斗争。

1945 年 3 月，抗日战火已燃遍中
华大地。傅寿仁随部队参加了山东
省商河县的“爱巷战斗”，全力攻打县
城外围日军据点。战斗中，警卫连士
兵傅寿仁扛着缴获的日本“小马枪”
跟随连长向前冲，抵达护城河不远处
时，部队被敌军猛烈的攻势阻击得停
滞不前。

为扭转不利的战斗局面，连长迅
速指挥几名先遣队士兵，穿越壕沟将
炸药运送至日军驻守的城墙脚下引
爆，挫败日军的主要火力，警卫连则
负责机枪密集扫射，掩护先遣队行
动。掩护队伍的密集射击，引来日军
的疯狂回击，接连不断的炮弹从敌军
军营呼啸而来。“快趴下！”在连长的
大声呼喊中，激战中的傅寿仁才知一
发炮弹在距离自己两三米处爆炸，来
不及躲避的他被炮弹掀起的热浪冲

击，翻滚几轮后失去了知觉。
战斗胜利后，从昏迷中醒来的傅

寿仁从战友处得知，自己左腿膝关节
上下有五处炮弹击中的伤口，两名战
友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从枪林弹雨中
抬出，用纱布简单包扎后送往后方医
院救治。伤愈后，傅寿仁被鉴定为二
等二级伤残，他仍坚持回到大部队，
参加新一轮战斗。

和平年代保卫平安
1946 年 6 月，在抗日战火中逐渐

成长的傅寿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经历了艰苦的抗日战争，他奋
发图强、苦练基本功，练就了百米之
内弹无虚发的射击技能，先后在渤海
军区二军分区一大队三连、十二团一
营三连任通讯员和班长。

之后，傅寿仁又跟随陈毅将军领
导的华东警卫旅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战
役，及渡江战役等大小数十次战斗。

全国解放后，傅寿仁听从组织安
排，进入上海公安部门工作。在和平
年代，他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
神，在公安战线上兢兢业业、努力奉
献，保卫“第二故乡”上海的社会平安。

为表彰傅寿仁在战争年代、和平
年代作出的贡献，上海市委、市政府
向他颁发了“上海市公安战线社会治
安荣誉证书”；公安部授予他“一级金
盾”荣誉奖章；中央、国务院、中央军
委联合颁发给他“纪念抗日战争胜
利”50 周年、60 周年荣誉证书和荣誉
奖章。

■毛信慧 种楠 文/摄

走进抗战老兵张剑平的家中，映
入眼帘的是一幅其乐融融、儿孙满堂
的温馨画面。而为了抗战和革命工

作，身为母亲的张剑平，曾先后3次不
得不经历与亲骨肉的生离死别。每
当回忆起这段峥嵘岁月中作出的艰
难抉择，老人心中总会涌起抹不去的
遗憾。

小小年纪立志抗日救国

张 剑 平 1921 年 出 生 在 天 津 。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天津沦陷，
城里到处血流成河，百姓流离失所。

张剑平一家老小也逃难来到上海，那
年她 10 岁。张剑平进入华成香烟厂
做童工，妹妹则到亲戚家帮佣。

之后 1932 年“一·二八”事变、
1937 年“八·一三”先后爆发，身在上
海的张剑平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屠
杀同胞，霸占国土的残暴罪行。悲愤
充满了张剑平年幼的心，她迫切希望
自己早日长大参加抗日。

1939年6月的一天，张剑平在厂里
上班，忽然听到说日本人要来搜查，心
里很紧张。因为家中的床铺底下放着
一本《大众歌谱》，歌谱里有《义勇军进
行曲》等抗日歌曲，如果被搜到，是要
被杀头的。张剑平立即从厂里溜出
来，跑回大连路霍山路的三星里57号
家中，将歌谱卷好，藏进煤灶的夹层
里，并用煤灰盖在上面。刚藏好，日
本兵就进了弄堂，将老百姓全部赶到
弄堂口，开始挨家挨户搜查。直到第
二天下午四点多，日本兵才放了这些
人。张剑平跑进家门一看，到处被翻
得乱七八糟，她的旗袍等衣物都被刺
刀戳破，幸好《大众歌谱》没被搜到。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激发了张
剑平投身抗日救国运动的强烈愿望。

革命路上三次骨肉分离
1942年，张剑平跟随丈夫离开上

海，一路乔装到浙江舟山寻找党组
织，可惜没有找到。1944 年，张剑平
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丈夫从外面

回来，接张剑平一起去淮南参加新四
军。由于中途要穿越敌占区，一路十
分凶险，张剑平只能忍痛割爱，把两
岁多的老大留给了家中的妹妹照顾。
半年后，张剑平回来接女儿了，谁知女
儿已经不认识她，一路往家里跑。最
后，由于孩子自始至终不认她这个母
亲，不肯跟她走，张剑平只得把照顾女
儿的妹妹一起带上。就这样，妹妹也
跟着姐姐，一起加入了革命队伍。

战争年代，张剑平先后跟随部队转
战安徽、山东，并先后生下了老二和老
三。有一次，部队在撤退途中，被敌机
追踪。当时，张剑平抱在手中的老二只
有几个月大，为了不暴露部队的行踪，
也给儿子留下一线生机，张剑平只能
把孩子放在一个漂浮物上让他随波
飘走。所幸没过多久，老二就被当地
渔船上的老乡所救，并交还到部队。

而之后的老三，更是成为张剑平
一辈子的遗憾。也是在部队撤退的
途中，张剑平只能把出生仅5 天的二
女儿暂时交给山东当地的老乡抚养，
没想到，这一次，便是一辈子的分
离。之后二女儿一直生活在山东，知
道后来车祸去世。

今年，张剑平已经 94 岁高龄，她
说，要使革命事业继往开来，关键是
要培育好下一代。“历史不该被遗忘，
我们不说，后代就没有人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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