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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冒死护情报父亲冒死护情报
单保荣

抗战时期，东光县小单村是
一个坚固的抗战堡垒村。村里人
人深明民族大义，户户积极为抗
日大业作贡献，有力支持了八路
军进入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的开
展。至今有一件事村里人还时时
讲起——香哥为保护抗日情报、
勇敢跳入寺后杨村南苇塘的事。

人们口中的香哥是我的父
亲，名香，号锡图，字成章，生
于1911年3月9日，卒于2000年
1月17日。抗战时期，正值青壮
年，当时，家里日子殷实，父亲
积极为驻村的八路军提供力所能
及的物质条件，如米面粮油、住
所。还为八路军放哨、探敌情、
送情报等。

1943年深秋的一天上午，
父亲又为八路军去送情报，可
这一次却被黑龙村鬼子据点下
来的特务队跟踪了。为防被特
务抓住搜去情报，父亲边跑边
将情报嚼烂咽进肚子。被抓住
时，特务们一无所获，便将父
亲押回小单村，向村人训问我
父亲是否是本村人，邻居们都
勇敢作证。

狡猾的特务并未就此罢休，
将父亲连同村里作证的单庆台等
人一同押回黑龙村鬼子据点。特
务们给我父亲灌辣椒水，再压杠
子，把水挤压出来，反复折磨。
即使这样，父亲也未吐露一个
字。见没任何收获，他们决定将

父亲及单庆台等人，一同押往张
大庄鬼子据点进一步处置。路
上，单庆台等人知道我父亲此去
凶多吉少，便偷偷把捆绑在父亲
手上的绳子弄松。

去张大庄据点，要途经寺后
杨村南的苇塘。趁特务们不注
意，父亲挣脱绑绳跳入深深的苇
塘。特务们惊慌失措，再掏枪射
击，父亲已游出好远。在苇塘苇
子深处，我父亲一直熬到深夜。
深秋冰冷的水浸透了衣裳，父亲
冻得浑身打颤，他不敢回家，趁
着夜色，投奔到亲戚家。

父亲的故事是民族抗战千万
个故事中的一个，但正是这千万
个抗战故事，体现着视死如归、
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百折不
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父亲在世时，我曾问他，新
中国成立后为何不去向上级组织
反映他的事。父亲说，八路军牺
牲了那么多年轻人，咱做的这些
事太普通了。

父亲离开我们 20余年了，
我师范毕业，光荣地成为一名人
民教师。父亲虽普通，可一直激
励提醒着我，好好学习，好好工
作。同样我也把父亲的事讲给我
的儿子听，鼓励他好好学习。值
此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我将父亲
在党的领导下支持参加抗日的事
迹写出来，为红色记忆传承作一
点贡献。

小小文艺兵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卓绝
的阶段。侵华日军纠集日伪军 5 万余
人，在空军的配合下，出动坦克、装甲
车几百辆，由其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
次亲自指挥，对我冀中军民发动了空前
残酷、空前野蛮的“铁壁合围”式的大
扫荡。

为了消除日军“五一大扫荡”给抗
日军民造成的破坏和影响，1943年，地
方党委决定，在献县新北峰村成立一个
儿童剧团，鼓舞群众的革命斗志，也为
党培养一批有艺术水平的战士。

剧团的领导人是新北峰村党支部书
记齐小卿和副书记齐永福，青抗先武委
会主任李金榜、党员齐志其、齐子臣、
齐友法、齐志芳等人，分别任剧务、琴
师、伙夫、跟箱。区委又从外地调来郭
顺亭、李鸿琛等人担任教师。他们都是
爱国的进步人士，且有一定的艺术造诣。

“他们不拿工资，‘以粮代薪’，为
培养我们这些小文艺战士付出了很
多。”齐胜飞说。

新北峰村是个大村，“齐”姓占大
多数。听说成立剧团，村里的孩子们争
着报名。经过老师的精心挑选，30来名
儿童被录取，最大的 13岁，最小的才 7
岁。齐胜飞的本名叫齐兆岗，加入剧团
改为艺名齐胜飞。

“剧团分京剧、河北梆子两个剧
种，以学古装戏为主。每天练基本功、
排戏，两年后排成了《过五关》《战长
沙》等63个剧目。还创作了《父子上火
线》《打回老家去》 等一系列的现代
剧。”他说。

艰难的环境下，剧团采取严格的保
密措施，敌人始终没发现它是由共产党
直接领导的。一次，一位八路军干部被
日军追捕逃到了剧团，在众人掩护下才
脱险。事后，团长对大家说：“谁要把
这事说出去就开除谁。”

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小演员们都有
了扎实的基本功，一登台便轰动了全
场。此时，正值抗日战争反攻时期，为
庆祝这一阶段性胜利，剧团应邀到各地
演出，演出范围逐渐扩大到肃宁、饶
阳、交河以及山东的德州、庆云一带。
他们的演出，鼓舞了民心 ，激发了军
民的爱国热情。

随军西征

一次，在庆云演出，渤海军区教导
旅旅长张仲瀚发现了他们。他是建国县
崔尔庄（今沧县崔尔庄）人，受王震派

遣到山东渤海军区扩充军队。见这个剧
团功底扎实，就派人到献县动员剧团人
员参军。

那是1947年7月，齐胜飞和哥哥齐
兆丰随同剧团的20多名演员一起来到了
部队，被编入渤海军区教导旅京剧团。
由于年纪小，父母亲不放心，许多家长
和他们一起参了军。齐胜飞的父亲也来
到部队，照顾兄弟二人的起居，直到一
年后才离开。

剧团参军后，正值教导旅战前整
训，到部队的第三天便迎来了首场演
出。一曲《古城会》，齐胜飞饰马童，
一连串“小翻”跟头出场，台下掌声叫
好声响成一片，艺惊四座。

“战争年月，战士们整天在枪林弹
雨中度过，几乎看不到戏。看到剧团演
戏，战士们情绪十分高涨，把小演员们
当自己的孩子看待。我们也在这革命的
大熔炉里得到了锻炼，感受到了温
暖。”齐胜飞说。

令演员们欣喜的是，每次演出，爱
好文艺的张仲瀚都坐在最前面为他们鼓
掌叫好，还特意为京剧团配备了马号
班、炊事班，还有通讯员、卫生员等。

驰疆场，路漫漫。行军时，服装、
道具、幕布等由马车拉运，每个演员背
背包、粮袋，还外加手榴弹等。

1947年 12月，剧团随部队一路行
军作战，直逼山西运城。当时的教导
旅番号改为一野二军六师，师长张仲
瀚。许多战士在决心书上按血指印，
以表杀敌决心。小演员们参加“誓师
大会”，也纷纷写决心书，但领导说他
们年纪小，还要演戏，不让他们咬破
手指。他们不干，用针刺破手指按了
血指印。

“随军作战的日子，我们每个人都
做好了牺牲的准备。”齐胜飞说，部队
行军他们就跟着行军，部队休息，他们
就为战士们演节目。在运安战役中，演
员们冒着枪林弹雨赶到安邑盐场抢背食
盐，解决了军民用盐问题。

时至今日，齐胜飞常常回忆起当年
部队三渡黄河的危险情景。

“1948年春天，我军西渡黄河，挺
进大西北。那是在山西省的河津和陕
西省的韩城交界处的黄河禹门口，那
里河道窄、落差大、水流湍急，对船
只冲击力很大，渡河十分危险。上
空，就是不断轰炸扫射的敌机。大家
喊着号子艰难前行。一时间，横尸遍
野、血洒黄河……渡过黄河，我们唱
着‘挺进！挺进！向关中，向大西北
进军 ’的战歌英勇前进，打败了盘踞
在大西北的国民党匪兵，迎来了解放
战争的伟大胜利。”

军垦战歌

全国解放后，剧团随部队开赴新疆
库尔勒市，改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
师文工团。这个从献县走出的“娃娃剧
团”，从渤海湾畔转战到了天山脚下，
担负起生产建设和文艺宣传的双重任
务。

文工团配合部队开垦建设的新形
势，编排了新的剧目，也时常与当地的
哈萨克、维吾尔等民族联欢，为部队送
上精彩的演出，在全国有了一定名气。

1953年，齐胜飞被新疆军区文工团
借用，1954年代表西北军区到天津、北
京等各大城市演出。1955年转业回到献
县加入县剧团，培养了一大批年轻演
员。

齐胜飞技艺超群，采访间隙，87岁
的他还现场表演了一段京剧，唱腔句句
扣人心弦。他说，自己没有上过学，所
有的文化、乐理知识都是在部队上学
的。老人还提起了一段与张仲瀚有关的
往事。

“入伍时，年纪小，张仲瀚将军对
我十分关照，曾叫我和哥哥去他的住处
拉家常。他亲切地对我们说：参军了，
不要想家，我是你们的老乡，有什么事
就来找我。还认我做他的义子。1977
年，张仲瀚住院，我专程去探望。他拉
着我的手说了很多很多。”齐胜飞说。

时光流转，当年的娃娃兵在部队
的锤炼下，得到了全面发展。齐春良
曾任新疆“战鼓剧社”团长，并在书
法、绘画、太极拳、剑术诸门艺术中
有较深的造诣；齐春祥被调到四川峨
嵋电影制片厂参加了《枣庄大战》电
影的拍摄，成功地塑造了韩复榘这个
军阀的典型形象；齐兆丰现已是高级
政工师离休干部，爱好舞蹈和写作，
发表了不少作品；齐胜兰曾任新疆巴
州市豫剧团团长，是五六十年代有名
的表演艺术家。

献县新北峰儿童剧团参军时 30来
人，有的随文工团各地演出，有的在新
疆扎下了根，他们大多没有再返回家乡。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的官方
网站上，有这样一段话：“农二师丰厚
的文化积淀源自军旅文艺，源自渤海教
导旅西进时组建的文工团。”而文工团
的主要成员——张仲瀚从献县招去的新
北峰儿童剧团功不可没。

如今，齐胜飞、齐兆丰兄弟俩身体
硬朗，回忆着往日的点点滴滴，在渤海
之滨眺望西部，那里有他们开垦过的绿
洲。

本报讯（记者杨静然） 23
日下午，一场精彩的诗歌作品
朗诵音乐会在沧州图书馆内举
行，来自上海的诗人、歌词作
家周文莉带着自己创作的 16
首诗歌作品来到我市，与朗诵
爱好者们一起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

活动现场，《黎明前的曙
光》《觉醒》《延安颂》等一个
个优秀作品，在我市各界朗诵
爱好者的演绎下，以朗诵、独
唱、舞蹈、情景剧等形式呈现
在舞台上。周文莉从事文学创
作 30余年，创作发表了许多

红色题材的作品，并多次获
奖。当天周文莉还登台演唱了
自己创作的作品。她表示，沧
州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曾经诞
生了许许多多的优秀共产党
员。此次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
与沧州各界朗诵爱好者一起回
顾党的光辉历史，弘扬革命先
烈舍生忘死、前赴后继的献身
精神，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
绩。活动吸引了来自我市各界
的百余名朗诵爱好者，朗诵会
在全场共唱《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的歌声中落下帷
幕。

上海诗人在沧举办朗诵会上海诗人在沧举办朗诵会

在日前青县组织的一次建
党百年座谈会上，我有幸作为
全县 1800名在党 50年老党员
的 10 名代表之一参加了会
议。更有幸的是，在会上，我
邂逅了百岁老人王金荣，他也
是代表之一。

王金荣，这个最近屡屡见
诸报端的名字，大家或许并不
陌生。他1921年8月出生在青
县运河西岸的盖宿铺村，与中
国共产党同龄。1943年，22
岁的他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
候加入共产党。入党后，接受
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建立秘密渡
口，因当时的运河上既无桥又
无船，只能大笸箩当船，木锨
当桨，运送八路军干部过河。

这位红色艄公从 1943年
一直划到1947年，一划就是5
年，从抗日战争划到解放战
争。无数革命者，就是坐着他
的笸箩穿梭于运河两岸、走上
对敌斗争的最前沿。我的父亲
母亲就在其中。 1946 年到
1947年，我父亲张杰任五区
区委书记，母亲李铭任五区妇
联主任。辖区的 27个村，分
布在运河两岸。出于工作需
要，父母坐笸箩过河就成为一
种常态。

王金荣老人说：“张杰坐
笸箩渡河次数比较多。”印象
较深的是 1946年初冬，运河
上刚结了一层薄冰。因为情况
紧急，上级让他连夜送我父母
过河，他和同伴毫不犹豫地抬
上大笸箩来到河边。二人跳入
水中，王金荣在后面游水推着
笸箩前行，把我父母送到河
东，他俩再游回西岸。往村里
走时，衣服上的冰碴发出咔咔
的响声，他二人互相打趣，咱
俩都成冰人了。

新中国成立后，王金荣先
后担任党支部书记 15年，盖
宿铺村一时成为全县的先进典
型，这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老共产党员，继续散发着光
和热。

见到王金荣的一刹那，我
的心情既激动又高兴，一股敬
仰之情油然而生。我立刻站起
身，紧紧握住他的双手，问
安、致谢。我们虽然是第一次
谋面，但见到他，就如同见到
我久违的父母一样亲切，兴奋
之情难以言表。当年用笸箩帮
父母渡河的老艄公仍然健在，
而我的父母已过世多年，见到
故人，思念亲人，我的泪水夺
眶而出。

为了纪念这个千载难逢的
时刻，我搀扶着他站起来，在
青县县委庆祝建党100周年座
谈会的横幅下合影留念。我一
生拍过无数次照，但和百岁老
人合影，这是我平生第一次。
更何况，这位老人在战争年
代，冒着生命危险，摆渡过无
数革命者过河奔赴对敌斗争第
一线，包括我的父母。无须多
言，这张合影，将是我一生中
千金难买的最珍贵的一张。看
到它，当年父母坐笸箩过河的
情景就会浮现眼前；看到它，
就会知道，这个历经百年沧桑
的老人，曾为革命作出过重大
贡献。

座谈会上，县委书记李国
钧同志将中共中央颁发的在党
五十年纪念章挂在我胸前，我
已激动万分，邂逅百岁恩人王
金荣，更使我心潮难平。座谈
会结束了，我激动的心情久久
难以平静，我衷心地祝福老人
家健康长寿。

文艺宣传可以凝聚民族力量文艺宣传可以凝聚民族力量。。抗战期间抗战期间，，众多文艺宣传队创编抗日救亡歌曲众多文艺宣传队创编抗日救亡歌曲、、组织演出组织演出、、成立歌成立歌
舞队或者剧团舞队或者剧团，，点燃了民众的战斗激情点燃了民众的战斗激情。。在献县在献县，，曾有个儿童剧团曾有个儿童剧团，，他们跟随渤海军区教导旅离别家他们跟随渤海军区教导旅离别家
乡乡，，从祖国最东从祖国最东部一直打到最西部部一直打到最西部————

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
军序列中唯一一支从祖国东
部打到西部的部队——渤海
军区教导旅，离别家乡一路
西征。

西进时，文艺宣传队也
随之成立。他们一边进行文
艺演出，一边拿起武器同敌
人战斗，是一群才华横溢又
机智勇敢的文艺兵。其中，
渤海军区教导旅京剧团的主
力，均来自于1943年献县新
北峰村成立的儿童剧团。长
久以来，他们的故事隐藏在
历史深处，鲜为人知。

在献县党史办工作人员
的帮助下，我们见到了京剧
团成员之一的齐胜飞。老人
满头银发，年近九旬，他拿
出一张老照片，照片上几个
青年身披戎装，英姿挺拔，
目光明亮而坚毅。

时光回闪到1943年，齐
胜飞才 9岁。听说村里成立
儿童剧团，孩子们争相报
名，30来名儿童被录取。当
时，他们不会想到会征战万
里，抵达祖国的最西端。他
们中，有的最终扎根戈壁滩
屯垦戍边，再也没有返回家
乡。

8787岁的齐胜飞岁的齐胜飞

19491949 年年，，齐胜飞齐胜飞 （（左左）） 和和
哥哥齐兆丰在甘肃酒泉哥哥齐兆丰在甘肃酒泉。。

“打仗可真是，脑袋别到了裤腰带
上，可是我从来没怕过。”这是94岁的
马金荣老人，一上午说得最多的一句
话。老人话语已经不清楚，只有“打
仗”二字伴随着脖子上的青筋、瞪大
的眼睛，显得尤其有力。

老人的家在运河区南陈屯乡大王
庄村，自幼家贫，12岁便从军入伍。
当天晚上，就拿着一把手枪和区小队
的八路军劫持了日本鬼子的一辆卡
车，还抢了一挺机关枪。

老人的儿子马洪顺说，老人身经
百战，沧州、泊头、青县、张家口、
石家庄等地都留下过战斗的足迹。马
金荣身高体壮，一入部队，就扛起了
大炮，那时候的大炮都是临时拆装，

连同炮弹由人力背着上战场。
老人说话断断续续，回忆就在一

段碎片中逐渐完整清晰起来。十几岁
的马金荣辗转来到晋察冀军区。1945
年8月，张家口战役打响，这是我军在
苏军没有配合、国军想去都去不了、
日军想等都等不了的情况下，用武力
收复的，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的
光辉一页。那场战役，马金荣跟随部
队同敌人血战了几天几夜。说着，老
人不时地摸摸头说，子弹就从头上身
上飞过，头皮被子弹擦伤了，满头满
脸都是血。“大家都不在意流血了，只
要是还能走，就往上冲！”就在这场战
役中，一颗子弹穿过了马金荣的左
脚，趔趄着，他依然坚持到战斗结束。

老人还记得石家庄战役时，敌我激
战，死伤无数。夜晚休战的时候，战士
们在战壕里实在口渴难耐，就翻越战
壕，在成片的尸体上爬过，看见几口大
缸就飞奔过去，大口大口地喝起来。其
实这并非水，而是酒，等战士们反应过
来，已经醉了。因为战场上的这次“误
饮”，老人一辈子再没沾过酒。

因为左脚受伤，在后方治疗后，
马金荣没有赶上部队南下的脚步，回
乡结婚后到天津一家私营企业打工。

马洪顺说，父亲一辈子勤恳朴
实，从来没仔细地说过自己的战斗
史，只是说，有吃有喝的太平日子得
知足。老人一辈子不爱说，吃苦耐
劳，在天津工作的时候，过年过节都

是主动值班，甘于奉献。1个儿子3个
女儿也继承了父亲勤俭节约、和睦友
邻的品德，日子过得幸福美满。

现在老人四世同堂，一家十几
口，从来没有分过家。看着团圆和睦
的一家人，老人每天都笑容满面。“打
仗就是为了更好地生活，那么多战友
都牺牲了，我们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呢？”老人郑重地说。

马金荣马金荣：“：“子弹落到了我的脚面上子弹落到了我的脚面上””
齐斐斐

19541954年年，，文工团文工团《《在帕米尔高原上在帕米尔高原上》》剧照剧照，，右一为齐胜飞右一为齐胜飞

作者和王金荣作者和王金荣（（左左））

马金荣和老伴马金荣和老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