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座特殊的

医院，它的病房隐藏

在村庄的地下；这里

是红色堡垒村，村内

遍布地道，村民秘密

救治八路军伤员；这

是冀中抗战史上的一

段传奇， 600 多名八

路军伤病员在人民群

众 的 保 护 下 得 到 救

治。这就是泊头西辛

店乡军王庄地下医院

创造的奇迹。

硝 烟 已 去 80 余

年，当年医院的遗迹

已经不见踪影，但那

段军民同仇敌忾的红

色历史，却从未被人

们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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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治伤病员
两村挖出地下医院

泊头市最西部——西辛店乡军
王庄村是个静谧偏僻的村落。很长
一段时间里，这里的村民深陷穷
困。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个
不足百户的村庄，军民同心，筹措
物资、营救伤员……成为冀中军区
坚强的抗日堡垒。近日，记者跟随
泊头文史爱好者来到了这里。

走进军王庄村，村西是军王庄
小学，学校大门的围墙上，写着军
王庄地下医院的简介，一旁的图画
生动地描绘了当年地下医院救助伤
员的画面。学校对面有一栋民房，
这里就是地下医院创办者杨国藩的
居所。

“别看俺们村当时还不足一百
户，但家家都住过伤病员，先后照
顾过600多名八路军。”71岁的王英
才曾担任军王庄村党支部书记，他
年轻时，经常听曾参与建设地下医
院、救治伤员的老人讲起当年的
事。

时光回溯到80多年前。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后，日军接二连三地对冀中实施大
规模的战略围攻和“扫荡”，修公
路、建碉堡，组织伪军，建立伪政
权，企图控制冀中地区。

1940年秋，为了让八路军伤员
得到救治，献交县大队医生杨国藩
受命到军王庄创办医院。这里位置
偏僻，便于开展斗争，同时也是他
的老家，群众基础良好。

创院之初，困难重重，人员、
经费、药品，什么都缺。杨国藩仅
有几种常用药品和两把镊子，好在
他的工作得到了当地抗日干部和群

众的大力支持，县委、区委和群众
送来粮食、药品、暖水瓶等物品，
解决了医院起步之难。

王英才说，医院收治的伤员都
安排在关系可靠、抗日热情高的堡
垒户家中。每天，杨国藩都会挨门
逐户上门看望，诊断治疗。

后来，冀中抗日形势逐渐严
峻，日伪军经常派兵搜查村庄。为
掩护八路军伤员，上级指示，医院
工作必须转入地下。杨国藩跟村干
部商量后，决定挖一个地下医院，
把伤员全部转入其中。他们组织村
民挖好地下手术室和几个病房，再
开始挖地道。

在那个没有机械施工的年代，
这样浩大的工程完全依靠村民用铁
锹挖、小车推、竹筐抬来完成。

“天一黑，全村老少都行动起
来，有的负责指挥，有的负责放
哨，男的在地下挖，女的在上面运
土，一直干到天明。”王英才说。

当地百姓们回忆，地下医院不
仅在军王庄村，还扩大到了南杨庄
村，两村相距不到500米远。

南杨庄村是当地最早的红色堡
垒村之一。抗日英雄黄立荣到五区
组建区小队，落脚点就在南杨庄。

杨介新是南杨庄村的一名医
生，他和杨国藩共同建起了地下医
院。

“杨介新在村中组织了 10多个
人的救治队和护理队。按照地上街
道的形式，挖出了与地上相同走向
的地道，总长度达 5公里，并在地
道中建了20多个治疗室、制药室和
手术室等，甚至比军王庄村规
模还大。”南杨村村民说。

就这样，军王庄、南杨庄两村
相连、地道相通，铸起了一条救治
八路军伤员的“生命通道”。

救治600多名将士
一直未暴露

行走在军王庄、南杨庄村，一
棵老树、一口老井、一栋老房子，
都有讲不完的故事，仿佛都在诉说
着当年地下医院的奇迹。

在军王庄村西南方的一片耕地
前，王英才驻足许久。他说，抗战
时期，这里曾是一片坟场，遍布着
1米多高的红荆，非常阴森，连敌
人都不敢进入。也是利用这一特
点，杨国藩在这里建造了许多假
坟。

“听老人们讲，假坟伪装得像
真的一样，下面就是病房，病房里
有木板搭的简易床。经过包扎和治
疗的伤员，通过地道运往村旁的假
坟里。假坟上面布满红荆条，下面
就是病房，每座假坟都与地道相
连。枯井里、坟墓里、碱土堆里到
处都有洞口，敌人难辨真假。洞内
还有防毒、防烟、防水等安全设
施。整个地道有几条干线，每条干
线又分出了许多支线。”王英才
说，医院有 4名主要医护人员，杨
国藩和杨介新负责诊疗，还有两位
护士帮忙。而杨国藩家是最主要的
治疗区。

王英才说，当年，杨国藩为了
掩人耳目，把自家门口封上，出入

都走门口大坑里的地道。地道口被
稻草掩盖，从未被敌人发现过。

地下医院在当地百姓的掩护
下，稳定发展，一批批伤员从前线
运送而来。这里也逐渐发展为附近
最大的地下医院。也有人把它称为

“冀中八分区地下医院”。
那么，医院的药品和医疗器械

从何而来呢？
王英才听老人们说过，药品和

器械十分匮乏。医院定期派人去泊
镇、沧州买药，西药紧俏不好买，
就买中草药。有时，人们也会想办
法去地里挖些草药。

“很多时候，杨国藩只能用一
些土办法解决。没有探针，就把自
行车的辐条磨尖代替；没有截肢
锯，就用锯铁的锯子消毒代替；药
品种类不全，就用芒硝代替硫苦
（硫酸镁），中药大黄和苏打制成健
胃药……”

就这样，地下医院克服了一个
个困难，医治好了一位位伤员。很
多战士伤好后，重返前线，为抗日
立功。到1944年秋，医院伤员登记
簿上已记下600多位将士的姓名。

百姓自己挨饿
也要让伤员吃上饭

地下医院之所以能发挥作用，
离不开乡亲们的血泪与智慧。

1943年春，是地下医院最艰苦
困难的时期。日本人的抢掠加上连
年大旱，从入春起，伤员们就过着
一半糠菜一半粮的日子，断粮成了
常事。

即使这样，乡亲们宁愿自己挨
饿，也想法让伤员吃上饭。

有一天医院断粮，还有一位伤员
脱水了。村民王恒昌的母亲知道后，
从家里拿出4个鸡蛋，塞到了杨国藩
手里。而此时，王恒昌也病着，家里
没有一粒粮食。听说医院的情况后，
村里人有的送来一盘萝卜咸菜，有的
送来一小篮青枣，还有的送来了红薯
叶、花生皮……困难时期，这些东西
无异于“雪中送炭”。

又过了几天，周围的野菜也挖
没了，眼看伤员们连野菜都要吃不
上，杨国藩不得不向组织求援。

岗哨密布的敌占区，谁去送信
最合适？杨国藩思量许久，决定让
自己13岁的女儿杨娟香化妆成小乞
丐，去县里送信。

大家一听要派娟香去，都掉了
眼泪。当娟香机智地摆脱敌人封
锁，按照联络暗号把信送到县领导

手里后，县里立即送来几斤棒子
面。杨国藩的妻子把所有能吃的
东西碾成面掺和在一起，蒸了三
笼团子。开饭的时候，轻伤员推
给重伤员，重伤员又推给轻伤
员，结果还剩下了两笼。

讲起这些故事，年过七旬的
王英才数次哽咽。

尽管地下医院的保密工作做
得很周密，时间一长，还是被狡
猾的敌人发现了蛛丝马迹。

日伪军将军王庄、南杨庄作
为重点搜查对象，派兵围村，挨
家挨户地搜查，还对村民威逼利
诱，想要抓住在此养伤的八路军
战士。可危急时刻，乡亲们个个
紧咬牙关，没有一个人泄露秘
密，地下医院也得以保护下来。

王保存的父亲王秀书是 1944
年入党的老党员，当年参与了挖
地道、转移伤员、救治伤员的工
作。

74岁的王保存说，父亲在世
时，曾讲过地下医院的事。伤员
转移到村里后，最初是住在百姓
家里。他们家也住过伤病员，最
多的时候，一个炕上躺了 7位伤
员。

73岁的王新国听母亲讲过她
智斗敌人、掩护伤员的事。

“一天，敌人来到我们家，母
亲正坐在炕上守护伤员，一个伪
军用刺刀对着母亲，问她炕上躺
的是什么人。母亲为了掩护伤
员，说是自己的丈夫。敌人不相
信，就挑开了被子。母亲就用身
子护住伤员，还厉声告诉敌人，
丈夫得的是‘伤寒病’，刚吃了
药。敌人一听是伤寒病，转身就向
外跑，生怕被传染上。”

在南杨庄村，年长的老人都知
道当年村民勇救八路军伤员的故
事。那是医院建立之初，地道没有
挖通，伤员都在群众家中救治。敌
人来扫荡，人们只能把伤员暂时转
移到野外的庄稼地里。一天，敌人
包围了村子，进行搜查。拴柱家住
了一位伤员叫邓振发。拴柱听到枪
声，背起邓振发就向村东跑，刚出
村就被敌人发现了。拴柱在前边
跑，敌人在后边追，情急之中，拴
柱拐进一个道口，放下邓振发，让
他一瘸一拐地逃走，自己反而迎着
敌人走去。他想争取时间，让邓振
发逃走。敌人罪恶的子弹打穿了拴
柱的胸膛，他当场就咽了气。后
来，邓振发认拴柱的母亲为干娘，
尽人子之孝。

后来，杨国藩和家人到唐山继续

开办医院，还专门撰写回忆录记录地
下医院往事。新中国成立后，杨介新
曾任交河县医院院长，后又调任沧州
市荣复军人疗养院院长。

遗憾的是，1963年一场洪水，
这座地下医院被冲毁、淤平。

几年前，泊头农民画家单有
为，有感于这座医院的历史贡献以
及抗战军民感人至深的故事，创作
了画作《军王庄地下医院》；泊头
退休干部李占武以此为原型，创作
了戏曲剧本；文史爱好者们多次到
访军王庄、南杨庄，探寻当年那段
烽火岁月下的故事……如今，地下
医院虽难觅踪影，但那段红色往事
早已融入村民的血脉，融入乡村记
忆，闪耀着不屈的光芒。

7171岁的王英才讲述战争往事岁的王英才讲述战争往事

杨国藩杨国藩（（左左））和家人和家人 卢代旺卢代旺 翻拍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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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中学毕业证百年前中学毕业证百年前中学毕业证 见证盐山早期教育见证盐山早期教育见证盐山早期教育
本报记者 杨静然

几天前，盐山中学60岁的教师
刘秀武在搜集整理历史资料时，偶
然发现了一张民国年间盐山中学的
学生毕业证书，它是迄今发现的关
于盐山中学较早的毕业证书，见证
了盐山的早期教育。

毕业证长 33 厘米、宽 31 厘
米，设计精良、字迹清晰。毕业证

显示，发证时间为中华民国二十三
年七月，即 1934年 7月。毕业证上
方中央是孙中山的头像，毕业学生
叫冀东川，当时18岁。毕业学校是
盐山县立初级中学，校长为史椿
龄，毕业证发放时间距今已经 89
年。

毕业证上有5枚红色印章、3枚
黄色税票、1
枚 蓝 色 印
章。经过刘
秀武的仔细
辨认，蓝色
印章为：河
北 教 育 厅 ，
中华民国 23
年 10 月 8 日
验讫；红章
上书：盐山
县立初级中

学校钤记；中侧是盐山县立初级中
学校长之印。毕业证中间下方盖有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河北省教育厅
会考及格”字样。

刘秀武说：“从毕业证签发与
批准日期推测，毕业证是由学生所
在学校先写好、盖校章，然后上交
省教育厅盖章批准。上面三枚是票
值一角的印花税票，说明毕业证需
要缴三角印花税，不是无偿发放
的。证书上用的是当时学校的行政
用章，十分珍贵。”

刘秀武说，盐山县立初级中学
就是现在的盐山中学，建立于1923
年。它的前身是盐山历史上著名的
香鱼书院，先贤雅士孜孜求学的态
度深深影响了后代。史椿龄就是其
中之一。

盐山中学校志中记载：史椿
龄，字静池（？—1981），原盐山县

韩村人，盐山县立高等学堂第一届
毕业生，后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
院。1929年、1933年先后两次任盐
山县立初级中学校长。1934年，学
校初中九班毕业会考取得全省第一
的好成绩。他还兼任教授历史、公
民及书法等课程，每周授课达18个
学时，以书法著称。

刘秀武发现的这张毕业证，下
发时间正是1934年，毕业证上又出
现“中华民国二十三年——河北省
教育厅——会考及格”字样。他推
测，毕业证中的冀东川，就是当时
盐山县立初级中学初中九班的学
生。

刘秀武正在编写盐山中学校
志，校长史椿龄的名字引起了他的
关注。通过查阅资料，他在清华大
学校史馆发现了清华大学首届国学
研究院的招生名单，史椿龄的名字

列在其中。
“清华国学研究院前后仅存在

4年，但云集了清华大学当时学问
最好、声望最高的几位国学大师
——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
元任。这四大导师具有国际视野，
掌握现代学术方法，堪称学贯中西
的大家。他们不但为后世学人开拓
了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和研究维度，
也成就了清华大学的学术传奇。”
刘秀武说，首届研究院的 30名学
生，个个造诣非凡，成为中国近现
代国学史上一颗颗璀璨的明星。由
此可见，1934年盐山县立初级中学
初中九班能在当时全省会考中取得
第一名绝非偶然，与史椿龄先生严
谨的治学态度和非凡的个人造诣分
不开。

穿越 89 年的时光，看到那时
的毕业证、教学成绩，联想到毕
业证的背后与史椿龄先生的求学
经历、学识水平，不禁让人感慨
万千，它为研究盐山的教育事业
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目前，刘秀
武仍在查找证书主人冀东川的相
关资料。

1938年8月，奉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
之命，年仅 22岁的司令员兼政委萧华率领
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来到渤海湾，开辟
了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从此，他的足迹踏
遍了整个冀鲁边区大地。

如今的海兴县一带曾是冀鲁两省结合
部，南可在山东固守，北可到河北开辟，是
冀鲁边区的中心地带。而且这里党组织成立
早，群众基础好，萧华便带领部队把工作的
落脚点选在了这里。虽然时间不长，但他以
特有的文韬武略、雄才大智，留下了许多脍
炙人口的战斗故事，至今还在海兴人民中广
为流传。

组织抗日武装

萧华来到冀鲁边区后，积极帮助建立
抗日政权，组织抗日武装，发动群众抗
日。海兴县境内的高湾、尤村、小山三个
抗日区政府，就是在 1938年冬天建立起来
的。随之，这三个区又相继建立了区队、
区青年抗日救国会、区妇女抗日救国会
等。很快，在海兴一带便掀起了抗日救国
运动的高潮。

萧华在今海兴一带活动时，打了许多胜
仗，其中最出名的便是全歼盘居在大赵村
（今属黄骅市）以孙仲文为首的地主民团反
动武装。

当时，民团头子孙仲文到处烧杀抢掠、
破坏抗日活动，甚至杀害抗日干部，严重威
胁到了我军政抗日斗争的开展。于是，萧华
派冀南第六专署专员、第六军分区司令员杨
靖远找孙仲文谈判，以劝其团结抗日。结果
孙仲文不但不听，仍顽固坚持反共立场，并
要扣押杨靖远。萧华思量再三，决定“有
理、有力”地教训孙仲文。

1938年 11月 30日傍晚，接到命令的杨
靖远率队在今海兴县苏基村集结，开往大赵
村，以武力教训孙仲文。战斗中，杨靖远身
负重伤不幸被俘。丧心病狂的孙仲文竟将杨
靖远残忍地杀害，并割下头颅挂在寨门上，
向八路军示威。

萧华十分悲愤，即派符竹庭、崔岳南率
部直取大赵村。他亲自坐阵指挥，部队一举
攻破大赵村，将孙仲文一群乌合之众全部拿
下，并在大赵村建立区抗日民主政府。战斗
结束后，萧华亲自主持为杨靖远司令员召开
追悼大会，并含泪写下“断头流血，乃革命
者家常便饭；奋斗牺牲，是抗日的应有精
神”“抗战方兴，竟在盐山（当时大赵村一
带属盐山县辖）留遗恨；建国未艾，空对鬲
水吊英魂” 两副挽联。

善做群众工作

萧华不仅善于指挥打仗，作为军政委员
会的书记，他还善于做群众工作，在海兴一
带就流传着一段萧华审碌碡的故事。1939
年的一天，边区南部某县一个土布作坊的3
辆马车，满载土布准备去天津换回当地群众
需要的火柴、柴油、毛巾、肥皂等日用品。
当车路过边区北方某村时，被村民拦下，把
土布分了。

消息传到萧华那里，他很快来到这个村
子调查。他没有命令到各家搜查，而是把全
村人召集到一个有碌碡的场地上，对着碌碡
审起来。碌碡也叫石磙，是一种碾压谷物的
农具。萧华讲共产党关于民族工商业的政
策，指出哄抢土布的行为是错误的，共产党
不会纵容这种行为。他的讲话通情通理，审
的是碌碡，拷问的是人心。最后萧华走到碌
碡跟前，嘀咕了几句，便对众人说，碌碡把
实情都告诉我了，谁拿了人家的土布天黑后
主动放回村公所，政府不纠，没交回的明天
一早政府将一律严办。

天黑后，拿了土布的村民纷纷把土布放
回村公所。货主清点后一分不差。货主千恩
万谢，感谢民主政府，感谢萧华，并赠送了
一面锦旗。一时间，萧华审碌碡的故事在海
兴一带被传为佳话。

群众冒险掩护

萧华在海兴一带领导抗日斗争、为民
除害，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
戴，在最危险的时刻，人民群众也保护了
萧华。

那是 1939年的春天，萧华住在今海兴
县马厂村孟宪同的堡垒户家，因有人告密，
附近的日伪据点出动大批日本骑兵来抓捕萧
华。日本骑兵到村后先是逐户搜查，然后又
把群众集合到一个空场上，逼问萧华的下
落，但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知道”。敌人恼
羞成怒，有的群众被灌辣椒水，有的头被榔
头砸破，气急败坏的日本兵还将荆条火把往
群众群里扔，很多人被烧伤。但仍一无所
获，只得灰溜溜地回去了。其实萧华得到消
息后，便和警卫员换上便衣，在群众的掩护
下从村西北角交通沟撤出了马厂村。

1975 年 12 月 16 日，萧华将军故地重
游，当他和陪同人员谈起当年被马厂群众掩
护脱险的事情后，深情地说：“边区老百姓
用生命保护抗日同志的事例很多很多，军民
鱼水情深，老区的乡亲们为抗日作出了重大
牺牲。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开国上将萧华开国上将萧华
在冀鲁边的在冀鲁边的战斗往事战斗往事
本报记者 杨静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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