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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商河

没没见见过过父父亲亲是是这这辈辈子子最最大大的的遗遗憾憾
——— 记我的父亲冯辉元烈士

讲述人 冯清举
本报记者 李云云 整理

从小就古灵精怪
学习却非常刻苦

1917年3月，我的父亲冯辉
元出生在商河县龙桑寺镇冯

（家）集村的一个农户里。听村里
的同姓爷爷提起，日本军没占领
商河之前，家里的生活还算安
逸。父亲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一
直在村里上私塾，长得一副文质
彬彬的样子，实则是出奇的古灵
精怪，经常带着村里的小朋友在
田里来回折腾。

老人经常讲起这样一件事
情，当时村里的小男孩们都喜欢
去河里抓鱼，父亲永远是抓得最
多的那个。原来，别的小伙伴都
聚集在一起，这个抽杆，那个撒
网，水总是不停地动，很难有鱼
上钩。而父亲通常都是在靠近
桥的位置上，藏在桥洞里，一待
就是一上午。没人打扰，鱼儿自
然上钩的多，每当别人问起，父
亲总说这个地方其实是没有鱼
的。

课堂上，父亲总是最活跃的
那个，很受老师的喜爱。老师讲
课的时候他聚精会神，下课的时
候追着老师问个不停。听一位和
父亲一起上过学的邻居说过一
件事情。当时老师教的无非是数
学和识字，练字时为了省粉笔和
石板（当时的写字工具），父亲回
家后总是在家门口的地上练字，
时间久了，门前都变得坑洼了。
后来我的曾祖父知道了，就特意
给他拉了一车土放在门口，练字
的时候父亲都会去土堆上捧一
把土撒上。

青年时外出求学
接受新思想熏陶

父亲外出求学的经历，无论
是母亲还是村里的老人都知道

的甚少，甚至连父亲去哪里上学
都有不同的版本。一种说法是父
亲在商河县城上的，就读的是当
时的商河县师范讲习所，另一种
说法是在惠民县城上的，就读的
是当时的惠民简易乡师。由于父
亲和王权五先生是同学，所以我
猜想应该是在商河县城上的。

父亲外出求学后，村里人认
为变化最大的就是父亲，总是说
些“大家都听不太懂的话”。父
亲外出求学的时候不足20岁，
正值青春年少，再加上局势动
荡，父亲开始接受了新的思想，
因为村里的人常听他说要“民
主”，让村里的人勇敢，要和地
主保持距离等等。

母亲听奶奶说过，父亲上学
时，回家后总是喜欢一个人待在
屋子里看书，还常说：“娘，你看
着吧，中国早晚要变天。”奶奶总
是批评他说：“你这孩子读书读
傻了吧。”爷爷奶奶都是老老实
实的农村人，本不指望父亲干啥
大事，只是希望父亲读完书回
来早点结婚。父亲总是推说：

“好男儿得救国才成家。”以至
于父亲和母亲结婚的时候都二
十多岁了，在当时的农村，这绝
对属于“晚婚”。

在家乡教书期间
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1937年“卢沟桥事变”，战争
迫在眉睫。当时的父亲早已经回
到了冯集，开始了教书生涯。听
父亲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提起，
父亲讲课时并不是一个严厉的
人，都是笑着讲解，也不生气。父
亲和学生们说得最多的就是：

“你们要好好学习，咱农村小孩
能学习不容易。”

1938年前后，父亲开始从
事地下抗日活动。乡亲们说父
亲总是晚上和同学们商量事
情。当时和父亲商量事情的有
王权五先生和左存舟先生。后
来有幸见到王权五先生，他还

和我提起过，父亲当时和他们
晚上在一起商量怎样抗日。父
亲利用教书之便，给大家宣传
抗日救国思想。

据说当时父亲已经发展成
了当地的一个小的领导人，他组
织了包括学生家长、学生、老师
在内的十几个人的队伍，他们主
要的任务就是宣传抗日思想，为
其他党的成员传递消息，掩护当
时比较薄弱的党支部。父亲当时
并没能加入共产党，父亲加入共
产党是1945年5月的事情了。

被日军逮捕遭拷打
后被组织营救出狱

据村里人回忆，1943年左
右，有一次日本军队来村里找
人，点名要带走父亲。父亲当时
并不知道自己抗日身份暴露，尽
管他当时还没有正式入党。鬼子
扬言“如果不交出父亲，就把村
子给烧光”。没办法，父亲被敌人
带走了，也有人说父亲被带走是
当时的汉奸告的密。

一个曾经参加过营救父亲
的老人回忆，父亲在监狱里吃尽
了苦头，被鞭打，被吊在井里，被
用火钳烤。也许是父亲命大，在
敌人严刑拷打一个月后，父亲竟
然还没有死。村里的人和当时的
党支部、地下工作者以及父亲的
同学们积极想办法营救父亲。

母亲当时和父亲刚刚结婚，
急得一个劲和奶奶哭，爷爷也四
处找人救父亲。后来，关押父亲
的地方有个厨师和父亲的一个
同学是老乡，通过这个厨师与
抗日小分队里应外合，终于救
出了父亲。

在家养伤半年后
离家外出干革命

经过敌人的折磨，父亲的
身体已经不像样子。据母亲说，
父亲回家的时候，浑身都是血，
被血液沾染过的衣服贴在身

上，母亲一点一点给他剪下来，
边给他擦边哭，父亲却笑着说：

“能活着就不错了。”
听母亲说，当时为了给父亲

养伤，家里的鸡蛋都给父亲吃
了，还宰了两只老母鸡。村里很
多人都把家里的鸡蛋、白面送
来。那时的农村，估计白面、鸡蛋
就是家里最值钱的食材了。

我母亲是邻村房家人，比父
亲大3岁，是位地地道道的农村
妇女，一心就想着好好照顾她的
丈夫。而父亲也很少和母亲说起
他到底在干什么事情，父亲养伤
时和母亲说得最多的，就是让母
亲告诉他现在外面发生了什么
事情。

父亲的伤养了半年，身体养
好后的一天晚上，父亲和母亲进
行了一次谈话。据母亲回忆，他
们的谈话内容是父亲想要离家
出走。父亲说自己的命是捡回来
的，大家为了救他费了不少力
气，他想离开家，去抗战一线。母
亲没有阻拦他，帮他整理了包
袱，将父亲结婚时做的那两套
新衣服给他包好送他走，也没
有告诉他当时已经怀孕。

我曾经问过母亲，为什么
不告诉父亲已经怀孕。母亲回
答说：“我不能耽误你爹，他不
适合在家里，他在家的时候总
是担心外面的局势，他是不开
心的。”

不幸被敌人杀害
从未见过女儿面

父亲离家后，一次都没有回
来过，也没有见过我。父亲的烈
士证上没有具体入党时间，至于
介绍人是谁，怎样入的党我也一
直没有弄明白。父亲是个文化
人，去了商河后，很快就成了秘
书，听去过县城的人说，父亲去
延安学习了。再加上我出生没多
久，家里喜事临门，殊不知有个
更大的噩耗即将传来。

父亲是1946年1月份在商河

县殷巷镇刚家村被杀害的，父亲
中枪牺牲的消息当时没有及时
告诉家里，隔了差不多一年的时
间才传到家里。家里的一个堂哥
和父亲的一个同事聊天，才知道
父亲已经中枪牺牲，这时我才1
岁左右，母亲也才32岁。

在村里人的帮助下，父亲的
骨灰被运到家里。当时批斗地
主，据说商河最大地主的母亲的
棺材被拉来给了父亲。父亲的同
事和很多革命者想要给父亲立
碑，被爷爷拒绝了。谈及原因，可
能是当时的思想比较落后，爷爷
怕敌人来骚扰。全家人除了伤痛
外，最大的遗憾就是父亲从未见
过我一面。

家人继承烈士遗志
祖孙三代都是党员

父亲死后没多久，爷爷在伤
心中去世了，母亲并没有改嫁，
一直守着我和奶奶。直到1986
年，母亲中风去世。我问过母亲
为什么没有改嫁，母亲说：“你
爹替大家死了，我就替他看着
咱家。”村里的人对于母亲的评
价就是：“脾气好，肯受累，这辈
子也不容易。”

母亲老了的时候，曾经说
这辈子的遗憾就是父亲没能见
我一面，这也是我的遗憾。关于
父亲的任何说法都是我听来
的，我有时也希望父亲能活着
亲自讲一讲那段属于他的历
史。

长大后，我觉得能和父亲沟
通就是争取早日入党，那样我会
离父亲更近一步，我是烈士的子
女，同样我也是和父亲一样的党
员。1970年，我努力加入中国共
产党，成为村里的妇女主任，像
父亲宣传抗日一样宣传党的政
策。再后来，我的儿子、儿媳和孙
女也都成为了党员，我们一家三
代都成了党员，加上父亲，我们
都是党员。那一刻，我觉得父亲
如果活着也会高兴的。

编者按：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1年。八年抗战岁月，在商河大地上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烈士，他们用
鲜血实现了自己报国的诺言，他们的故事依然充满力量。在回忆历史回想过往的时候，我们用敬仰和感谢纪念他们！

说来也奇怪，我从生下来
就没有见过父亲，关于父亲的
任何只言片语的零星记忆，都
是从母亲和乡亲们的口中听说
的。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事
情就是伏在母亲的膝头听她一
遍遍讲父亲短暂的革命生涯。母
亲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在你
父亲眼里，革命解放最重要，可
惜他没看到现在的好生活。”如
今，年纪大了，我最喜欢的事就
是给孩子们一遍遍讲父亲的故
事，我想告诉他们，这就是我的
父亲冯辉元，一个为了革命解
放献出生命的共产党战士。

看看父亲的烈士证，成了冯清

举纪念父亲的主要方式。 冯辉元烈士的烈士证明书。

■勿忘历史·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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