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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侠与高密任家庄的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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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电影《铁
道游击队》，想必
大 家 早 已 耳 熟 能
详。而对于其作者
刘知侠或许大家知
之 甚 少 ， 翻 阅 历
史，在上世纪6 0年
代 任 省 文 联 主 席
时，刘知侠曾下乡
到高密搞社教。期
间，刘知侠与高密任
家庄的群众结下了
感人至深的不了情，
至今在当地依然流

传着有关他的佳话。如今刘知侠走了，但任家庄的父
老乡亲没有忘记他，仍在怀念他，他永远活在任家庄
父老乡亲的心中。直到现在，只要你来到任家庄，许
多乡亲就会告诉你一些有关刘知侠的故事……

小村庄来了大作家

19日，记者一行来到地处高
密市东南角 ,胶河东岸 ,紧邻胶济
铁路的任家庄村。刚一进入村
头，一块黑底红字的村碑便映入
眼帘，“任家庄”三个大字显得格
外耀眼。沿着平坦的水泥硬化
路，缓缓进村，房屋整齐划一，绿
树成荫。伴随着阵阵微风的吹
来，混杂着特有的乡村泥土气息
沁入心脾，让人精神显得格外振
奋清爽。

在高密市档案局工作人员
的引领介绍下，眼前的一幕仿佛
又回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1965年10月，高密县被山东
省委确定为“四清”运动重点县，
刘知侠被派到高密小任家庄大
队驻点。刘知侠和工作队员们进
村的那一天 ,乡亲们不约而同地
涌向村头 ,争先恐后地想一睹大
作家的风采。刘知侠同陪同他一
起进村的公社干部们见到迎接
自己的乡亲们 ,一面与乡亲们热
情地打着招呼 ,一面在大队干部
的帮助下安顿下来。与刘知侠乍
一见面的乡亲们无不咄咄称奇 ,

议论纷纷 :到底是大干部 ,有“官
相”,身材高大魁梧、面额宽阔、浓
眉大眼。

很快 ,乡亲们发现 ,这位很有

“官相”的大作家、大干部不但没
有什么官架子 ,而且是那样的朴
实和平易近人。待人热情、处事
公道、幽默风趣的刘知侠，很快
就受到了全村父老乡亲的认可
和信赖，大家有事无事都愿意朝
他跟前凑，跟他说道说道。他居
住的那间简陋的小厢房经常人
满为患。

刘知侠和驻任家庄的“四
清”工作队员进村后，进家入户，
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组织贫下
中农队伍，听取社员对生产队干
部的意见和反映，查找大队干部
生产、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动员
干部放下思想包袱，尽快解脱过
关。

白天，他和社员们同吃同住
同劳动，夜晚则走东家、串西家，
征求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对社员
群众反映的问题，他不偏听偏
信，找到有关人员一件件查证落
实，对确有其事的立即予以解
决；对事出有因的一些矛盾和误
解，则耐心地予以解释说明；对
确有缺点和问题的干部，他也不
无原则地上纲上线，只是实事求
是地予以指出，既解除了生产队
大、小干部怕挨批挨整的恐慌情
绪，又心悦诚服地解决了生产队
干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在生活上，刘知侠和驻村的
“四清”工作队队员们，坚持到社
员们家中吃派饭，并一直嘱咐和

要求派饭的农户平时吃什么就
做什么，不准做两样的。有些社
员感到过意不去，见他执意如
此，也不好搏了他的意，粗茶淡
饭，刘知侠吃得津津有味。为便
于同社员们接触和联系，他还谢
绝了村里为他安排的住处，独自
一人搬到老贫农张新茂家一间
四面透风的厢房里住下来。

闲暇之余，他不是在那间四
面透风的卧室兼办公室的厢房
里同乡亲谈天说地，就是坐在老
贫农、老党员的炕头上一边抽着
自卷的旱烟，一边听他们讲村
史，讲家史，东家长，西家短，小
儿斗口，姑嫂勃谿，逸闻趣事，说
到开心处，无不开心大笑。任家
庄的村民说，刘知侠是领导，但
更是他们的朋友。

自掏腰包带领村民致富

任家庄100多户人家，虽然
户户都能勉强吃上饭，不饿肚
子，但到年底分配时，大家辛苦
一年劳力多的户才能分到一百
多元钱，大部分只能分到几十元
钱，还有很多户连一分钱也分不
到。农村的贫穷现状和社员们的
拮据生活，经常使刘知侠眉头紧
锁，坐立不安，彻夜难眠。他决心
要为改变任家庄父老乡亲们的
贫穷面貌和贫困生活做点什么。

刘知侠经过考察决定上一
个织麻袋的副业项目，但新的困
难和问题又出现了，办麻袋厂需
要购置一些纺织设备和垫底资
金，钱从哪里来？当时的生产队
基本没有剩余资金，上级发放的
生产贷款连维持简单的生产再
生产都很紧张，到哪里去弄钱搞
副业呢？刘知侠毅然决定办麻袋
厂的垫底资金由他解决，他返回
济南家中，将此事告诉了他的妻
子刘苏，刘苏对刘知侠的做法非
常支持，立即从刘知侠多年积存
的稿费中拿出5000元，让刘知侠
带回交给村里使用，这样，经过
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任家庄第
一个队办集体副业项目就顺利
开工了。开工那天，全村的男
女老少无不兴高采烈，他们从
这个项目上看到了改变贫穷面
貌，过上美好生活的希望。

刘知侠帮村里办起麻袋厂
后，又把目光投向了田野。他
发现村东北角靠近铁路的地方
有一片荒地，因不便耕种，荒
废多年。刘知侠询问大队干
部。这么一大片土地，既然不
适宜种植粮棉，何不改成林
地，种上树木，几年后也是一
笔不小的收入。大队干部告诉
他，村里几年前就有把这块地
改成林地的打算，但因无钱购
置树苗，年年打算，年年落
空。刘知侠得知这一情况后，
又立即拿出500元钱交给村里，
让村里购置了2000多棵优质杨树
苗，并同社员们一起栽植好。
刘知侠为村里办的好事，使任
家庄的父老乡亲深感动不已，
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认
为他们遇到了“贵人”，逢人
便说省里给他们派来了一位好
干部，老八路。

落入困境牵动村民心

1966年离开任家庄回到省城
的刘知侠却遭到批判，任家庄
的父老乡亲全被惊呆了，他们
不相信这样一位好人会成为罪
人，乡亲们的心被提到嗓子
眼，他们祈盼着这场运动尽快
结束，刘知侠尽快逃过这一劫
难。

一天，刘知侠从监禁他的
楼房里逃出了，因刘知侠曾在

任家庄驻过点，因此任家庄也
成了搜捕刘知侠的重要目标。
一大群从省城来的红卫兵涌到
任家庄，拿着造反组织签发的
通缉令来抓捕刘知侠，听说刘
知侠的遭遇后，任家庄的乡亲
们既为刘知侠的处境捏一把
汗，又为刘知侠的顺利出逃松
了一口气。

在与刘知侠失去联系的日
子里，任家庄的乡亲们无时无
刻不在牵挂着刘知侠，千方百
计地打听有关他的消息和下
落，1971年，他们才打听到了刘
知侠被下放到泗水县茶厂劳动
的确切消息，大家一致决定去
看望走访仍在劫难中的恩人。

1971年腊月二十七日，已担
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任怀臣和
大队长侯希代带着生产队特意
宰杀的半匹猪肉、麻袋厂积累
的5000元钱以及乡亲们精心准备
的花生、馒头、年糕，带着乡
亲们的嘱托和深情厚意，登上
了去看望刘知侠的火车。到济
南后任怀臣和侯希代两人辗转
打听，直到第二天傍晚才在好
心人的指点下找到刘知侠的
家。

任怀臣发现劫难和厄运虽
然给刘知侠留下了累累伤痕和
岁月沧桑，并且仍处困境之
中，但屈辱和苦难没有消靡掉
他的意志，他还是那样自信，
那样的乐观，他还是那样地感
谢和挂牵他战斗和生活过地方
的人民，还是那样地相信人
民，相信党。他几乎还能叫出
任家庄全村每个社员的名字，
熟悉每一个社员的家庭情况。
他反复属咐任怀臣要想方设法
搞好生产，让群众吃饱饭。

村民得知刘知侠安全的消
息后，终于松了一口气，得知
他还记挂着村里的每个人，很
多人落下了感动的泪水。

重回任家村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
刘知侠终于结束了流离颠沛的
生活，从下放劳动的泗水农村
回到了省城济南。不久，又恢
复了他被剥夺了十年的写作权
利。

任家庄的父老乡亲听到刘
知侠重新复出的消息后，心里
十分高兴，他们一致要求支部
书记任怀臣立即前往济南看望
刘知侠，并请他回任家庄看一
看，让任怀臣转告刘知侠，任
家庄的乡亲们想念他。

得知村民的思念，刘知侠
一直想回去再看看乡亲们。1979

年，刘知侠有机会重新回到阔
别十几年的任家庄，看望他日
思夜念的乡亲们。回到任家庄
的刘知侠就象外出多年的游子
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显得非常
激动和兴奋。他走东家，串西家，
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尽的

情。
他在老房东的炕头上一坐

就是大半夜，同乡亲们叙亲情，
啦家长，谈生产，谈笑风生。乡亲
们带他去看他当年为乡亲们买
树苗栽植的杨树林，当年的草荒
地现在变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
大树林，带他去看他垫资办起的
麻袋厂，麻袋厂的生产十分红
火。乡亲们告诉他，村里几次碰
到困难，但一直没舍得卖他带领
乡亲们植下的树，凭着村里的麻
袋厂，全村的经济收入比周围村
高出一大截。

刘知侠被眼前的一切，被任
家庄父老乡亲们的纯朴感情感
动着，兴奋着，他把这里当成了
家，当成了心灵的故乡。从此，他
一有机会，就会回到任家庄走一
走，看一看，与乡亲们相聚一番。
特别是1986年他主动辞去省文联
主席的领导职务，定居青岛专心
写作后，他来得更勤了。他来到
乡亲们中间，一方面亲身感受党
的政策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
一方面静下心来收集和丰富自
己的创作素材。

他的每次到来，总能给乡亲
们带来一些新的惊喜。期间，他
创作出版了《沂蒙飞虎》和《芳林
嫂》两部小说，他告诉乡亲们他
为写好这两部小说，如何到当年
铁道游击队活动的枣庄、微山湖
一带故地重游，走遍了当年战斗
地方的山山水水，走访了至今仍
然健在的老铁道游击队的队员
们；他还告诉乡亲们他的生死之
交、“芳林嫂”原型人物刘桂清如
何在病危弥留之际三天三夜未
合眼，直到得到消息从外地赶回
的刘知侠来到她的床前，在刘知
侠亲手喂她吃了几口稀饭之后，
才面带微笑，安详地闭上了眼
睛。

他还多次表示，他将来有机
会，他要写一写任家庄，把任家
庄父老乡亲对他的情谊写进他
的作品中。

谁知，这竟成了他未了的心
愿。1991年9月3日，刘知侠在青岛
市政协召开的老干部座谈会上
发言时，猝然倒下，一颗文坛巨
星就此陨落。

（高密市档案局对此文亦有贡
献）

整齐划一的房屋和平坦的水泥硬化路。

《《铁铁道道游游击击队队》》作作者者刘刘知知侠侠。。

中中华华之之魂魂丛丛书书《《铁铁道道游游击击队队》》。。

矗立在村头的村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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