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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丛书莹 本报通讯员 万素文

草泊村，位于高密城区西南，这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子，
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随着一个人永远地载入史册。这个
人，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一个视土地为生命的农民，他就是
穴居山洞十三年的刘连仁。

“穴居山洞十三载，誓死反对法西斯”，刘连仁作为一
个历史见证人，他经历过生命的高峰与低谷，最后在极限中
突破，就像蚕破茧而出一样完成了生命的升华。在高密市档
案局，关于刘连仁的相关历史资料有厚厚一摞，而让大家感
触最深的还是他十三年的野人生活。

刘刘刘连连连仁仁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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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尝苦难却依然乐观

轻 轻 翻 阅 《 野 人 刘 连
仁》一书，刘连仁坎坷的一
生跃然纸面，十三年穴居山
洞，誓死对日讨取公道，忠
厚善良却遭遇变故，自从被
日本人抓的那一刻，一种恐
惧、愤怒、思念始终撞击着
刘 连 仁 这 颗 忠 厚 善 良 的 心
灵 ， 一 个 靠 种 田 为 生 的 汉
子，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
略，面对刺刀和绳索，怎么
不恐惧和愤怒。自从被抓，
没有见到自己的亲人，从此
自己的父母双亲和弟妹怎样
生活，自己的妻子快要临产
了，遭到这种变故孩子不知
是否保住，什么时候回来，
这一切的一切让当时的刘连
仁柔肠寸断，痛不欲生。但
是为了能回国和家人团聚，
他从痛不欲生变得顽强，与
日本人抗争，与生命抗争。

感动于他的坚强不屈，
在日本鬼子的刺刀底下，挨
饿受冻、挨打挨骂、担惊害
怕，被打死、饿死、冻死、
病死的人很多，活下来的一

个个容颜消瘦、双目无光、
全身无力、双腿发软，但是
坚强的刘连仁熬过来了。

经历苦难的刘连仁并没
有放弃生活的希望，高密市
档案局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之前的老领导曾在刘连仁生
前去他家里看望过老人，刘
连 仁 家 一 排 四 间 红 砖 红 瓦
房，院内很干净，院里养着
几头猪和几只鸡，生活平淡
而 祥 和 。 据 老 领 导 讲 述 ，
2 0 0 0 年的刘连仁老人热情大
方，虽已是耄耋之年，却腰
板挺直，脸膛红润，精神矍
烁。真想不到，这位九死一
生饱尝人间苦难的老人，身
体和精神会这样好。

在 2 0 0 0 年拍摄的照片里
不难发现，刘连仁老人身材
高大瘦削，面容慈祥可亲，
和街头晒太阳的庄户老汉没
什么两样，如果没有查阅关
于他的故事，真感觉不出他
这一生有这样悲惨曲折、震
撼人心的遭遇。

悲惨没有磨灭他生活的
希望，但是为了争公道，刘
连仁开始了对日本政府的诉
讼。刘连仁儿子刘焕新说，
父亲非常乐观，而且多次向

不认罪不赔偿的日本政府提
起诉讼，临终对他说：“我
死后你一定要把和日本的官
司打下去…不能亲眼看到胜
诉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我
死不瞑目。”

刘焕新说，当初打官司
的时候非常艰苦，困难太多
了，最大的问题是钱，但是
人有三气：志气、骨气和勇
气，尤其面对日本人，中国
人更有责任坚持下去。这场
官 司 也 是 老 人 ( 刘 连 仁 ) 的 遗
愿，他一定要坚持下去。孩
子们也表过态了，会继续坚
持的。最后终于打赢官司，
也圆了父亲的遗愿，他感到
非常高兴。

十三年的野人生活

饥饿、疾病、严寒、孤
独…………在寒冷的北海道，刘
连仁待了十三年，设想一下
换做一般人，想必连半个月
都坚持不下来，就已经冻死
在冰天雪地里。

当然这些艰苦的条件无
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刘连仁，
但是他思念自己的祖国和亲
人，痛恨日本鬼子，坚定了
活下去的信心。就这样，他
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苦难，穴
居山野十三年，创造了人类
生命的奇迹。

自从被抓的那一刻，刘
连仁就用逃跑来抗争压迫，
一次次的逃跑，一次次的失
败，但是回到祖国怀抱，与
亲人团聚的美好愿望促使他
逃 出 虎 口 的 信 念 越 来 越 坚
定，在刺刀和皮鞭下，刘连
仁选择逃跑是最现实的。

逃跑、被抓、受苦刑，
像这样的经历刘连仁经受了
许多次。直到 1 9 4 5年 7月的一
天夜里，星月无光，伸手不
见五指， 9点钟刚过，工人们
刚睡下，刘连仁决定再次逃
跑 ， 他 提 醒 自 己 ： 不 要 心
慌，要沉住气。他装着上茅
房的样子，从容地走出宿舍
下了楼，转到大院门口，大
门 刚 好 没 上 锁 ， 一 拉 就 开
了，门前也没有人，看门的日
本人正在门旁的小屋里喝酒打
牌。刘连仁把鞋脱下，提在手
里，一步步地往门外挨，腿抖
心跳，紧张的气都闭住了。

等到他跨出大门，走出了
这座吃人的大火坑、活地狱，
他还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跑
得太顺利了，惊喜之余，他没
功夫多想，把心一横，放开大
步，在黑夜里向前奔，没有方
向，没有目的地，一个劲的向
前跑。就这样，逃出了虎口，
躲进了北海道的深山老林，从
此刘连仁变成了穴居山野，茹
毛饮血的野人。

夏天，风餐露宿，困了就
在草地上树底下打个盹，不敢
睡久。饿了他用野韭菜、山蘑
菇、野果子充饥，没多久他便
拉肚子、肿腿，食物中毒。他
就晚上到山下找土豆、豌豆、
海带、大米等食物充饥。在山
下的小窝棚里，他找到了一把
铁镐、一把铁壶、一盒火柴。
刘连仁用这些食物和工具来维
持生命，吃饭经常上顿不接下
顿，找不到食物就挨饿，吃一
顿熟饭就是最幸福的。

北海道的气候冬长夏短，
六月里雪才化净，九月里又下
起来，冬季漫长而寒冷，刘连
仁身上只穿着单军衣，又薄又
破，无法抵抗严寒，刘连仁就
在山上打洞，在雪洞中冬眠熬
过漫长而寒冷的冬季。冬季储
存的食物少，就一天吃一顿
饭，几天吃一顿饭。害怕被人
抓住，夏天，昼伏夜出，一天
换一个地方，冬季，一年换一
个山洞。

不幸的是，他的足迹被人
发现，又在此被日本人抓走，
从此野人生涯宣告结束。1958

年 1月底的一天，刘连仁正待
在洞里，大雪把洞口几乎封
住，只留下很小的一个小口
子。他突然听到脚步声，吓了
一跳，怎么这样大的雪天还有
人。说时迟，那时快，就听
“扑通”一声，雪洞上端塌下
来，一个人的脚伸了进来，这
只脚在洞里四面打探，没碰着
东西，把脚缩上去。过了一
回，那人慢慢地走远了。刘连
仁想，肯定被人发现了，与其
在洞里等死，不如冒死逃跑。
他爬出洞来，鹅毛般的雪花刮
在脸上 象 刀 割 一 样 ， 他 的 腿
在山洞里憋了一冬，已几乎
不 会 走 路 ， 再 加 上 风 大 雪
大，更走不动。为了活命，
他拼命的跑，就这样在雪地
里 熬 了 十 多 天 ， 手 脚 被 冻
裂，全身骨头疼痛难忍，饿
得要命，没有办法他又回到
洞里。来的人是日本的一名
猎户，过了十几天，猎户又
发现了脚印，便领着两名警
察来到了洞口，向天鸣枪，向
洞里喊话，没敢进洞，而是在
洞口的不远处守候。刘连仁在
洞里没敢出声，等他们走后，
又一次逃出洞来，但是没走多
远就被人抓住了。

笑着回国

却未能看到胜诉那一天

刘 连 仁 哭 着 被 掳 到 日
本，笑着回到了祖国。 1 9 5 8

年 4月 1 5日，刘连仁乘坐日本
轮船“白山丸”号，回到了
日思夜想、离别十四年的祖
国。在天津塘沽码头，刘连
仁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欢
迎仪式上，有中国红十字会

的负责人、天津市政府的首
长、各界代表和数以千计的
群众，更使他没有想到的是
还有他的妻子、弟弟、和没
见过面的孩子。

从天津到济南又到高密
老家，刘连仁看到了祖国的
欣欣向荣，受到了党和政府
及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感
到了祖国人民和家人的亲切
关怀，激动兴奋的心情无一
言表。刘连仁刚回祖国时，
从日本带回来的是不堪回首
的苦难经历、难以愈合的精
神创伤和一身病痛。在祖国
的怀抱里，是党、是政府、
是家乡的亲人让他精心治病
养身，为他修缮房舍，使刘
连 仁 又 过 上 了 正 常 人 的 生
活。

回乡后他积极参加农业
生产，还在村里要了一块责
任田，他每天早起晚睡，在
田里种上了大蒜、大葱、黄
瓜、扁豆之类的蔬菜。刘连
仁和子女生活在一起，在这
个 三 辈 九 口 人 的 幸 福 家 庭
里，刘连仁老人笑语盈盈，
闲暇时，与孙辈嘻笑逗闹，
共享天伦之乐。

高密市档案局工作人员
介绍说，刘连仁头部右上边
有一条手指长的伤疤，刘连
仁说，这是在高密火车站逃
跑时被日本兵开枪打的，那
颗子弹要是再朝下一点，他
早就不在人世了……所以刘
连 仁 在 享 受 团 圆 之 乐 的 同
时，没有忘记声讨日本军国
主义的罪行，为受苦的百姓
讨公道。

高密市档案局工作人员
称，刘连仁的十余年苦难生
活，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违反
国际法，残害中国人民的活生
生的罪证，是一部用血和泪写
成的控诉书。刘连仁罕见的苦
难经历在中日两国及世界爱
好和平的人们当中引起轰动。
生 前 ，他 到 省内外 做 报 告 达
1 8 0 0余场次，使数 1 0万人受到
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先后 6

次出访日本，向日本人民揭露
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为讨回公道，1 9 9 6年3月，
在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日本友
人的帮助下，刘连仁向仍然不
认罪不赔偿的日本政府提起
诉讼，并3次赴日上法庭陈述。
2 0 0 1年7月1 2日，刘连仁胜诉，
被告日本政府被判赔偿 2 0 0 0

万日元。但随后，日本政府不
服判决，提出上诉。2 0 0 5年6月
2 3日，东京高等法院下达二审
判决，以国家无大责等理由宣
判原告败诉，驳回赔偿要求。

2 0 0 0年 9月 2日，刘连仁因
癌复发医治无效去世，享年8 7

岁。
(高密市档案局对此文亦有贡
献 )

刘连仁老人。
被人发现，刘连
仁 的 野 人 生 活 结
束。

刘刘连连仁仁老老人人在在日日本本友友人人陪陪同同下下回回顾顾往往事事。。

今日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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