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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没打跑，
是生是死我都不回家”
93岁抗日老兵张景秋讲述传奇经历
文/片 本报记者 杨林

1920年12月，张景秋出生
于黑龙江省依兰县后刁翎村
的一户长工家中，她上面还
有三个哥哥。由于父亲是地
主家的长工，张景秋一家都
住在地主家里。童年的张景
秋记得最深的就是地主家少
爷的打骂。4岁那年，母亲因
病离她而去。

“九一八”事变后，张景秋

所在的村子也遭日军扫荡。“日
本人走了以后，村里房子也没
了，乡亲父老也被杀光了。”张
景秋至今对日军的暴行记忆
犹新。那一年，张景秋11岁。

1936年，张景秋去找哥哥，
正好碰见了路过后刁翎村的
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当时
看到抗联的士兵扛着机枪，唱
着抗日歌曲，感觉自己终于找

到了实现理想的地方。”张景
秋找到第四军的负责人，表示
自己想要参军，但被告知“不
要女兵”。正当张景秋失望至
极时，抗日联军第五军随后也
路过后刁翎村。

“我找到了第五军的军
长柴世荣，当时妇女团正缺
人。”张景秋说，自己被分到
了抗日联军第五军妇女团，

为前线的战士做衣服，“当时
进队伍的全是十八九的小

、小伙”。可谁知，这一次张
景秋没告诉家里人也没有收
拾东西就跟队伍走了，找不
到女儿的父亲顺着老乡指的
方向追上了第五军，苦劝女
儿回家。“鬼子没打跑，不管
是生是死我都不回家。”张景
秋斩钉截铁地告诉父亲。

入伍没多久，抗日联军第
五军的军部就遭到日军破坏。

“当时第五军有自己的兵工厂、
印刷厂和医院，白求恩还曾任
医院院长。”张景秋说，军部被
破坏后，妇女团的不少女战士
被下放到连队进行战斗，自己
仍继续留在妇女团。在一次战
斗中，她的战友，八位妇女团的
战士为了掩护大部队引开敌
人，弹尽粮绝后投水自尽，这也
就是闻名于世的“八女投江”的
故事。“当时去参加革命的都是
十八九的孩子，有的都不知道
名字，死在原始森林里也没人

收尸。”说到死去的战友，张景
秋老泪纵横。

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
滨》中，曾有一场发生于1938年
的“苇子沟战斗”，描写的正是
张景秋所在第五军的真实战
斗。当时，第五军从村民口中得
知，有10辆日本军车要去封锁
村庄。战士们在日军必经的一
个山谷里，选了两个山头设卡。

“汽车一进入包围圈就开打，一
直打到天黑，10辆汽车没有几
辆能回去。”张景秋说，当晚部
队直接在山里宿营，“一个姓张
的排长站岗时，还被残存的日

军开枪打死了，当时张排长结
婚才三天。”

“合适了就和鬼子打一
仗，不合适就跑。”在东北原
始森林中，战士们常被日军
追赶。日军经常把几个屯子
的人归在一起，周围挖上壕
沟，切断村民与抗联的联系，
导致抗联战士的给养出现困
难，“天天吃野菜还没有盐”。

一次，军长柴世荣下令下
午3点搜山，防止有埋伏的日军
半夜偷袭。搜完山的张景秋刚
支上锅做饭，日军就上来了。

“发红的子弹就打在身边，我跟

着机枪手蔡班长那一路突围。”
张景秋回忆，当时足足在山里
跑了一天，“身边有人捂着打出
来的肠子没命地跑”，最后清点
少了80多位战友。当晚张景秋
就用身上剩下的小米给战友
熬了点粥。

比起惨烈的战斗，东北
寒冷的深夜也给张景秋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冬天的晚上
就砍一些两米多长的树枝铺
在地上，睡觉就在上面。”张
景秋说，自己经常晚上被冻
醒，醒来的时候就在树林里
蹦一蹦取暖。

1942年6月，张景秋等30

名战士跟随抗联第五军政
委季青护送两名伤员去苏
联海参崴治疗休养，她被安
排在苏联第三国营农场打
扫牛棚。

苏联当时正在进行卫国
战争，经济困难，张景秋曾把
自己一个月的工资捐给了苏
联政府，为此得了“斯大林奖

章”。一天，组织派人接30多位
中国战士回国。因为和一名女
战士去了另一个农场，张景秋
错过了回国的火车。她们在苏
联一留就是13年。

1955年9月25日，张景秋回
到北京，被安排在北京担任俄
语翻译。“当时正值困难时期，
我还能每月拿固定工资，不忍
心给国家添负担。”张景秋说，

自己向组织要求要回地方自
食其力，经过中侨委联系，来
到了青岛华光村。

当时华光村开辟了60亩
地用来种菜，接纳的大都是
抗美援朝归来的战士。张景
秋一直在华侨农场从事农业
生产，1964年4月起在华光村
担任妇女主任直到退休。

“当妇女主任的时候，看

到村里的垃圾箱苍蝇多，她
还自己拿着敌敌畏去喷。”张
景秋的儿媳说，现在张景秋
每天都会去楼下转转，看到
保安的帽徽还会问“现在部
队的帽徽是啥样”。去年，儿
子带着张景秋去刚开通的胶
州湾大桥走了一趟，老人激
动地站在大桥上伸出大拇指
说：“中国了不起！”

入伍 为把鬼子赶出家乡 16岁加入抗联五军

战斗 森林里与日寇周旋 悲伤见证八女投江

归宿 曾获斯大林奖章 自食其力奔青岛

目睹日军暴行，16岁毅然参军，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东北的6年游击战，与日

军在原始森林里周旋，见证了“八女投江”的惨烈；国家建设如火如荼的1955年，

放弃国家安排的工作，来到青岛参加建设……20日，生活在青岛的抗战老

兵——— 93岁的张景秋讲述了她跌宕起伏的一生。

93岁的东北抗日联军老兵张景秋。

游泳馆里，当起水上孩子王
大学生暑假兼职教游泳，突发事件应对自如

本报8月20日讯 (记者
李晓闻 实习生 王迪) 一
边教小孩子学游泳、一边当
救生员，今年暑假，青岛大学
师范学院体育系大二学生王
磊做起了游泳教练，不仅学
会了如何帮小朋友克服各种
心理障碍，对各种突发事件
也能应对自如，学员家长都
对这位小教练赞不绝口。

14日，在即墨银浪水上运
动学校游泳馆，记者见到王磊
时，他正站在泳池旁为一个女
大学生纠正游泳动作。“你把右
手放在左手下面，这样就能减
少在水中的阻力。双臂夹住耳
朵，游泳时身体略微绷紧一

些。”王磊一边对女生说着动作
要领，一边做出示范，讲完后还
不忘让女生再游一遍。王磊从6

岁开始学习游泳，大二时又主
修了游泳课程，既有专业知识
又有实战经验，暑假兼职教游
泳，这份工作对王磊来说可谓
轻车熟路。在游泳馆，他不仅教
学员学习蛙泳，还负责游泳馆
的安全工作。

刚开始教课，王磊就碰上
了难题。一个叫雷雷的5岁小男
孩非常怕水，一到水边就哇哇
大哭。“没事，过几天就好了。”
王磊一边安慰雷雷的妈妈，一
边陪着雷雷说话。一天，两天，
三天过去了，雷雷渐渐和王磊

熟悉起来，王磊就让雷雷坐在
水池边，陪他一起用脚拍打着
水面。水花蹦得老高，雷雷开始
兴奋起来，越玩越高兴。

“咱们下水吧，我抱着
你，没事。”到了第四天，王磊
鼓励雷雷说。开始时，小男孩
还是一个劲地说害怕，最后
王磊抱着他走到了浅水区，
趁雷雷不注意时悄悄松了
手，雷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在水中扑腾了几下，既没哭
也没闹。王磊便领着他在浅
水区走了一节课。第五天，王
磊开始正式教雷雷游泳，先
在游泳池边练习动作，再教
水中呼吸、单腿滑行。

“现在他已经可以在1 . 5

米深的水里游四五米远啦！
我让他练什么动作，他总是
很认真，和刚来时完全变了
个样。”王磊自豪地说。

突发情况也时常会遇
到，比如正在游泳的孩子突
然腿脚抽筋等等。不过，这种
情况王磊早就能够应对自如
了。他说，暑假里来学游泳大
多是孩子，有的孩子比较爱
闹，直接就往水里跳，有的孩
子喜欢仰着脑袋倒向水里，
有的直接在水里打闹起来。
不过一般情况下，只要王磊
一吹哨子，孩子们就会安静
下来。

张景秋获得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奖章。

王磊在游泳馆教学员练习游泳动作。 李晓闻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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