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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尚坡，1929年出生，济南市商河县韩庙镇胡营村人。自幼孤儿的他，12岁便参军抗日，在医院看护伤员。年纪稍
大，李尚坡便跟随部队在历城一带的敌后战场进行抗日。面对日本人的快速部队，李尚坡虽然使用的是“小米加步
枪”，但丝毫不存畏惧。谈起当年的抗战经历，李尚坡称自己很感谢行军包里的棉被，帮他挡了鬼子的五颗子弹。

被被褥褥包包替替我我挡挡了了五五颗颗子子弹弹
口述人：李尚坡 记录人：本报记者 王杰 李云云

采访时，记者发现，李
尚坡老人身体硬朗，走起
路来稳健有力。86岁的年
纪，再加上肺部疾病，老人
的语速有点慢，但当谈到
抗战的事情时，老人语速
突然加快，时不时还添加
点动作。

老人的儿媳妇说：“和
别人说起那些战争的事情
时，我父亲可带劲了。”在
回忆自己的当兵生涯时，
李尚坡老人已忘记了很多
具体时间、地点，每当这
时，他总是摸摸头，懊恼地
说：“这咋想不起来呢？看
来真的老了。”

采访结束后，老人向
记者展示了他的军功章。
原本十几个军功章大都被
儿子和孙子玩丢了，如今
只剩下两个，外加一枚抗
战60周年纪念章。李尚坡
的儿子称，老人非常宝贝
这些东西，有一次商河县
政府借老人的军功章去展
览，老人半夜都睡不着，总
是叨念怕给他弄丢了。“我
们劝了一晚上才把他劝去
睡觉，说明天就给送回来，
丢不了，他这才去睡觉。”

如今，村里的孩子们
会缠着李尚坡让他讲抗日
故事。“做梦也没想到能过
上这样的生活，谢谢大家
都 还 记 得 我 ，这 辈 子 值
了。”李尚坡说。

采访手记

十几个军功章

如今只剩两个

为了能当兵

12岁谎称16岁

我已经忘记我的父母是何时去
世，早早地就成了一名孤儿。兵荒马乱
的年代，周围亲戚自家吃饭都成问题，
再加上孩子多，谁也没有多余的精力
照顾我，我只能靠讨饭为生，这样的日
子一直持续到1940年前后。

1940年左右，村子里路过一支抗
日队伍，具体是哪支抗日队伍我至今
都没有搞清，只记得那时都称呼他们
为“十一团”。团长长得很魁梧，身高在
一米七五以上，身上挎着一把短枪。我
当时的想法就是“跟着他们肯定不会
被饿死”。

一天晚上，趁着他们在村子里休
息的时候，我找到了当时的“十一团团
长”。我说：“我想当兵，你带我走行
不？”团长看了我一眼，笑着说：“你多
大了？”我实际也就十二三岁，但是这
样说了肯定不能当兵，于是就撒谎说：

“我今年16岁了。”
团长听了，更乐了，走到旁边的士

兵前，将一支步枪拿过来。团长将步枪
竖起来在我身上比了比，发现我还没
有步枪高。团长说：“孩子，你肯定没有
16岁啊，太小了，我们作战时你跟不上
趟啊！”这时村里有位二伯父来给他们
送饭，就和团长讲了讲我的事情。二伯
父说：“你们带着他走吧，多少能顶点
用，要是搁家里，不饿死也会被鬼子打
死的。”

团长见我可怜，就写了一封推荐
信，让我去当时在乐陵（现在的德州乐
陵市）的华东医院去做看护员。团长
说：“你太小了，我们带着你也没办法

照顾你，你拿着这封信去后方好好照
顾伤员，等长大了再去当兵。”

照顾受伤连长

他给我起名“尚坡”

虽然在后方照顾伤员，有时候我
们也在受伤战士的带领下，和敌人展
开小规模战斗。当时商河县成立了一
个“三编县”（现在位置大约是惠民县
的西部、商河县的东部和南部、济阳县
的北部）独立师，和敌人进行地下战
争。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去德州
地区破坏铁路。敌人的一批物资和部
队要通过德州，我们接到上级通知去
德州破坏铁路。我和“三编县”的一些
战友来到德州，当时的工具有限，我们
就拿着铁锹、铁棍等工具，靠人力硬
砸。我当时年纪小，力量不足，砸起来
比别人要费劲一些，不一会儿，手上就
磨出了血泡。就这样，我和战友撬了一
天才把铁路撬掉。

直到1945年，我也没有真正意义
上和日本军队发生过正面冲突，对于
战场我是向往的，我喜欢听受伤的战
士讲述战场上的事情。后来，我遇到了
我人生中的贵人——— 李茂泉连长，他
从前线受伤回到乐陵养伤，组织安排
我照顾他。他是在和敌人正面冲突时
受伤的，据说还打死过几个日本兵，在
我心中他就是英雄，我照顾起来格外
卖力。

没事的时候，我就喜欢问他一些
战场上的事情，央求他带我上战场杀
日本兵。也许是李连长被我缠得没有
办法，他就答应了我的要求。当时我还
没有名字，大家都叫我“小李”。建军籍
需要名字，李连长问我：“你在老家也
没有名字吗？”我回答说：“我父母死得

早，也不知道给我起了名字没有，我只
有一个小名，在家排行老三，我大哥

（堂哥）叫李尚文，二哥（堂哥）叫李尚
武。”李连长想了一会儿说：“你叫李尚
坡吧。”

我当时还嘀咕，“尚坡多不好啊，
整天上坡多累啊！”我现在还记得李连
长说的那句话，“尚坡好，马上咱就走
上坡路了。”16岁那年，我有了自己的
名字，李连长伤愈后，我就是跟着他正
式从一名看护员成了一名抗日战士。

与鬼子厮杀

背包挡了五颗子弹

作为土生土长的商河人，我并没
有参加过解放商河的战役。解放商河
大约是在1945年9月份，而此时我已经
随李茂泉连长去了别的地方。当时我
们的力量较弱，很少与敌人发生正面
冲突，多数情况下是小范围包围敌人
然后开始围攻。

有一次在历城县（现在济南市历
城区附近）和敌人发生了正面厮杀，当
时我们真的就是“小米加步枪”，而敌
人是快速部队，我们被追赶得很狼狈，
敌人一路上都在开枪，我们有不少战
士受伤。等到我们休整时，我发现背包
上有五颗子弹。幸亏身上背着的是被
褥，子弹射到的时候出现了下陷，要是
碰到了洗脸盆等硬物，估计早就被打
死了。

抗日战争结束后，本以为我的军
旅生涯就结束了，没想到后来又参加
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战争。从朝鲜
战场回来后，我就成了当时公安军北
京部队的一名班长，直到1956年复员。

1956年，我已经27岁了，组织要求
我复员回家。我心里说不出的滋味，其
实我真的不想走，但既然是组织要求，
我只能服从。由于工作需要，我们能经
常看到毛主席，临走前我特意远远地
去看了一次毛主席。此后，我便回到老
家，周围的一切都在变化，像李连长说
的那样，“尚坡，一直在走上坡路。”

李尚坡 本报记者 王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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