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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玉 

白文如，1915 年出生在务滋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里。

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从十四五岁就挑起了家庭

重担。在姑姑帮助下，耕种着几亩薄地，经营着几十棵

梨树。由于梨树老化，产量低，收入很少，不能维持全

家人的生活。他就到牛坨、垡头、冯村、老赵村等地包

个小梨园，挣点钱来养家。在冬闲的时候，他就骑一辆

旧自行车，带着两个筐，走村串街去买鸡蛋，然后就到

北京去卖。再从北京带回火柴、食盐、臭豆腐等老百姓

需要的东西，到交通不太方便的牛坨、垡头、冯村、老

赵村等地去卖。  

1937 年卢沟桥事变，白文如目睹了日本鬼子入侵务滋村放火烧毁了村中有几

百年历史的东庙和西庙，还烧了李润和刁海停两家的十几间民房的暴行，但苦于

没有办法，只能把满腔怒火埋在心中。白文如常去作小买卖的地方，正是涿良宛

联合县的游击区。在此结识了王玉玺、田连仲、王丙章、张晋龄等党员干部，经

他们启发教育，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认识到只有 推倒压在穷人头上的三座大山，

人民才有好的日子过，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唯一出路。王丙章见他很会作买卖，

就让他以作买卖为名，为武工队采购一些禁运物资，火柴、食盐、电池等。他通

过敌人岗哨时，总能机智勇敢地完成任务。从 1943 年开始，白文如就在村中秘密

地发展民兵队伍，建立抗联会，他任抗联会主任。后经王丙章、王玉玺介绍，于

194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常往返于窑上和务滋之间，为活动在窑上地区的武工

队送情报。武工队政委张晋龄看他很能干，就让他在民兵中发展新党员。党员中

有抗联副主任张广仁，民兵干部崔悦、张广礼、抗联秘书肖斌，还有白文广、陈

福等人。1944 年，建立了务滋村党支部，白文如任党支部书记。 

务滋村地处刺猬河（也叫小清河），当地人叫它二道河东。沿岸各村经常受

这条季节河水患所害。1943 年白文如以抗联会的名义，以本村民兵为骨干，联

系各村的穷苦百姓，发动和组织了几百人的挖河大军。在他的带领下，北起东

石羊，南至大石河北岸的路村，疏通了

三四十里的河道，解决了沿岸各村粮田

有水就挨淹的问题。从此，务滋村的抗

联会名声远扬。 

在张晋龄的指导下，白文如又发动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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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会，组织贫苦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召开不同形式的会议，成立贫苦农民减

租减息小组，宣传党的有关政策。要求凡是地主、富农收高地租，放高利贷的一

律要给贫苦农民减租减息。运动搞的轰轰烈烈，李佑清等贫苦农民得到了实惠。

当地敌伪势力对白文如怀恨在心，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但敢怒不敢言。 

1945 年，为打击伪保势力，进一步扩大我党的影响力。在张晋龄和武工队

的支持下，白文如又组织抗联会和贫苦农民，清查伪保甲长的帐目。当时务滋

村和西地村是一个联保，联保长徐殿奎，副联保长是尹国柱和王守纯，在清查

中发现联保长等有贪污问题。经区委批准，在 1945 年的 8 月 13 日，批斗有问

题的联保长徐殿奎。8 月 12 日村中搭了批斗的大台子，还给他糊了个大尖帽子，

一切都准备好了。区武工队在政委张晋龄带领下，也有二十几人驻进了村。8 月

13 日早晨五六点钟的时候，良乡伪保安团二百余人在大队长毕喜停和副大队长

高定福的带领下，闯进了务滋村。他们进村就抓抗联会的人，先抓的抗联会副

主任张广仁、张广礼。这时，有人告诉白文如让他躲一躲。他和家人说：“我不能

躲，敌人是冲我来的。我躲了，老百姓要遭殃。再说张区委和那二十几名武工

队员也就完了，会使党受很大的损失。”说完坦然的走出家门。当他走到大地主张

晋臣房后，被正在抓他的敌人发现，当场就把他绑了起来。由于绳子绑在大臂

上，小臂还能回弯，趁敌人不注意，白文如随手从上衣兜里掏出一个开会的人

名单，放在嘴里吃了。他的妻子宁淑茂，在家门口看见白文如被抓，赶紧回家

把有关党的材料，抗联会的人名单等烧了。  

敌人知道白文如是抗联会主任，开始好言相劝，让他交出组织名单。白文

如反而破口大骂，“交名单是妄想，要杀就杀！”敌人见软的不行，就用枪托打，用

皮带抽，用刺刀扎，把他打的遍体是伤。白文如宁死不屈，敌人恼羞成怒，在

东街一个井台旁残忍地杀害了白文如，时年三十岁。敌人走后，张晋龄和武工

队从庙里弄了口棺材与其家属一起埋葬了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