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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日寇在天开一带犯下的罪行

赵润东

1941 年至 1943 年，正是日本侵略军统治奴役中国人民最

凶狠的时期。他们一方面组织兵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

围剿、扫荡，妄图扼杀我抗日军民的正义斗争；另一方面又强

迫村民修筑岗楼，深挖壕沟，巩固他们的反动统治。1942 年春，

日本鬼子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在第三次“强化治安”运动的

基础上，对我革命根据地实行更为严酷的经济封锁。为了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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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山区和平原的联系，日军在其占领区强征民力，自房山以

南至张坊沿西部山区，修碉堡、筑岗楼、挖壕沟，苦心经营其“点”

和“线”，在山边一些较大据点盘踞，并经常出没于附近村庄，

烧杀抢掠，骚扰百姓。各地民众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和奴役，采取各种形式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当时，为了控制

平原与山区联系，日

本侵略军派出一个中

队的兵力，驻扎在上

方山下的天开村。在

山顶上修筑了炮楼，

中队部设在村西北的

马家大院，管辖着长

沟、周口店地区的日

本 小 队。 为 防 止 我

军民的反抗和斗争，

他们强迫村民在中队部的周围筑起了高高的围墙，围墙顶部有

一米多宽供人往来行走，上面垒着垛口，可以掩体射击。日本

中队长叫山口，三十来岁，长着一脸连毛络腮胡子，村民都叫

他大胡子。这个人既凶狠又狡猾，村民们提起山口都恨得咬牙

切齿。在日本中队部的外面即围墙的北侧，驻守的是房山县伪

保安团所属的一个排，排长姓康，是韩村河镇圣水峪村人。这

个人丧失了民族气节，甘愿充当日本鬼子的走狗。在日本侵略

抗战时期的天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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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多次围剿扫荡中，他主动配合，提供线索，给政府和当地村

民造成很大损失和灾祸。

五侯村王才老人当年被迫抓来给日本兵做饭两年多，他曾

讲述当年的经历。那时，这个中队部里设有伙房，三位厨师，

除了王才老人，一位是天开本村人，一位是良乡人。日军有一

人专门负责管理。这里的日本鬼子一日三餐，主食是三顿焖饭，

用大麦仁与大米混合焖熟。副食是早上熬小鱼汤，一人一个鸡

蛋，将蛋打在碗里，有时加上四五个淹青杏儿。中午和晚上，

一锅熬菜，里面放上猪油、大葱、鲜姜、青菜，加上一种类似

芥末一样的东西，放上两勺子白糖、花生油等一锅大杂烩，每

人舀一勺。

伙房烧的劈柴由村里的维持会派人到附近各村催敛，猪油

由维持会供应。征收来的物品都要一一过秤。日本人用的秤大，

交来的东西十斤也就称出六斤，不足的部分由维持会补足。实

际上，维持会所补部分仍然摊在各村百姓身上。被奴役、被压

迫的各村百姓敢怒而不敢言。

开始时，日本鬼子所吃的粮食、牛肉、鱼类都统一由日本

国供给。大多是从东三省用火车运到周口店火车站。接到通知，

维持会马上从各村派大车去拉。后来，由于日本军队在太平洋

战场上和我国战场上失去了有利地位，加上日本本土遭到猛烈

轰炸，我抗日军民又不断破坏交通线，打击敌人的运输部队，

多方牵制敌人，使得敌人整日处于惶惶之中，造成供给困难。

因此，日本鬼子吃的大麦仁和大米供应日趋紧张，就用高粱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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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米代替。当然，这些粮食也都是从中国国土上掠夺来的。

为了抗日，积极打击侵略者，伙房的大师傅也想方设法与

鬼子周旋。如做饭时不放够分量，熬菜时少放肉和糖等。在平

时送情报时，人们也常常谎报军情，迷惑敌人。如当地有一位

叫赵凡古的人，经常背着背筐到罗家峪、孤山口、圣水峪和上

方山一带探听情报。了解后报告日本中队长山口。其实，他所

报告的情报都是自己编造出来的，以此干扰敌人。山口中队长

听了报告，马上集合队伍，保安队在前，日本兵在后，到山里

搜捕八路军。结果，跑了很远的山路，连八路的影子也见不到。

几次之后，惹怒了山口中队长，于是就把赵凡古给杀害了。

日本侵略军在这一带实行的封锁和统治，激起了当地村民

的愤慨和反抗，人们采取各种形式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日军

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和奴役中国百姓，采用让中国人治中国人

的办法，成立维持会。就这样，天开村便与周围十几个村庄组

成了维持会，会长由本村村民赵文汉担任。但是，这个维持会

没过多久就被我平西八路军捣毁。随后，赵文汉便跟随八路军

参加了革命。

赵文汉来到陕西革命根据地，在那里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学

习和集训，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对抗战形势和发展有了

进一步的认识，坚定了信心，鼓舞了斗志。不久，他就参加了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决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革命，斗争

到底。集训之后，赵文汉按照上级组织安排，带着任务回到老

家天开村，继续担任维持会会长。他家住在村北的北坡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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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很方便。从天开村向西行走十几里山路就到了上方山，翻过

上方山可到张坊和十渡一带，即平西革命根据地。平时，赵文

汉在维持会里出出进进，表面看上去是在为日军办事，而实际

上时时刻刻都在观察敌人动向，搜集情报，并及时将敌人的内

部情况和行踪报告给我平西抗日根据地。后来，在他和敌人周

旋并给平西革命根据地送情报时，不幸被张德祥的伪保安队发

现。伪保安队经周密策划，将赵文汉骗至周口店逮捕，随后用

刺刀残忍地将他杀害。当时，他年仅 35 岁。

赵文汉牺牲后，年仅 26 岁的妻子高秀兰带着两个年幼的

女儿 ( 大女儿赵桂珍 7 岁，小女儿赵桂婷不满周岁 ) 相依为命，

整日处在惊恐之中。见这娘仨孤儿寡母实在可怜，村中一对老

人就搬到院里住进厢房，以此做伴壮胆。为了讨取日本鬼子的

信任和喜欢，伪保安队杀害赵文汉之后，接着又策划了惨杀高

秀兰。据赵桂珍回忆，那年她 7 岁。夜里，她和母亲、妹妹正

在睡觉，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住在厢房里的老头将

院门打开，一帮人立刻闯了进来。他们气势汹汹，胡遭胡闹，

翻这翻那，见吃就吃，见东西就拿。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

大人们被惊呆了，孩子被吓哭了。

折腾一阵之后，当中一个人冲着高秀兰大声嚷道：“走 ! 领

领道去。”高秀兰坐着不动，那人就用枪把子对着她的脑袋说 ：“让

你走就得走，走不走 ?”当时，屋里屋外站满了人，身穿便衣，

手持长枪。没有办法，高秀兰被一群持枪者带出屋子，很快就

消失在夜色之中，剩下两个幼小的孩子只知哇哇地哭叫。过了



·136·

房山文史资料  第 35 辑

一段时间，就听村里响起了枪声。又隔了一会儿，那群人返回来，

进屋冲着 7 岁的赵桂珍说：“小孩，认识认识，是谁把你妈弄

死的！”7 岁的赵桂珍被吓得只管啼哭，不敢抬头。如果当时

敢说认识，肯定立即被处决。

据知情人讲，高秀兰被带到学校门口交给一人看押，其他

人又去捉捕另外的人。当时那个看守看她很年轻便顿生歹意。

高秀兰奋起反抗，一边痛骂一边与那人扭打在一起。那人恼羞

成怒朝她开了一枪，见没打死，又照她软肋扎了一刀。高秀兰

被害时头发蓬乱着，手里一直紧紧地攥着一块石头，那年她才

26 岁。第二天天亮后，乡亲们到邻村上中院村接回赵桂珍的婶

子料理后事（其叔父早年走后一直没有回来，其婶子也是孤身

一人，院里两间东房归她所有 )。其婶回来后，找好当家实户

和乡亲们把高秀兰遗体埋葬之后，带着两个孩子到上中院村抚

养。之后，有人同情婶子，说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实在太难了，

就劝她把小的送人过继。再后来，婶子又把过继出去的赵桂婷

接回来一起抚养。婶子体弱多病，还要抚养两孩子，几年下来

就病倒了，她病故时年仅 37 岁。

新中国成立后，赵桂珍和赵桂婷姐妹俩相继出嫁，本村百

姓便慢慢将她们忘记了。现在姐妹俩都已年过八旬，每当提起

父母的那段经历与遭遇，就会感慨万千。她们为父母没有留下

一点痕迹感到遗憾和惋惜，同时，也为父母为了革命不怕牺牲，

甘洒热血以及就义时的英雄壮举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