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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基因在传承

韩嫒玲 *

在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前夕，陶然亭街道在《见证共和国》

一书中，收录了一篇记者对韩嫒玲采访的文章，题为《姥爷为

家人描绘光明创造光明》。

为八路军筹备并运送粮食

我姥爷董丰仁生于 1910 年，是房山区史家营乡金鸡台村

人。姥爷从小放过羊，开过荒，为了填饱肚子，什么苦活都干。

1939 年，日军在京西百花山东边的庙庵梁、大安山一带修

建了岗楼。姥爷所在的金鸡台村正好在日军两个岗楼的中间，

目睹了日军对金鸡台村疯狂的扫荡，烧杀抢掠，残害村民，无

恶不作。老百姓对日军又恨又怕。

耿直的姥爷觉得再也不能沉默了，必须反抗。他在民兵组

织中和大家一起站岗放哨；在日军经常出没的地方埋地雷；骚

* 韩嫒玲 : 西城区陶然亭街道新兴里社区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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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日军的岗楼，引出日军，寻机消灭日军。在烽火连天的抗战

年代，姥爷给八路军、游击队当向导、送情报、送粮食、救伤员。

秋收时节，组织村民忙着抢收粮食，坚壁清野。然后又挨

家挨户为八路军筹备军粮。由于日军经常进村扫荡，不能按正

常农时耕种，秋天收成不好，造成粮食短缺，姥爷就经常拿自

家的粮食送给八路军。一到春天青黄不接时，家人就只能用土

豆丝掺和着野菜做汤充饥了。正在长身体的舅舅与姨们和大人

吃的是一样缺乏营养的野菜饭。

给八路军送粮途中，道路艰险，还经常遇到日军和伪军的

拦截。姥爷每次送粮，往返需两三天甚至十来天，他们三人一

组，自带干粮。每人背上 50 斤的粮食，要翻山越岭、日夜兼程，

往返 100 多里的山路。每次送粮回来，姥爷的脚上全都是血泡，

他却无怨无悔。姥爷送粮不仅翻越大山，道路难走，而且要时

刻保持警惕，躲避敌人搜山。一次送粮路上，姥爷他们三人远

远听到日军叽里呱啦的说话声，就赶紧背着粮食躲进了灌木丛

中。只听日军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他们屏住呼吸⋯⋯等日军

走远了，姥爷他们背起粮食再急忙赶路⋯⋯

命悬一线，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艰苦的抗战相持阶段，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八路军的部队开进金鸡台村，准备攻打驻扎在大安山那边的日

伪军。金鸡台村的民兵作为策应和向导，姥爷在民兵队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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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每人带着几颗手榴弹配合八路军作战。那天，天刚蒙蒙亮，

大部队就向金鸡台的东安岭出发了。走到东安岭下边泡子的平

道上，姥爷他们觉得山头上好像有人。部队指挥员用望远镜向

山头望，发现日军已占领了山头，知道这次行动走漏了消息，

趁日军还没站稳脚跟，马上下令，开火！于是各个连队边射击

边向山头猛冲。姥爷和其他民兵们也一边猛冲，一边向敌人扔

手榴弹。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喊杀声

响彻山间，子弹嗖嗖地从姥爷他们头顶飞过⋯⋯八路军和敌军

伤亡都很大，有的连队在半山腰向山头的敌军开火，有的连队

已经抢上了东安岭北边的大塔梁制高点，打退了敌军的一次次

进攻。这时，姥爷看到身边的一名指挥员受了伤，赶紧把他扶

到一棵大树下。指挥员看到打退了敌军的几次进攻，觉得不能

再恋战，担心驻扎在大安山的大批日军增援上来。敌军的武器

精良，八路军就要吃大亏了，于是命令部队边打边撤退。

姥爷背着这位受伤的指挥员撤下来，隐藏在密林中的一个

山洞里，数日都没有回家。

姥爷为家人描绘光明

姥爷经常不着家，姥姥已经习以为常，也没有怨气。姥爷

曾经对姥姥说过，他是在帮八路军干大事。等把日本侵略者赶

出中国，我们会建设一个新世界。到那时，就没人敢再来欺负

我们，我们就能够挺直腰板过日子。大人下地劳动，孩子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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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识字，每天饭桌上都是不加野菜的纯粮食饭。

姥爷扯扯全家唯一的一床摞满补丁、用碎棉絮做成的被

子，继续说，到那时，咱们全家每人都会有一床新里新面的新

被子⋯⋯姥爷说这些话时，眼睛发亮。姥姥也听得出了神。她

明白了，姥爷和无数像他一样的人，都在抛家舍业干一件大事。

现在的离散和痛苦，都是为了那个新世界的团圆和光明！

姥姥正在回想姥爷描绘以后能过上好日子的话语。突然，

有人哐哐地拍门，舅舅们都吓得缩到墙角。姥姥意识到，危险

来了。这战乱的年月，是祸躲不过。日军一个刀起，就结束一

条人命，现在该怎么办？哐哐！拍门声又响了。姥姥咬紧牙关，

把提到嗓子眼的心往下咽了咽，悄悄走到门口顺着门缝往外看。

“ 我，快开门！” 

是姥爷的声音，姥姥赶紧拉开门闩，姥爷闪身进来了。他

又扭身往外望了望，回手把门闩别好，又拿了旁边的柴火顶住

了门板。姥姥点着了油灯一看，姥爷身上沾满了血迹，新补好

的衣服又划破了好几道口子，舅舅们缩在炕角里吓傻了。

姥爷一口把油灯吹灭，回头就问姥姥：“咱家还有米吗？”

姥姥一听就知道，他又回来拿粮食来了，刚热乎起的心凉了半

截：“就剩下缸底的那点儿米了，你看着办吧！” “我这是去

救人命，前几天跟日军的战斗中，咱这边的一位首长受了重伤，

我背着他躲到山洞里，他发了烧，没有药，山洞里又冷又潮。

我俩天天吃野果野菜，可受了重伤吃不上正经饭食哪儿成啊？

这不？回来拿点⋯⋯”说完了，姥爷扭头看了看躲在墙角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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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狠了狠心，把仅剩的一点米都装走了。

姥爷走后，大舅就开始发烧，越来越重，高烧不退，咳嗽

得也越来越厉害。家里已经没有粮食了。姥姥抱着大舅，大舅

也快十岁了，身上一点肉都没有，浑身发烫，小胸脯半天呼扇

一下，气息越来越弱。姥姥觉着不对劲儿，可上哪儿找姥爷去

呀！就在那天晚上，大舅连病带饿地就在姥姥怀里⋯⋯没了。

等姥爷回来的时候，大舅都已经埋了。还没进村，同族的

叔伯看见他就和他叫嚷着说：“你们家老大死了，埋在后头坟

岗子上了！”姥爷一愣，转身就往后山跑去，越跑越快。他到

了坟岗子上看见了新立的坟头，一下子就晕了过去。后边跟来

的人们把他摇醒了，可他双手死死地扣进了坟头的泥土里又哭

晕过去了⋯⋯

是乡亲们把姥爷抬回来的。第二天醒过来以后，整整一天

滴水未进，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房梁，谁也不知道，那一天姥爷

究竟想了啥。

隔天，村里人看见姥爷又跟着送粮小分队出发了。他明白，

战争一天不结束，就会有更多的人要面对丧失亲人的痛苦。他

必须坚强起来，只有抗战胜利了，大家才能真正过上好日子⋯⋯

我没有想到我的姥爷原来还有这样的故事，为有这样一位

姥爷我感到骄傲、感到自豪！正是这样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的自

我牺牲，才换来了我们中华民族今天的安定、今天的幸福生活！

姥爷已经远去，但是那一代人的精神和传统，已经深深地

扎根在后代人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