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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的父亲张文茂

张进铁 *

张文茂出生在原宛平县八区金鸡台村 ( 今房山区 ) 一个贫

苦农民家庭，9 岁时他就给人家放羊、养牛和运送货物，空闲

时还去当木匠学徒，在生活中饱受了疾苦，却也见了世面。张

文茂为人正直，从小就养成了善良、勇敢和吃苦耐劳的性格，

尤其是受到了村中地下党员们的影响，渐渐地走上了革命的

道路。

1937 年 6 月，驻丰台日军先以野外演习为名向中国守城

部队二十九军进行武装挑衅，后又以日本兵失踪为由制造事端，

战火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为进一步了解和掌握事态的动向，

我地下党员张志平、董丰毛等同志决定亲临现场察看实情。张

文茂自告奋勇为地下党带路，步行 100 多华里了解到了长辛店、

宛平城西门外的情况。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张文茂带领村里

的小伙伴们爬上东安岭山顶，清楚地看到了卢沟桥畔的战火，

看到了敌机盘旋俯冲，看到了枪弹发出的火光，听到了炮声、

* 张进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原退休高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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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弹的爆炸声。张文茂和小伙伴们再也坐不住了，他们愤怒至

极，发誓绝不做日本侵略者刀下鬼或亡国奴 !

1937 年 7 月平津失陷，国民党政府令卫立煌部 ( 原支援卢

沟桥、后因卢沟桥失守而转向 ) 增援守卫南口的汤恩伯部。卫

立煌部在涿州集结，经易县、房山到达了宛平县，受到当地群

众热烈欢迎。张文茂和本村 30 多名青年在党组织动员下积极

支援卫立煌部队作战，从斋堂、胡林、军饷、桑峪出发经过煤

窝、过大寒岭，将粮食弹药等物资及时送到前线，并在战场抢

救背送伤员，直至 8 月 25 日南口失守，卫立煌部撤离宛平县，

张文茂等人才回到家乡继续积蓄力量。

1938 年春，八路军邓华支队、宋时轮支队奉命进军平西，

开辟房山、涞水、宛平、昌平等县抗日根据地工作，地方抗日

武装队伍也建立起来。当时张文茂瞒着其父母报名参了军，历

任地方武装的战士、班长、副中队长、昌宛县四区青抗先部长、

四区武装基干队队长和八路军平西七团二营副连长等职务。他

参加过多次激烈的战斗，并不惧生死，消灭过许多敌人，缴获

过大量武器和粮食，从敌人据点里救出受伤被俘的战友。张文

茂从事过扩军工作，动员许多优秀青年报名参军参战，仅房山

史家营一带 10 个自然村，原计划动员 80 名青年到主力部队，

主动报名的就有 310 余人，后经挑选有 145 名青年参军，组成

了一个整建制的满员连。青土涧村张成国的妻子积极要求，送

丈夫参军，夫妻二人跑了 15 里山路找到了张文茂，妻子于有

才对他说：“打不走日军，在一块也没有好日子过，家里的活



·170·

房山文史资料  第 35 辑

我全包了。”她坚决要求丈夫参军。史家营村陈茂深领着儿子

几次找张文茂商量参军的事，并说：“打不走日军，也无法行

孝。”一定要儿子报效国家。每每谈及此事，张文茂总是激动

不已，感人的场面印证着“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赴战场”

真实的抗战精神。

1942 年初，八路军七团在房山整编，13 个连缩编为 6 个连，

取消营建制。而后新成立了九团，张文茂被调入该团任连长。

不久，他接到了军区政治部命令到抗大学习。在校期间是抗日

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也是黎明前的黑暗，预示着大反攻即将要

到来，需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特别是对八路军团级基层部队

的政治和军事干部进行培养与训练。为此，上级命令抗日军政

大学二分校组建陆军中学，由张文茂和其他的学员即来自各个

根据地的连职干部及战斗英雄 ( 包括狼牙山五壮士之幸存者葛

振林、宋学义 ) 等组成。抗大二分校校长孙毅同志对学员说：“成

立陆军中学目的就是保存一批青年干部，并通过严格的军、政、

文训练，培养出战略反攻时具有良好军政素养和一定文化水平

的正规指挥员。”张文茂牢记孙校长的讲话，决心利用难得的

机会学习各种知识，成为反攻时合格的基层指挥员。张文茂是

劳苦出身，没有上过一天学，学习很吃力，但是很刻苦，每次

文化课后他总是请求教员再辅导，走路时也在心里默念默写生

字和词语。由于张文茂爱好学习，进步很快，还将一名战友双

腿负重伤后与日军同归于尽的事迹写成了作文，受到了老师和

同学们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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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 9 月至 12 月，石家庄、张家口及宣化的数千日军

同时向二分校驻地韩信台、陈庄一带猛攻，开始进行“铁壁合围”

的扫荡，企图一举全歼“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干部集团 ( 抗大二

分校 )”，叫嚷“用 10 个日本兵换一个学员兵”。当时，二分

校大部学员早在年初已经转移到了陕甘宁边区，时下学校只剩

陆军中学的教职工和学员。在孙毅校长亲自带领下，他们充分

利用有利地形和良好的群众基础与日军周旋，寻机打击日军。

张文茂所在的四中队有 130 多名学员，由总队长李钟奇指挥，

在老虎尖与 500 多名敌人激战两个多小时，打死打伤 160 多名

敌人。

赤瓦屋奔袭战更是精彩。赤瓦屋在河北阜平城南庄西部，

山高谷深，原为巩固的根据地，在这次扫荡中被日军占领。为

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军区命令二分校陆军中学予以重点打击。

当地驻有日伪军 600 余人，张文茂他们用了两个多小时的夜行

军，拂晓前到达了战斗位置，占据了有利地形，埋伏在草丛中。

当日伪军在村边集合准备出发时，总队长一声令下，轻机枪、

步枪和手榴弹一起向日伪军开火。日伪军死伤一片、乱成一团，

受重创的日伪军被迫从赤瓦屋村撤走了。当地群众称赞陆中学

员队伍是“从天而降的神兵”。张文茂说：“反扫荡时与敌战

斗 68 次，胜多败少，在实战中经受了锻炼，学到了本领。”

他所指“本领”，包括常规行军、急行军、强行军、行军警戒、

渡河、越山、过游击区、敌占区假设遭遇、受敌伏击与袭击等

系列教育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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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初，由于日伪军连续不断地蚕食扫荡，根据地缩

小，物资供应困难。为保存实力和做好大反攻的准备，二分校

陆军中学奉命赴陕甘宁边区进行学习训练任务。到达陕北绥德

归入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并改称第二大队，驻地在清润，受到聂

荣臻、徐向前、贺龙、萧克等首长接见。具体任务是继续按原

计划完成正规训练并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争取学习生产双丰

收。第二大队为完成自给自足目标和调动学员的生产积极性，

规定以班为生产组，每人每年向大队交粮食、蔬菜各 500 斤。

张文茂除开荒种地完成生产任务外，还参加了木工组，他们制

造出 250 部纺车供第二大队学员使用，又制造出 100 台纺车在

市场售出。张文茂他们总能想方设法超额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1945 年初，总校命令第二大队停止生产任务，加紧学习

训练。8 月 15 日，日本侵略者投降。总校和军区命令第二大队

奔赴前线接受日军投降并在张家口地区清剿散兵，同时进行城

市攻防战术训练等。

抗大结业后，张文茂被派往国民党占领的北平军调处执行

部，在叶剑英身边担任过保卫工作，后来参加平西军分区在易

县组建独立营等工作。1946 年 6 月，张文茂因病转至地方从事

党政领导工作。先后担任北京市门头沟区委副书记、区长，区

政协主席。1985 年张文茂离休。1992 年 11 月，张文茂在北京

病逝，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