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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敬德

      

1941 年秋季，日寇在平西交通枢纽庙安梁上建立了据点。

经我军民多次打击，仅用了 100 多天，就灰溜溜地跑回了斋堂

地区。日寇为什么会在庙安梁上，且海拔 1600 米的高山之巅，

后防又远，路途难行，又不靠村庄，孤立的一个崖口上建立据

点呢？ 1940 年春季大扫荡之后，平西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日

积极性非常高涨，不断对日寇据点进行攻打，使他们昼夜不得

安宁。还经常对进攻解放区的日伪军给予截击、伏击、夜间袭

击和扰乱，摆下地雷阵，吓得日伪军魂飞丧胆。1940 年秋季，

日伪军计划再对平西抗日根据地进行一次大扫荡，妄图把共产

党、八路军全部消灭。同时还想要彻底破坏秋收，使已经成熟

的粮食全部糟蹋在地里。他们还要征集大批民夫，把粮食运到

他们的据点去。他们从华北各地抽调日伪军 10 万之众，兵分

20 路，于 8 月 2 日出发，对平西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的进攻。

1944 年 8 月的一天早晨，天空阴沉沉的，淅淅沥沥下着

小雨，宛平四区史家营被浓雾笼罩着，一切景物都显得模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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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这样的下雨天气干不了活儿，因而这里的村民大部分还没

有起床。除了雨声之外，一切都显得很宁静。

就在这个阴雨的早晨，有 200 多名日军，悄悄地行进在史

家营境内的山路上。这是驻扎在坨里的日军，想趁下雨天气，

偷袭驻史家营金鸡台村的八路军。

金鸡台位于史家营东侧，是一个僻静的小山村，住着 200

多户人家。金鸡台四面环山，中间开阔，是部队训练、休整的

好地方。当时，这里就驻扎着一个连的八路军，村门有岗哨站岗。

日军按计划很快沿山路行进，接近了金鸡台。日军这次偷

袭特别小心，加上唰唰的雨声，即使是到了近处，也很难听出

有脚步的声音。由于山里笼罩着大雾，只能看出十几米远，一

旦发现日军，日军就已经到了近前，通知营部也来不及了。如

果八路军没有准备，仓促应战，后果不堪设想，情况十分危急。

村外靠北坡的一个小山脚下有个破旧的草屋，住着刘老汉

和他的儿子刘蛋。刘蛋的母亲死得早，父子俩相依为命，靠种

几亩山坡地生活，家里十分贫穷。刘蛋都 27 岁了，还没有娶

上媳妇。刘老汉也 60 多岁了，常年有病，整天为刘蛋的婚事

发愁，他更恨日军的侵略行径。

这天早晨，刘蛋也不像以前那样很早就起来。他听着外面

的雨声，眼睛望着屋顶出神，好像在想着什么心事。他翻了个身，

觉得炕上又凉又湿，定睛一看，见草堡边上往下滴水，这才发

现是草堡顶又漏了。他赶忙起床打算把房顶漏雨的地方用茅草

压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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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蛋推开草门，在院子里拿起一捆茅草就上了草堡顶端。

他刚要往漏雨的地方铺茅草，不由得愣怔了一下，顺势趴在了

草堡上，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原来，刘蛋看到一队日军正向

八路军大部队摸去。好在天下着雨，有大雾，日军才没有发现他。

怎么办 ? 如果下去叫父亲，父亲体弱多病，年纪又大了，

也起不了什么作用。通知八路军 ? 此时道口已经被日军堵上了。

绕路通知八路军 ? 此时日军就已接近村口，报信儿已经来不及

了。刘蛋一着急，身上的汗直往下淌，急得他几乎哭出声来。

正当刘蛋趴在草堡上束手无策的时候，突然发现日军队伍

中有个扛机关枪的日军走出了队伍。这个日军向四外看了看，

就往路边的一个破羊圈走去。这个羊圈现在已经不圈羊了，他

去干什么 ? 刘蛋继续盯着这个日军。

这个日军走到羊圈门口，把机枪靠在一块石头上，就走进

了羊圈。

日军大队很快走过去了，但那个日军还没有出来。刘蛋看

着圈门口那挺机关枪，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迅速跳下草堡，

穿过一道小河沟，向羊圈门口三步并作两步奔了过去。他轻手

轻脚地走近圈门口，趴着往围墙里看：那个日军正蹲在羊圈里

拉屎。刘蛋心里大喜，转身扛起那挺机关枪就跑，迅速绕道上

了北山梁。这时他怦怦直跳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

那个拉屎的日军走出羊圈时，见机枪没有了，还以为是前

面的日军给扛走了，就一溜儿小跑地追赶队伍去了。

刘蛋到了北山梁一看，日军快要接近村口了。怎么办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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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着急起来了。这时，他想起了手中的机关枪，对 ! 开枪通知

八路军。可他不会使用机枪。他暗恨自己无用，要不是父亲体

弱多病，他早就参了军，也就会开机枪了。他东摸摸，西扳扳，

无意中哗啦一声拉动了枪栓。刘蛋明白：这是子弹上膛了。他

急忙扣动了扳机，只听“哒哒哒”，机枪终于响了。子弹打在

对面山上的岩石上，直冒火星子。刘蛋站起身，端起机关枪向

着金鸡台八路军大队部上空一阵猛放。机枪声划破了金鸡台寂

静的早晨。

日军大队人马听到枪声，还以为遭到了八路军的埋伏，大

队人马呼啦一下全趴在村外的河沟旁。

八路军听到机枪声，知道有了敌情。连长迅速集结队伍沿

小路撤出了金鸡台村，很快就上了北山梁。战士们到了北山梁

一看，都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如果行动再晚一点儿，非被敌

人堵在“口袋”里不可。

日军趴在地上等了半天不见再有动静，就一边开枪，一边

向村子扑去。等到他们进村子一看，连个八路军的人影儿也没

有了。知道八路军队伍已经撤出，气得日军小队长一阵大骂。

又怕遭到八路军的埋伏，日军们没敢停留，本想把八路军驻地

的房子点火烧掉，可是天上一个劲儿地下雨，怎么也点不着。

他们只好往屋子里扔了几颗手榴弹，就撤出了村子。那个丢了

机枪的日军，也被日军小队长枪毙在金鸡台村口，连死尸也没

往回抬。

由于天气有雾，看不清日军，又怕开枪误伤了村里的老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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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八路军也没有和日军交火。连长命令队伍返回村子，继续

休整，并在北山梁上加了岗哨。队伍刚要往村里撤，忽然听到

有人在喊 :“不要走，请等一等 !”

大家回过头一看，只见一个壮实实的青年扛着一挺机关枪

从山梁旁的一片树丛中跑出，径直向队伍奔来。为了防止意外，

连长命令战士们迅速卧倒，自己站在那里等着那个青年。

青年走到连长近前，气喘吁吁地说 :“我是这个村的人，

刚才的机枪是我放的。这挺机关枪也交给你们 !”刘蛋把偷机

关枪的事一五一十地跟连长说了，连长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

他拉着刘蛋的手激动地说 :“谢谢你救了全连的战士 ! 谢谢你

缴获了日军的机枪 ! 我一定要为你请功 !”

战士们听到刘蛋的叙述，纷纷围拢上来，对刘蛋赞不绝口。

一个战上还把雨衣披在了刘蛋身上，队伍在一片欢呼声中又回

到了村子。

刘蛋巧妙地夺取了日军的机枪，又使八路军化险为夷，受

到了宛平四区抗日政府的表彰，还被命名为“抗日英雄”的称号。

《晋察冀抗日边区报》还对刘蛋的事迹进行了详细报道。

刘蛋当了英雄，后来也娶上了媳妇，父亲有人照顾了。他

报名参加了八路军，而且还当上了机枪手。他作战勇敢，多次

荣立战功，给家乡人民争了光。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史家营

地区流传着这样的传奇故事，至今人们没有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