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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台鲜为人知的那些事

赵志清

说到抗战，那年月是全民抗战，歌是这样唱的，宣传是这

样宣传的，行动是这样行动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到中国的

土地上横行霸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全国各地纷纷抗争，

掀起了全国抗日的热潮。

霞云岭乡王家台地处深山，也没能阻挡日本侵略者的铁蹄。

日军一来，老百姓们携儿带女，肩扛背驮，赶跑牲畜，坚壁清野，

不给日本鬼子留下一粒粮食。

老百姓痛恨日本鬼子。有一次，一大队日军追赶着几个八

路军，村民刘志祥冒着生命危险，凭着熟悉地形，带着八路军

爬沟过坎，走小路，千方百计不让日本鬼子抓到。一直跑到望

儿岭，累得日军疲惫不堪，也没抓到一个八路军。他还经常组

织农村手艺人刘国全、刘志忠、刘志银随时给八路军搭炕。农

村也叫盘炕，这可是技术活儿，不是谁都能做的。这种手艺人

不好找，他们三位就一直跟到 60 里外的蒲洼。八路军战士休

息睡觉倒好凑合，可是伤员就不一样了，一定要卧炕休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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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没有床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山区，老百姓家现有的土炕

不够用，只能搭一些临时的。

现年 92 岁的老人

刘国峰告诉我们：这

都是 1938 年、1939 年

的事。

站岗放哨、抬伤

员、运粮食是经常的

事。村里安排十二三

岁聪明、机智的少年

在路口、坡头站岗放哨。因王家台人口少，有时候十四五岁的

孩子也加入抬伤员的队伍中。这些孩子经常帮助八路军运送粮

食，有时候跟着队伍一起行动，不惧危险支援抗战，大家在冯

庭义的领导下，为八路军做着各种保障工作。

刘国峰老人还给我们讲了刘志祥家养伤员的故事。

1938 年的一天晚上，八路军七团住在了王家台柳树沟，天

还没亮，八路军就连夜出发了。因为天黑路窄，一名战士脚踩

石子，脚底打滑，从墙上折了下去。头破了，腿折了，粮袋子

也摔破了。天亮后看到墙根儿一大摊血，洒落了一地小米。这

名战士是不能和部队一起出发了，做了简单的包扎后就托付给

了村民刘志祥家。刘志祥二话没说，就欣然答应了，并向首长

保证：“请首长放心，一定照顾好这名战士。”这个小战士姓张，

老家是河北张家口下花园人。小张住下以后，刘志祥一家人精

刘国峰老人讲述抗战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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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照料，家里鸡下的

蛋都给小张补养身体，

有时到山上逮着猎物

就给小张熬一锅汤。

家里人可以吃不饱，

但绝不让小张饿肚子。

家里仅有的细粮谁都

不准动，都留给小张。

小张非常感动。 

小张刚能下地就千方百计帮刘家干活，怎么拦也拦不住。

整天躺在炕上让人侍候着，小张实在是不习惯，更是不好意思，

心存感激，就多干点活回报，心里才能有个安慰。刘家把他当

成了亲人，他也把刘

家当成了亲人。邻居

一句话 :“刘家把小张

当成自己的儿子养。”

大山里绝大多数人都

很朴实、善良，刘家

养了一个八路军伤员，

大家知道了，好心的

邻居有时还端过去一

碗好吃的。小张出来

进去的，刘家也格外

照顾八路军伤员的刘志祥老夫妇

八路军战士养伤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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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警惕，自己家养的可是八路军的伤员，出一点儿问题没法

向亲人八路军交代。他们时刻提防着外人，只要有点儿风吹草

动，他就把小张藏起来。他们还研究了一条逃生通道，做好了

最坏的打算。一年以后，小张的伤彻底养好了，身体养壮了，

他光荣归队了。

（根据王家台村刘国峰老人讲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