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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安放的灵魂 难以磨灭的记忆

———探寻三里店“万人坑”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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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1938

年
10

月
12

日，信阳沦陷，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淫，无恶不
作，信阳三里店“万人坑”便是日本侵略者罪行的铁证之一。如今，亲历那段悲
惨岁月的人们已经一个个相继离去，真相也将随着他们的离去而湮没在历史
的风尘中。 为了留住真相，还原历史，清明节前夕，记者走访了那段历史的见
证人，听他们讲述那段悲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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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前夕，一座碑终于在信阳三里
店“万人坑”遗址上树立起来了，遗憾的
是，蔡静远老人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幕。

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之一，蔡静远
老人已于一年前离开了人世， 临终前，老
人的遗愿便是在“万人坑”遗址上树立起
这座碑。

当这座碑树立起来的时候，头发已经
发白的

60

多岁的段长兴老人沧桑的眼角
溢出了泪水， 他是这件事的积极参与者，

为此他奔波了
8

年。 看着这座碑，老人悲
喜交加， 喜的是这件事终于有了结果，而
悲的是这段悲惨的历史已经渐渐被人们
所淡忘。

如今，在风光旖旎的河河畔，也许
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经掩埋着中国军民
的万余具尸骨。

1938

年
10

月
12

日，信阳沦陷，在此
后日军占领信阳的

7

年时间里，仅在河

南岸三里店附近，被日军集中屠杀、活埋
的信阳军民就达

1

万余人。

20

世纪
90

年代初，原信阳市玻璃厂
成立时搞基建，在这里曾挖出堆积如山的
白骨，现场惨不忍睹。

据蔡静远老人生前回忆，

1992

年
7

月，日本友人关根庄一先生为反击日本
右翼侵华反华谬论，来到中国收集日本
侵华罪证，当时他按照《豫变史略》一书
提到的有关日军在信阳柳林屠杀中国
人民罪行的事情来到信阳柳林调查，但
无果。 他又来到信阳当时的地区外事办
进行询问，他们便查找信阳当地八旬以
上老人进行座谈，当时的蔡静远老人也
参加了座谈。 事后，蔡静远老人带着关
根庄一来到三里店原玻璃厂参观，当时
玻璃厂门外还有建厂时挖掘出来的人
头骨和肋骨，关根庄一说：“为什么不立
一座碑呢？ 让我拍张照片，更好地证明

这里是屠杀中国人民的‘万人坑’。 ”

此后，蔡静远老人多方奔走，积极呼
吁在“万人坑”原址上树立一座“万人坑”

碑。 之后，一些惨遭日军屠杀的死难者的
亲属及部分热心市民集资撰文并刻写了
一块“万人坑”碑，打算立在原址上，但因
多种原因，这块碑一直没能立起，并且在
之后的岁月中辗转不知所终。

2006

年，在信阳市文化局的帮助下，

这块遗失多年的“万人坑”碑终于在市区
的一个花坛内找到，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这块本该早就树立起来的碑，却因种种原
因不得不沉睡在一堆乱石之中。

2011

年
7

月， 蔡静远老人已经
90

岁高龄，老人的心里越来越惦记这块碑。

在他的委托下， 段长兴老人和几位八路
军、新四军的后人再次找到了这块碑，并
将之拉到三里店“万人坑”的原址上，可
是由于此处土地所属问题， 碑还是无法

立起。

2012

年，

91

岁高龄的蔡静远老人带
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他没能亲眼看
到这块碑树立起来。

蔡静远老人生前曾说，他希望有关
部门能为这块见证历史耻辱和惨痛的
碑找一个适当的地方永久树立，一是告
慰地下的魂灵；二是让信阳的子孙后代
永远铭记那段屈辱的历史；三是激励后
人，把碑立在人们心中———落后就要挨
打，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就没有幸福
安定的生活！

为了完成蔡静远老人的遗愿， 段长兴
老人和几名八路军、新四军的后代通过多方
奔走，积极呼吁，终于在今年清明节前夕，将
碑树立在了三里店“万人坑”遗址上。

段长兴老人说：“牢记历史， 不忘过
去，珍爱和平。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应该
有一座这样的‘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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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已经立起的碑前，段长兴老人
思绪依旧不能平静，对他来说，将碑立
起来只是第一步，如何更好地保护这个
遗址， 用这个遗址去教育更多的后来
人，是段长兴老人一直操心的事。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
断魂。 ”又是一年清明节，当人们在龟
山公墓祭奠自己的亲人时，也许他们

不曾想到，在龟山脚下长眠着一万多
具无名的尸骨，因无处安放而渐渐被
人们遗忘。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这是一段悲
惨的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了

70

多年，

但这种惨痛依旧留在人民的心中。

段长兴老人说，这段悲惨的历史
是中国人民脑海中的一场噩梦，唯有

勇敢地面对这场噩梦， 才能更好地去
实现美好的“中国梦”。

他希望政府部门能够更加重视起
来， 将此处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
行保护， 让更多的后来人了解这段历
史，更加珍爱和平。正如蔡静远老人写
的诗句那样：唯求两国睦邻好，人民世
代颂其功。

一座终于立起的碑

一段难以忘却的历史

本版策划刘翔执行人员熊晓辉李秋艳

一位白发老者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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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那场惨痛经历的少数健在
的亲历者，

85

岁的张万银和
81

岁的
李秀清夫妇听说记者想要记述这段
历史，思绪久久不能平静，童年的记
忆像噩梦一样浮现在老人的脑海中。

“隔着河，我们远远地躲在围墙
后面，只要看到有亮光一闪，那就是
小鬼子们在杀人……”李秀清老人说
道。 那个时候她还是个十来岁的小姑
娘，“杀人”对她来说，是想都不敢想
的事儿，可是她却亲眼目睹了日军屠
杀中国人时的惨状。

“就在那儿挖了一个好大好大的
坑，隔几天就用军用卡车拉几大车人
在那儿砍杀……” 李秀清老人指着
“万人坑”遗址说着，那些被车拉过来
的人都被绑着， 眼睛也都用黑布蒙
着，全都跪在挖好的坑边，四周站着
拿枪的日军，刀落在被砍者的脖子上
之后，也不管砍死没砍死，就直接用
脚一踹，踹到坑里。 一批杀完了，他们

就随便扒拉点土草草掩盖， 然后扬长
而去。

“就那样一批一批地杀，都不知道
到底杀了多少，数都数不过来。 ”李秀
清抹着眼泪说道。

比老伴儿大
4

岁的张万银老人，

那个时候是个放牛娃。据他回忆，一次
他在河北岸的河滩上放牛， 远远地
看见日军又开始杀人了， 有两个人在
这场屠杀中侥幸逃脱， 但不久后其中
一个人就死了，有人说是被吓破了胆。

另外一个人不知道后来是生是死，但
是为他指路的一个挑水人被追过来的
日军打中了腿部。

“自从见过那次事之后，就再也不
敢去那儿的河滩上放牛了。”张万银老
人告诉记者，当年目睹“万人坑”大屠
杀真相的人， 如今除了他们夫妇俩和
黄山林老人，已经所剩无几了。

在张万银老人的指引下， 我们在
龟山脚下的菜园里见到了

78

岁的黄

山林老人。

“昨天，我路过时看到碑终于立起
来了，昨晚我一夜没睡，一直在想当年
的事儿……”虽然那个时候的他只有七
八岁，但是对于那段记忆却刻骨铭心。

据他回忆，到处都是恐怖的气息，

老百姓都被吓怕了，听到日军来了，家
家户户都锁门闭户， 没有人敢跑出去
看，哪怕被杀的有自己的亲人，也不敢
过去收尸，只能在家里默默地哭。

“很多没有掩埋或者没有埋好的
尸体都被野狼、野狗给吃了，山上到处
都能看到被吃剩下的骨头， 根本没法
看……”黄山林边比画边说，只有等日
军杀完人走了之后他们才敢悄悄地跑
到杀人现场看———到处都是血， 还有
他们用来擦血刀的布和没有掩盖完全
的尸体，惨不忍睹。

据黄山林老人回忆，“万人坑”只
是其中一个大一点的杀人地点， 像这
样的杀人地点信阳市区就有

7

个。

李秀清和张万银老人给记者讲述“万人坑”的故事。

一位白发老人在碑前悼念。

黄山林老人（右一）给记者讲述那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