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荣村完了？ 无一人伤亡
中枪的两个日本兵中，有一个

是小分队队长。 日本兵群龙无首，

加上当时羊山地区国民党兵也不时
地从火山口、一字岭等处放冷枪，给
日军以错觉，因怕遭围攻，于是连忙
收兵撤退。 但是撤退之前，日本兵
再一次将大量的手榴弹投入洞里，

并用几块大石头将洞口堵住。

海口党史研究室原副研究员王
万江认为，吴清芬所说的国民党军放
冷枪，正是日军当日从海口天尾港登
陆后，途经石山，由国民党叶丹青部
在当地用步枪进行了短暂的抵抗。

“附近的村民以为我们全村的
人都完了。 后来发现我们被困在洞
里，便赶紧把大石头撬开，幸运的
是，全村村民无一伤亡。 ”吴清芬老
人说。

从洞口出来后，已是凌晨四五

点。很多村民已经被吓得无法站立，

但更让人害怕的是， 一出来便听到
“劈里啪啦”的声响，放眼望去，村里
所有的房屋全被熊熊大火淹没。 玉
荣村的村民开始了再一次的逃亡。

大约过了几个月后， 日军发放
“良民证”， 不少村民再次回到玉荣
村， 此时， 日军发起了第二次“围
村”， 在村子的路口处架起了机关
枪。在大榕树下，日军让翻译员令村
民双手抱头、背靠日军蹲下，并撂下
狠话：“迷人洞已经放了毒气， 任何
人都不许再进去。 ”

“这个故事， 村民们代代相传，

我们和周边的村民都将其称为‘海
南农民抗日第一枪’。 ”吴清芬老人
说。这一抹红色的记忆已过经年，却
存留在玉荣村老少村民的记忆里，

刻骨铭心。 （据《海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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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人洞”里的抗日枪声

昌平婆跑丢了日军起疑心
玉荣村坐落在海南岛的西北

部，距秀英港十公里，距老城东水
港七公里。 它与绕城高速公路擦
肩而过，是羊山地区的边缘，也是
西部进入羊山地区的必经之地。

记者一行从海口国家地质公
园入口方向驶入玉荣村， 村子不
大，只有

13

户人家，低矮的围墙
尽是由古老的火山岩石堆砌而
成。 在村子的入口处，吴清芬指着
一片空地告诉记者， 这就是他当
年与小伙伴玩耍的地方， 此处原

有四棵百年大榕树，郁郁葱葱，十
几个人都抱不过来。 农闲时节，也
是村民纳凉、谈天的好去处。 故事
就从这片空地开始。

1939

年
2

月
10

日当日，周边
涌入玉荣村的村民让原本并不大
的村庄变得闹哄哄。

“阿爸阿妈这时从屋里跑出
来‘抓’我，其他人也来找小孩，十
分混乱。 ”当时年仅

4

岁的吴清芬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能紧紧
地拽着妈妈的手跟在后边跑。 此

时， 突然有一个声音高喊：“快进
地洞”， 村民便相继往榕树旁

500

米处的地洞跑去。

地洞的入口就在玉荣村的西
面。 入口处杂草丛生，若躲进去后
盖上石头再撒些红泥土， 加上原
本茂密的榕树枝桠掩映， 从外面
看不出“内里乾坤”。

但是， 行踪还是败露了。 村里
60

多岁的昌平婆因为跑得慢，被日军
发现了，追着追着，昌平婆竟突然消
失了，这就让日本鬼子起了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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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尘封已久的红色记忆。

1939

年
2

月
10

日， 在海口石山镇玉荣
村，曾因“一个意外”引得刚登陆海南的
日本鬼子进村、围村，在村口附近的“迷
人洞”里，

90

多个村民、四把“单响长枪”

与拥有枪火弹药的日军小分队展开生死
搏斗。

78

岁的吴清芬是玉荣村为数不多
亲历过这段红色岁月的老人， 他想将这
段鲜为人知的村民自发抗争的红色精神
传承下去。故事讲述后，他心头的这份沉
甸甸的责任感似乎也如释重负。

1939

年
2

月
10

日， 正是太阳快要
下山的时候。海口石山镇玉荣村里，几个
小孩正在大榕树下玩耍， 大树边上拴着
的老黄牛正埋头吃草， 偶尔蹭蹭腿摇摇
尾巴。 这似乎是再寻常不过的一天。

然而，就在这一天，日军从海口天尾
港强行登陆海南岛。 “日本鬼子来了，又
烧房子又杀人，大家快跑啊！ ”四周逃难
的村民纷纷涌入羊山地区，边跑边喊。苦
难很快波及到了玉荣村。

“我每次看到抗日题材的电视剧，都
觉得和乡亲们经历的一模一样， 看到日
本鬼子欺压百姓时总是气得直跺脚。 ”

2013

年，

7

月
13

日，《海南日报》 记者跟
随

78

岁的吴清芬老人旧地重访。吴清芬
老人是位退休干部，他告诉记者，去年，

村里亲历过抗战的最年长的老人去世
了， 将家乡的红色精神传承给年轻一辈
的“担子”就落在了他的肩上，这也是他
多年的心愿。

迷人洞中有乾坤
原来， 昌平婆和全村上下

90

多个人就躲在这个被村民们称为
“迷人洞”的小山洞里。 当然，如果
没有昌平婆这个意外， 或许就没
有后来村民与日军的正面交锋。

“‘迷人洞’ 的叫法村里自古
有之，是因为此洞只有一个出口，

洞里崎岖弯路多，走得深了，就如
迷宫一般，未必出得来。 ”吴清芬
老人说。

在村民的引路下， 记者踩着红
色的泥巴穿过茂密的草丛找到了仅
有五六十公分宽的洞口。由于当天刚
刚下过一场大雨，地表与地下温差
大，洞口处正冒着袅袅水汽。 初探
洞口，一片黑暗，扑面而来的是一

股湿气。 记者和村民们戴上头灯，

猫着腰、缩着头，一步一步艰难地
挪进洞里。 但是，往前挪大概五六
步，一处二十多平方米的“大厅”

让人顿觉豁然开朗。 此刻，随行的
人可以半蹲着腰行走自如。

洞口“迷人”的地方不仅仅是
在这一处的别有洞天。 往洞口的西
面看， 头顶上的石头形状各异，还
不时地在滴水，透过罅隙可以“监
视”洞口处来者何人，十分隐蔽。

往东面看，洞内盘根错节，每
一个狭缝似乎都是一个入口。 据
53

岁的村民吴钟宛说，“往里走后
面还有一个‘大厅’，有六七十平
方米大小，要平躺着进去。 我小时

候曾经爬入洞口深
18

米处，后来
就不敢再往下爬了。 ”当时，村里
的乡亲就是分散躲在洞内。

海南资深水文地质专家李福
曾多次到“迷人洞”调研考察，“我
曾经在里面待过三个多小时，可
谓冬暖夏凉。 ”李福说。 他分析，

“迷人洞” 地处羊山地区火山口
群。 火山岩的形成有两种，一种是
岩浆溢出来，一种是火山口爆发。

“迷人洞”的形成属于“溢流”。 即
岩浆溢流出来时比较厚， 外表凝
固，流的过程中开口裂开，再从开
口流出来，里面就空了，形成了地
洞。 此处的火山口， 经过年龄测
试，已有七千年的历史。

单响长枪勇杀敌
如此隐蔽的地洞， 让当时尚

未熟悉地形的日军费了不少劲。

“当时进村的日本小分队大
概有

30

人， 从傍晚五点左右进
村，到晚上八九点才找到洞口。 ”

据吴清芬及村里的老人回忆，一
开始， 日本人抓住本地的带路农
民向洞里喊话， 企图让村民们都
出来，但村民按兵不动。 紧接着，

日本鬼子便将洞口炸开， 用机枪
向洞内扫射，但仍不起作用，于是
他们又向洞里投下大量的手榴
弹，烟火滚滚，呛得洞里的村民喘
不过气来。

此时， 洞里的村民仅持有四

把汉阳兵工厂制造的单响长枪，

面对洞外日本兵的炮枪弹药可谓
实力悬殊。 村里有个叫吴坤成的
长辈， 也正是此人在关键时刻让
村民们躲进地洞。

“阿公当时五六十岁，个子不
高，但是说话在村里很有分量。 ”

吴坤成的孙子吴清凤告诉记
者， 面对这样的形势， 阿公发
话：“兵分两站， 每站四人每两人
一支枪，坚持防守，如果他们进洞
就打。 ”

果不其然， 正当日本兵轮番
轰炸仍然不见动静时， 在洞口的
西侧， 透过石头空隙监测敌人的

吴坤成发现， 有一个探头探脑进
来的身影。 “打！ ”吴坤成公一声令
下， 原本时好时坏的单响长枪此
刻发挥了作用， 探身进来的身躯
倒在了血泊里。 吴坤成很快让原
本在洞口西侧的第一分队往洞内
撤兵，躲到洞口东侧。

不久， 又有五个日本鬼子进
入洞里“大厅”处，用手电筒四处
乱照。 敌人在明，村民在暗，又是
一个有利射击的机会。 吴清芬说，

他曾听老人讲述：“这时吴坤成大
喊：打！ 于是四支枪齐打响，结果
打倒了两个日本兵， 其他三个日
本兵赶忙向洞口爬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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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人洞洞口狭小，仅有五六十公分宽，周边杂草
丛生，十分隐蔽。 吴强摄 迷人洞入口处一个二十多平方米大小的“大厅”。 吴强摄

（迷人洞） 海口玉荣村、玉荣洞位置示意图。 王凤龙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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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荣村靠近海口火山口地质公园，村里围墙多
由火山岩堆砌而成。 吴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