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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深处的新四军医院

在河区董家河镇的大山深处，几
处旧院落， 在绿树掩映下， 显得格外古
朴、静谧———这，就是抗战时期设在三角
山村的新四军医院。

7

月
23

日，大雨倾盆。 当天上午，

在河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廖家宽的
陪同下，记者一行沿着蜿蜒的山路来到
了三角山村。

三角山医院由几排砖瓦结构的平房
组成，是清末当地农民所建的民房，土砖
黑瓦，每间房屋长

5

米、宽
4

米，建筑总
面积约

4800

平方米。

“三角山医院所在的民居都是当年
家境比较殷实的群众的房子， 院部为地
主的房子，院落很大，设计精巧，回廊、门
窗、屋脊都有精美的砖雕、木雕和石雕装
饰。最大的宅子有四进深，房子具有浓郁
的豫南民居特色。 ”廖家宽告诉记者。

清代民居可以用“曲径通幽”来形
容，穿过一个又一个门，转过几道弯，记
者一行走进一家现在仍有人居住的民
居：院子里种满了花花草草，爬上墙檐
的绿藤繁茂葳蕤，紫红的小葡萄生机勃
勃……古朴的院落散发着浓郁的自然气
息，静谧、温馨。

走进房子里， 只见一些陈旧的家具
静静地摆放在那里， 似乎在诉说着抗战
岁月里的故事……

这家男主人名叫钱世坤， 是民居第
一任主人的第四代后人。 他妻子说：“这

房子在
1945

年曾是新四军的医院所在
地，土改后被收走，由于是老祖宗留下的
东西，我们觉得应该继承下去，所以，解
放后， 我们钱家就又把这套房子买了回
来。 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守在这里。 ”

“

1945

年春， 新四军五师将医院从
谭家河迁到三角山，院部设在娄子湾，病
房设在前湾，分两个所，一所在钱家大湾
为门诊部，二所在陈家湾、赵家湾为住院
部，医务人员有

50

多人。 ”关于三角山医
院， 廖家宽告诉记者，“当时医院病房紧
张， 老百姓自发把房子腾出来给伤病员
住，所以就形成了部队医院群。 当年秋，

医院迁走。也就是说，医院设在此有
5

个
月左右的时间。 ”

走出钱世坤的房子，再往左拐，记者
一行走进一所大院子， 这是一个四合院
式的院落。 据介绍，

1945

年，这里是三角
山医院的办公场所， 病房都分布在附近
各个民居里面。

在这里，记者见到了
84

岁的钱世政
老人，

1945

年，他只有
14

岁。 当年，他家
也腾出一部分房间给部队医院使用。

说起新四军医院，钱老有点儿激动。

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还清楚地记
得，我家当时住的有孙院长、张医助、罗
医助、卫医官，司药的负责人秦医生，还
有司药员李广大。 印象最深的还是李广
大， 他是湖北人， 当时和我年龄差不多
大，我们是很好的小伙伴。 后来，医院迁
走后，他还给我写过信呢！ ”

据钱老回忆， 当年部队医院里的杯
子上写有“黄陂”字样，好多医生和护士
都是湖北人。 “医院的医生和护士都很

好，为了帮助伤员尽快康复，他们把有营
养的东西全部给伤员留着， 自己吃得很
少，而且能将就就将就。孙院长还自己养
羊，挤羊奶给伤员们喝。 ”提起往事，钱老
不禁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

当年， 他亲眼看到一个关节中了三
颗子弹的营长

,

整个腿被锯掉，主刀医生
是孙院长和卫医官。 为了能让营长伤口
尽快愈合， 医生们想方设法为他找来有
营养的食物，精心照顾。 “那时候，看着营
长搂着自己被锯掉的腿紧紧不放， 我们
心里都不是滋味儿。 ”说这话时，钱老眼
睛红红的。

当时在后方支持抗战的， 不仅仅是
三角山医院里的医生， 更有三角山的村
民。

“当时村子里还成立了妇救会，我的
姑奶钱宗芳任会长， 母亲陈德荣是会员
之一，她们主要给部队做鞋子。由于经常
行走于山间，战士们的鞋子很容易穿坏，

能收到新的鞋子，他们非常高兴。 ”钱老
说，“当时的赵家湾、钱家大湾、陈家湾、

娄子湾都有病号， 老百姓经常帮助医院
杀猪，为病号补充营养。 ”

离开三角山医院前，廖家宽指着不
远处的山路说：“大约再走十几分钟的
路程，前面就是新四军五师枪械修理站
旧址，当时部队用坏的枪支都被送到那
里集中修理。 如今，这里已成为居民的
住房。 ”

回去的路上，雨渐渐小了。 随着车
子的开动，三角山医院渐行渐远，而记
者脑海中三角山医院的故事却越来越
清晰……

本报记者栗萍郝光
胡瑜珊马迎春

�

在河区
董家河镇三角
山村，曾坐落着
一座新四军医
院， 院落很大，

设计精巧，散发
着浓郁的自然
气息， 土砖、黑
瓦、 陈旧的家
具， 还有

80

多
岁的村民，向我
们诉说着半个
世纪前的抗战
故事。

三角山医院旧址。 本报记者郝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