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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红缨枪
,

矛尖光又亮。壮丁
带它去查路

,

儿童带它去站岗。 查路
放哨要留心

,

捉住汉奸不要放。 如若
鬼子进村庄

,

红缨枪请他尝一尝。 别
看小小红缨枪

,

坚持抗战打东洋。 ”

昨日，在淮滨县南城北大埂的一
个绿荫覆盖的院子里，

86

岁的抗战老
兵张华握着他的红缨枪又唱起了这
首《小小红缨枪》。

清晰有力的歌声瞬间把我们带到
了

70

多年前硝烟弥漫的齐鲁大地。

张华是山东省金乡县洛城村人，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张华只有
八岁。亲眼目睹日本鬼子对乡邻烧杀
抢掠，让小张华对日寇恨之入骨。

其时，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军民
团结一心，奋起抵抗，积极投入了抗
日救亡运动，并在各革命根据地，从
县到村， 普遍建立了少年儿童
组———儿童团。

从此， 张华不再是田间地头无
忧无虑的放牛娃， 而成为光荣英勇
的儿童团员，“抗日” 两个字深深地

烙在了他幼小的心中。

“拿上红缨枪站岗放哨，特别威
武！ ”当上儿童团员，张华最高兴的就
是，他有了属于自己的红缨枪，“我们
一边读书宣传抗日，一边轮流站岗放
哨。我们还帮助政府送信、送情报。前
线的伤员被抬到村子里，我们就一手
提药，一手提饭，给他们送去。 ”

“月儿弯弯
,

星光闪闪
,

我们都
是儿童团员。 站岗放哨

,

又当侦探
,

盘查行人捉汉奸。鬼子来到
,

我们就
跑

,

找到八路去报告。 领着八路
,

带
起枪刀

,

打退鬼子
,

把家乡保。 ”张华
边说，边哼起了这首《儿童团歌》。

张华说，这就是他们儿童团员生活
的最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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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年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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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儿童
团员张华带着他的红缨枪参加了新
四军，

1945

年，被编入杨苏纵队。 当
年，根据上级命令，杨苏纵队由冀鲁
豫开赴东北。在张华的记忆里，印象
最深刻的就是杨苏纵队开赴东北途
径遵化时解放遵化的那场战斗。

“遵化县城墙又高又厚，还有很

多隐蔽工事。 城墙外的护城河又宽
又深，易守难攻。 我们做了云梯，搭
在城墙上和先前到达的部队开始攻
城。日本鬼子和伪军居高临下，有的
直接推倒云梯， 有的用刺刀杀伤我
方战士

......

”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阳历新年
的前一天，夜幕刚刚降临。原攻城队
伍吹起响亮的冲锋号， 在激烈的枪
炮声和喊杀声中，突击队勇猛地冲
向城根。 与此同时，我们杨苏纵队
悄悄地从城西南角偷渡护城河。 竖
起了几十架云梯， 战士们手持短
枪、手榴弹，飞快地向城顶攀登。 敌
人调动主力疯狂反扑，此时，我军
已有一个排的兵力登上城墙。 浓烟
滚滚、火光冲天，我们登城战士与
敌人展开肉搏战

......

由于我方部队
攻城一次紧过一次，敌人守城无望，

放弃抵抗逃跑了。 ”

“城内的百姓敲锣打鼓，燃放鞭
炮，手举红旗，欢迎我们进城，那一
刻， 我又激动又难过。 为了解放遵
化，我的好多战友都牺牲了。我们连

180

人，都牺牲得差不多了。 ”

张华讲到此处， 用手抹了抹眼
角的泪水。

“从那时候起，我觉得我要替所
有牺牲的战友好好地活着。 ”之后，

张华参加了平型关大捷、 挺进大别
山、 淮海战役等等大大小小几百场
战斗，英勇无畏，最终和他的红缨枪
一起，迎来了新中国。

1953

年， 组织分配张华到淮滨
县新里区任武装干事。

1954

年，张华
又被派至武汉中央军校学习“联合兵
作战”。

1957

年，他回到淮滨，此后，张
华一直就留在了信阳工作。 离休后，

张华和老伴生活得安宁幸福。他喜欢
种树，院子里柿子树、石榴树、枣树绿
意盎然，累累的果实压满枝头。 院落
中还整齐地栽种着辣椒，黄澄澄的丝
瓜花绕着栏杆爬得老高。

老伴说， 张华最喜欢他的红缨
枪，走哪儿带哪儿。 果然，我们看到，

张华家中的相册里有很多张华的照
片，无论是英姿飒爽，还是耄耋高龄，

他手里都庄严地握着那支红缨枪。从
小小儿童团员， 成长为革命战士，红
缨枪见证了老兵张华的抗战岁月。

永
远
的
红
缨
枪

抗战老兵张华和他的红缨枪。 右为张华的老伴。 杨柳摄
本报记者时秀敏杨柳李浩

实习生刘荣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