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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贫幸遇爱才校长

1919 年，冯大聚出生在郏县县城
一个普通家庭。他 8 岁那年，父亲便
撒手人寰，母亲靠替人缝补衣服拉扯
他和弟弟过活。他知道家里穷，没敢
向母亲提上学的要求。隔壁有个私
塾学堂，他就天天坐在私塾门前偷
听。

有一天，私塾老师发现了，就问
他：“你想不想读书呀？”他可怜巴巴
地说：“想！”于是，私塾老师找到冯大
聚的母亲：“你给孩子买本《三字经》
吧。”“可我没钱给你交学费呀？”母亲
为难地说。“不用交学费，只要你让我
免费用你家的水就行了。”就这样，冯
大聚勉强读了一年私塾。

后来，郏县文庙办起了小学，母亲
送他去上学。老师面试，让他读一年
级的书，他读得很熟练；又让他读二年
级的书，依然很流畅。于是，老师让他
直接上了三年级。当时郏县只有两所
小学，没有初中。小学毕业后，他到县
保安队做过一年“帮写”，后来又到一
家卷烟厂做记账员，成为一名月薪30
元的工人。

1934 年，郏县堂街镇有人办起一
所私立中学，同学替冯大聚报了名。
碍于同学情面，冯大聚去参加了招生
考试，没想到竟考了第一名。不过，他
原本没打算上初中，开学几天了，依然
在卷烟厂上班。

“第一名”没来上学引起了校长张
秀生的关注，他到卷烟厂找到了冯大
聚。当校长听他说上不起学时，当即
建议他半工半读。于是，他每天先上
班，给工人发装烟材料，然后再去上
学，放学回来再记账。一个月后，英语
老师不乐意了，因为他上课老迟到，英
语跟不上。

校长爱才，得知情况后，干脆对他
说：“你别干工人了，把行李搬到学校
吧。”“那没钱咋上学？”“你在学校图书
馆一边打工一边上学，我也给你发30
元工资。”就这样，冯大聚搬到了学校，
正常上课，课余做图书管理员。

“当时这30元工资，我吃花不完，
每月还能拿回家里补贴家用。”至今，
冯大聚老人回忆起当时，对校长张秀
生仍充满了感激：“我得到了校长的大
恩惠，他死的时候，我专程赶去吊孝。”

就这样，冯大聚在这所私立中学
半工半读，度过了3年最美好的时光。

抗战老兵冯大聚：

公路伏击，活捉18个日本兵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18岁的冯大
聚初中毕业考试已结束，正在学校里等待
省教育部门颁发毕业证书。

老人记得：“当时学校罢课，工人罢工，
全国掀起了抗战热潮。我们学生们都上街
游行，高喊‘打倒日本，唤起民众’。”

一天，有一名军官到学校演讲，满腔悲
愤地说：“大家都学过‘国家兴亡，匹夫有
责’，如果我们不抵抗，中国就会亡国灭
种！”听得冯大聚和同学们热血沸腾，纷纷
表示要上战场跟日本人拼了。

当时郏县隶属许昌专区，随后，冯大聚
和十几个同班同学，一起来到位于许昌的
20军司令部，要求为国出力，上阵杀敌。由
于当时的国人初中毕业者不多，他们作为
有文化之人被安排进了干部训练班。

3个月的军事训练之后，冯大聚被安排
做抗战宣传。因为字写得好，他的任务是
每天在墙上写抗战标语。

“这样能抗日？没有枪，也不打仗。”渴
望走上战场，与日军正面作战的冯大聚在
写了几个月的抗战标语之后，决定离开。

他和 6 名同学一商量，坐火车一路向
南，寻找他们心目中真正的抗日战场。

他们先到武汉，后来又到广西柳州的71
军报到，要求参加对日作战。71军看到他们

是一帮初中生，没有让他们作战，反而把他
们编入了部队的话剧团。

冯大聚深为失望，他听一名老乡说，花
园口被炸开后，河南已成一线战场，国军和
日军隔着黄河对峙，要想打仗，回河南才是
正途。

1938年，冯大聚又辗转回到郏县，那时
已是全民皆兵，18岁以上的男性公民几乎
都参加了郏县抗敌自卫团。 他成为郏县
抗敌自卫团第 12 连副连长，每天带兵训
练。后来，他又改任郏县国民兵团后备第
三中队中队长。这属于地方部队，并非国
民党的正规军团。

老人在自写的一段回忆录中，曾写过
一段日军飞机扫射郏县庙会现场的情景，
当时 100 多名无辜百姓惨死，他带兵到现
场进行救援。这段回忆录的最后，老人总
结道：“许多被害者的家属大哭小嚎，令人
惨不忍睹，日寇实属罪大恶极，天良丧
尽。”

1941年初冬，冯大聚一直盼望的和日军
正面作战的机会终于来了。郏县国民兵团
接到第一战区长官部的命令，要求配合国
民党第13军作战，阻击一支准备西进的日
军。

冯大聚终于找到了杀敌的战场。

投笔从戎，寻找杀敌战场

活捉18个日本兵

此次阻击，郏县团共有9个连参战。
凌晨4点，准备好枪支弹药，带上几

个馒头，冯大聚带着100多名连队士兵出
发了。他们步行几十公里，奉命赶到襄城
县王孟寺一带，伏击日军。

根据作战指挥部的命令，赶到伏击地
点之前，他们还要挖沟破坏公路。于是，
冯大聚带着战士们在公路上挖出几十个
4米深、4米宽的深沟，阻断日军西进的交
通线。

下午6点，连队完成了挖沟任务，隐
藏在路南一个村子里。晚上8点多，冯大
聚带着战士埋伏在构筑的工事里待命。
不一会儿，他们发现了汽车灯光，随即十
余辆装甲车过来了，这是敌人的先头部
队，后面跟着步兵。

按照指挥部的指示，信号弹响了之后
才能开打。战士们端着枪，子弹都上了膛，
冯大聚叮嘱战士：“不准抢打，不准急打！”

指挥部的硫磺弹升空响起后，炮弹顿
时如狂风暴雨打向敌人的战车。日军遭
到突然袭击，乱成一团，但很快开始反击，
战车纷纷开始调头后撤。

打头的战车变成了最后一辆，它调头
的时候被重炮击中车尾，这辆车正好在冯
大聚连队的阵地上。只见战车摇晃一下
侧翻在路上，冯大聚一声令下：“三排掩
护，一排二排随我上！”随即，他身先士卒，
第一个冲向了战车。

离战车只剩几尺远了，朝上的车门里
伸出两只胳膊，接着一个人露出了半截身
子。冯大聚心里一惊，随即手中的三八盒
子手枪叭的一枪，打中这个日本鬼子的胸
部，只听扑通一声，鬼子掉在了地上。

冯大聚又掏出腰间别的手榴弹，拧开
保险盖，扔进了车厢。警卫员又递给他一
枚手榴弹，他又扔进了车厢，随着两声闷
响，车厢里炸开了锅。

冯大聚命令战士把守车厢后门：“抵
抗者击毙，不抵抗抓活的”。

有战士用手电筒一打，只见车厢里血
肉横飞，一堆日本兵乱成一团。战士不会
说日语，用手比画着喊：“上来，快上来！”
日本兵纷纷举起双手投降，一个个被拉了
出来。

冯大聚让排长数了数，一共活捉了18
个日本兵。

战士们上车将血泊里的两挺轻机枪
抬了下来，冯大聚从打死的那个日本兵身
上搜出一把65式小手枪，打开一看，里面
还有5颗子弹。

这时，一名国军团长骑马而来，说：
“连长呢？哪个是连长？”战士一指冯大
聚，他连夸：“指挥得好、打得好！”

战士们清理战车，把炸得残缺不全的
敌人尸体弄出来，由于没法查，仅查人头，
发现一共打死了11个日本兵。

“打死11个，活捉18个，好样的！”国军
团长对冯大聚竖起了大拇指，命令他们继
续在阵地待命。随后，战车和俘虏被带走。

打了一场大胜仗，冯大聚和战士们这
才放松下来。这时他们才发现已经一天
没有吃饭了，纷纷掏出带的馒头啃起来。

那天的后半夜飘起了雪花，他们一直
在阵地上待命至凌晨两点，指挥部的战报
传到了阵地上，排长向大家宣读：“……这
次战役打得很好，发挥了国军与地方军联
合作战的优势，特别是连长冯聪民指挥得
当，缴获战车一辆，打死11人，活捉18人，
战果喜人！”

至今回忆起当年的英勇，97岁的老
人仍然激动不已，不少细节仍深深地镌刻
在老人的记忆里，连当年的战报他都能大
致背出来。

冯大聚向大家朗读自己写在烟盒纸上的抗日诗歌。闲暇之余写诗，是冯大聚最大的
爱好。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上篇）

70 多年前，在国家民族危
难之际，18 岁的郏县青年冯大
聚（学名冯聪民），怀着满腔热
血，毅然投笔从戎，走上抗日战
场。他英勇杀敌，身经百战，经
历了8年抗战全程。

在抗日战场上，他带兵活
捉 18个日本兵，也险些被装死
的日本兵砸死。

如今，97 岁的抗战老英雄
豪气依然不减当年。8 月 26
日，记者来到郏县县城经四路
一处普通庭院，听这位抗战英
雄讲述当年那些刻骨铭心的往
事。

本报记者王春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