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1 年，我出生在古山村。日
军入侵永康后，我们逃避日本人
的次数就多起来了。当时我读小
学，老师经常带着我们躲到山林
中上课。我们被日本鬼子闹得根
本没有心思读书。

第三天，母亲因惦记家里的安

危，拒绝姑妈的挽留，硬是带着我

和弟妹回到家里。我们见到的是

满目疮痍。

古山整个上半处被鬼子烧

得只剩断垣残壁，数千人无家可

归。粮食也被抢光了，一些老人

和妇女坐在废墟上哭，咒骂日本

鬼子的蛇蝎心肠，一些人则在瓦

砾中寻找着尚可利用的物品。

我家位于古山下半处，虽房

屋幸免未被炸被烧，但是家中的

粮食财物被鬼子洗劫一空。屋子

里的瓶瓶罐罐散发出一股股恶

臭，可恨鬼子在抢走粮食和物品

后，就往里面拉屎撒尿。

那年我爷爷 68 岁，眼睛几

近失明。鬼子洗劫走后，爷爷一

个人先跑回家做饭吃。他点燃

稻草塞进灶膛，灶膛内突然发出

子弹的爆炸声。这又是日本鬼

子干的坏事，想祸害老百姓。幸

亏爷爷没有被鬼子的子弹射中。

日机轰炸古山过后两个月的一

天，刚好是古山集市。中午时分，一

架日军飞机突然从县城方向往古山

飞来，大家拼命往村外逃跑。这时，

敌机从后溪滩飞掠而过，这次扔下

的不是炸弹，而是一些纸片。

我捡起一张，上面竟然写着“日

本飞机，不轰炸，不扫射。”原来是鬼

子的宣传单，鬼子竟想在杀人放火

后欺骗大众，掩盖罪行。谁会信！

爷爷点火烧饭,突然灶膛内发出子弹的爆炸声

鬼子轰炸古山后发传单掩盖罪行

1942年4月12日下午2点多

钟，大家在村口聊天，突然响起警

报声，我们紧急往村外转移。在我

们逃跑过程中，三架日本飞机飞到

了古山上空。其中一架飞机向我

这边俯冲过来，一梭子弹射过来，

在我旁边的水塘里激起一连串浪

花。我害怕极了，立刻俯卧在塘岸

边，一动不敢动，生怕敌机转过头

再次向我扫射。敌机在离我约500

米远的胡振华家扔下一个燃烧弹，

立即燃起了熊熊大火，房子化成了

灰烬。

这次空袭，在古山的文长星

岩 石 下（现 市 第 二 人 民 医 院 附

近），有多人被敌机炸死炸伤，场

面惨不忍睹。

当天傍晚，母亲带着我和弟弟

妹妹，逃到芝英镇岘口村的姑妈

家。吃过晚饭，姑妈就带着我们往

后山的一个大石洞里躲藏。岘口

村许多村民也躲在里面。我们躲

进山洞不久，鬼子就进村扫荡了。

当晚，我们就在山洞内住下。

第二天，我们朝着古山方向

望去，只见浓烟滚滚，天空灰蒙蒙

的，我们的家园在燃烧。

远远地朝古山方向望去,我们看见家园在燃烧

口述 胡忠钦 整理 记者 徐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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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章凤溪
整理 记者 程高赢

日寇入侵永康后，有小分队长

期驻扎在黄棠村，经常下乡扫荡，

所到之处烧杀掳掠，鸡犬不宁。

听到日寇要来扫荡，我们一

家老小跟村里人一起出逃。人再

多也不敢走大路，只能偷偷地沿

着小路往历山方向跑，最后躲到

历山附近的山洞里。这一躲就是

几天，大家忍饥挨饿，等到日寇撤

走才敢回家。我记不清出逃了多

少次，有时候全家人逃到新店的

姑妈家里躲避。

一次，我们回到村里，发现家

里养的鸡、鸭、猪、狗都被日军抢

走，部分村民的房子被烧掉。没有

出逃的老人、小孩被日军杀害，几

个壮年则被抓去修铁路，生死不

明。我清楚地记得，章正法的母

亲，章正峰的姐妹和女儿惨死在日

军屠刀下。好几户村民被害得家

破人亡。还有一次，日军在我家院

子里架锅做饭，柴火把木结构的老

房子熏得发黑，家里被糟蹋得一塌

糊涂。直到今天，我看到那木板就

会想起那段经历。

村民们对日军唯恐避之不及，

在村口安置了一口大钟，只要日军

一来，马上就敲钟报警，全村人一

起出逃。原先村民们以种稻为生，

日寇来了以后，我们农活也干不

了，天天守着这口钟。这样提心吊

胆的日子过了好几年，直到日本人

投降。

日寇杀害无辜 村民四处逃难

1919 年，我出生在石柱镇下里
溪村，今年已 96 岁高龄。我亲眼看
见日本鬼子的凶残行径，永远也忘
不了。

1934年，我出生在城区山川坛。
父母在南溪边开了一家染坊。1942
年，日本鬼子入侵永康，我才8岁，许
多事却记得很清楚。

日机空袭永康城 敲钟人被炸死
口述 许德龙 整理 记者 徐庆丰

躲日本人逃到农村，家中顾客的布料被偷
那时候，大家怕日本鬼子，一

听到风声就拖家带口逃难。我家

开染坊，附近村庄都有我们的客

户。前几次逃难，父母带我逃到江

南街道山后卢村的一位老奶奶家。

过了一两天，逃难的人陆续

回城，我们也回到自己的家。染

坊的门锁被撬了，一些客人拿来

染的布料被洗劫一空。开始我

们以为是日本鬼子拿的，后来发

现是一些社会上的混混趁火打

劫。再怎么好的锁，也锁不住这

些贼骨头。后来逃难时，父亲就

把没有染的布都泡到染缸里，这

样就不会被拿走了。事后父亲

用稻谷补偿给客户。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父亲

走路都是眼观四路、耳听八方的。

一次，父亲在路上遭遇日本鬼子，

幸亏父亲机灵跑得快，躲进了附近

的庄稼地里，才逃过了一劫。

躲在石板下的农民被日本鬼子开枪打死
有一次，李店村三个农民结伴

去办事情，突然看到几个鬼子从桐

琴方向过来，其中一个军官模样的

还骑着马。因为躲避不及，3人就

跳到附近的一个水沟里，战战兢兢

地躲在水沟的石板下。可是很邪

门，驮着鬼子的那匹马走到水沟的

石板上，就停下来不肯走了，马蹄

还在叩击石板。鬼子透过石缝往

下看，发现下面有人，就拿起枪往

石缝中射击。鬼子放了几枪后就

离开了，躲在石板下的一个村民当

场被打死了。

从 1939 年开始，日本飞机几
次空袭永康城，不少老百姓被炸死
炸伤。为了及时提醒大家，当时国
民政府在城区的十字街口设置了

一口150多公斤重的警报大钟，有

位小伙子专门负责敲大钟报警。

1942 年初夏，日本飞机又来空袭
永康城。敲钟的年轻人刚刚敲完
钟准备撤离，这时，日军飞机已经
盘旋在上空，一个炸弹扔下来，大
钟被炸得支离破碎，年轻人也不幸
遇难。

敲钟人被炸死后，永康城就
再也没有设立过警报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