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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抱起那个受伤的婴儿，看到伤口包扎得

很好，孩子安详地睡着，我嘱咐医生和警卫员，好

好护理这个孩子，看看附近村里有没有正在哺乳

期的妇女，赶快给孩子喂喂奶。那个稍大些的孩

子，很讨人喜欢，我牵着她的手，拿来梨子给她

吃。小孩子还挺有意思，开始不肯吃，我用水把

梨冲洗了以后，她才接了过去。

把两个孩子安顿下来，我让炊事员做了一盆

稀饭，把那个稍大些的孩子拉在怀里，用小勺喂

她，孩子就显得不那么拘束了。我问她叫什么名

字，她“嗯嗯”地回答着。翻译在旁边说，她说叫

“兴子”。我听这个名字差不多，像日本女孩子的

名字，日本的女子很多都叫什么子什么子的。其

实，这个小姑娘叫美穗子。她 1980 年来我国探

望的时候，对我说，在日本话中，“兴子”的发音和

“死了”的发音相近，当时她很小，问她叫什么名

字，她不知道怎么回答，只知道说“妈妈死了”，翻

译就由此认为她叫“兴子”了。

两个小孩子在指挥所停留期间，这个大一点

的孩子一直跟着我，常常用小手拽着我的马裤

腿，我走到哪里，她跟到哪里……

这是聂荣臻元帅记下的温情片段。

1940年8月21日清晨，聂荣臻司令员屋内电

话响起，是杨成武同志亲自打来的。他说 3 团 1

营的战士冲进一所起火的木屋（后知是日军井陉

煤矿车站副站长加藤清利居所），救出两个日本

小女孩，孩子的父母都死于战火，那个不满周岁

的女孩受伤，经我医务人员抢救，已经脱离了危

险。前线部队不能带着两个孩子参加战斗，请示

这两个孩子怎么办。聂司令马上答复：“立刻把

孩子送到指挥所来。”

在百团大战期间，聂荣臻元帅战火中救下日

本孤儿美穗子、溜美子姐妹，这段佳话家喻户晓，

但鲜有人知道，是平山团的战士封奇书精心照料

了美穗子一个多月，是陈文瑞等平山母亲们用自

己的乳汁喂养了溜美子。

封奇书是平山县洪子店附近下寨村人。他

当年看到 120 师的布告，毅然报名参加了平山

团。他有文化，记性特别好，那张布告像刻在他

的脑子里，几十年后他还能原文背出。封奇书后

来随刘桂云、黄胜斌率领的平山团200人重回平

山，在晋察冀四分区工作。后给四分区战委会主

任袁心纯当勤务员。百团大战期间也曾是聂荣

臻司令员的通讯员。

百团大战越战越酣。聂荣臻本来打算自己

收养两个孩子，但敌人“扫荡”频繁，照顾两个小

孩子将有不少困难。再说，两个孤苦伶仃的孩

子 留 在 异 国 他 乡 ，将 来 她 们 很 可 能 会 伤 感

的……最后，他于 8月 22日写信，安排部队送还

日军。由洪河槽村民李化堂用扁担挑上姐妹

俩，计划往南经长坪顺铁路往东到井陉县城。

那封没有封口的信件，被沙飞拍照，信文永远地

保留了下来：

日本军官长士兵诸君：
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

矣。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

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

全由日阀负之。

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

本弱女二人。其母不幸死于炮火中，其父于矿井

着火时受重伤，经我救治无效，不幸殒命。余此

伶仃孤苦之幼女，一女仅五六龄，一女尚在襁褓

中，彷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

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辈无辜

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

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不图日阀专政，逞

其凶毒，内则横征暴敛，外则制造战争。致使日

本人民起居不安，生活困难，背井离乡，触冒烽

火，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对于中国和

平居民，则更肆行烧杀淫掠，惨无人道，死伤流

亡，痛剧创深。此实中日两大民族空前之浩劫，

日阀之万恶罪行也。

但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

所以坚持抗战，誓死抗日者，迫于日阀侵略而自

卫耳。而侵略中国亦非日本士兵及人民之志愿，

亦不过为日阀胁从耳。为今之计，中日两国之士

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

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

的解放自由与幸福。否则中国人民固将更增艰

苦，而君辈前途将亦不堪设想矣。

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

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

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

底。深望君等幡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

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专此即颂

安好

聂荣臻
八月二十二日

聂荣臻司令是要让日军看到，我军仁爱和日

阀惨无人道的屠杀是多么巨大的反差。后来，晋

察冀的“反战同盟”支部搞得非常成功，被俘日军

士兵愿意留下的越来越多……

即将告别，聂司令员抱一抱襁褓中的溜美

子，然后，蹲下来，亲切地抚摸着美穗子的头，嘱

咐她路上要坐稳，箩筐摇晃时要抓住绳子……如

同慈父告别女儿一般。一旁拍照的沙飞按下了

快门，摄影家的眼睛都潮润了。

二

由于铁路沿线战斗仍很激烈，李化堂一行朝

着日军驻扎的方向走去，刚走了几公里路到南沟

东坡时，忽然从远处传来炮声，前面正在开枪交

火，无法前进，他们只好返回……最后，姊妹俩辗

转被送往平山县中古月村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

养伤。

此时，17岁的封奇书接到命令，由他照料美

穗子，襁褓里的溜美子交给当地妇救会。

封奇书脑瓜灵活，手脚勤快，讲究卫生，很受

首长们的喜欢。封奇书听说袁心纯主任要给他

重要任务，兴高采烈，一听是带日本小孩，便泄了

气。日本人烧杀抢掠，用刺刀挑死中国小孩，放

在锅里煮中国孩子，今天倒要我们精心照料他们

的孩子，真是想不通。袁主任耐心地讲解，鼓励

他，要他像亲人一般对待孩子。后来，袁主任非

常关心美穗子，夜里打着手电来查看，嘱咐给孩

子驱赶蚊子苍蝇；为她安排一日五餐的饭谱，配

给饼干、奶粉、白糖、水果，比团级首长负伤的待

遇还高。但是，把慈爱给予日本孩子的袁主任，

不久之后被日军的马刀残暴地砍下了头颅。

在敌工科，封奇书看到一个小女孩，面色黄

瘦，神情恍惚，呆滞的眼睛里流露出惊恐的目

光。面对那目光，封奇书心软了，他接手了照顾

美穗子的任务。敌工干部马俊儒是留洋学生，懂

日语。他详细地告诉封奇书：日本小孩早晨要喝

奶，吃水果要削皮，用水洗净了才吃，炒菜要软和

些，吃大米要加白糖，尽量吃瘦肉，毛巾要一个人

用，衣服要一天一洗，大便后要用纸擦，不要用土

块和石头……封奇书一一记下。“可是，孩子叫什

么名呢？”马干事要走，封奇书赶紧问。马干事帮

忙一起询问，美穗子这回似乎听懂了，喃喃地说：

“麦包……”在 1980 年寻找美穗子的过程中，日

本《读卖新闻》曾将封奇书提供的发音“麦包”，作

为一条重要线索。

封奇书很快适应了这个任务。虽然吃饭、穿

衣、冲奶粉他都有些笨手笨脚，但他不厌其烦，想

尽一切办法哄得孩子高兴。为了让美穗子开心，

封奇书带着她到古月河边玩耍。他在沙滩上垒

砌一个沙壕，灌满水，让孩子捉小鱼。一会儿逮

蚂蚱，一会儿扑蝴蝶，一会儿采野花。一次，封奇

书用马尾给美穗子套了一只知了，他掐掉一段翅

膀，捏着要递给美穗子玩耍，美穗子小心翼翼地

观察，欲用小手去接，忽然，鸣声大作，她又惊又

乐，拍着小手笑了起来……美穗子在极度惊吓又

言语不通的人群当中，第一次笑了。

渐渐的，美穗子变得活泼和快乐起来。封奇

书也学会了“察言观色”。美穗子眨眨眼，封奇书

就明白她想什么了。一次，在外面玩耍，老乡给

了几个绿皮核桃。封奇书砸开，剥出核桃仁递给

她。老乡一再做手势表示能吃，她就是不张嘴，

光是微笑。封奇书马上明白了，他剥去核桃仁上

一层浅褐色的皮，用水冲洗后，美穗子才高兴地

吃起来。

美穗子最高兴的事是去看妹妹。每当马干

事用日语告诉她后，她就高兴地一路蹦蹦跳跳，

嘴里咿咿呀呀哼着儿歌。她把采到的野花、带来

的糖果不停地往妹妹手里塞，小院里响起一阵阵

天真烂漫的笑声……

当溜美子送给当地妇救会时，妇救会主任栗

华妮一路小跑找到陈文瑞。当时陈文瑞 20 多

岁，刚出生的女儿夭折了，奶水充足。但她一听

是个日本小孩，顿时生气了，说什么也不给喂。

她说：“日本人成天价杀人放火，是我们的仇人，

凭什么让我给他们奶孩子？”这时候，孩子饿得大

哭起来。栗华妮一撩衣服，竟然让孩子吮吸自己

的奶头。但她的孩子已经四五岁了，早就断奶，

哪里还有奶水？暂时安慰罢了。孩子吃不到奶

水，马上又哭起来。栗华妮笑着说：“你看她多

可怜，总不能见死不救啊！”陈文瑞勉强接过了

孩子，开始喂奶。孩子努力地大口吮吸，额头

渐渐渗出细密的汗珠，吃得欢畅。陈文瑞奶水

里涌出母性的慈爱。之后，她对孩子照顾得非

常周到，产生了感情，送走时恋恋不舍，在人群

里偷偷掉眼泪……

在孩子从井陉送来又送还井陉的途中，多个

井陉、平山的妈妈敞开怀抱，用乳汁喂养了这位

日本小姑娘。当然，因为那些刻骨的仇恨就在身

边，这些人间大爱还不能被人们所理解，喂过奶

的妈妈们几十年里都保守这个秘密。陈文瑞还

因此在后来的政治浪潮中受到冲击。

三

一个多月过去。一天，袁主任把封奇书叫

来，先夸赞他把孩子带得好，然后说要将孩子送

往洪河槽，再将孩子交还日军。夜里，封奇书看

着熟睡的美穗子，竟然失眠了。

次日上午，封奇书找来两顶小草帽，给孩子

遮阳，又找来麦秸铺在挑筐里，中间再铺一层油

布，上面再铺上小凉席，好让姊妹俩坐得舒服

些。溜美子也被栗华妮送来了。封奇书看到溜

美子戴着绣花的小帽子，穿着小虎头鞋，被中国

妈妈打扮成出远门的平山小娃娃了。

封奇书一路照顾姊妹俩，出平山境，到达洪

河槽，首长们看到健康快乐的姐妹俩，一再夸奖

他们。短暂停留后，他们由部队派人护送，辗转

到达井陉县城，把美穗子姐妹和聂司令的信安全

交给日军。遗憾的是，不满周岁的溜美子后来在

石家庄的日军医院夭折。美穗子于1940年10月

被伯父平安带回日本。同月，封奇书在敌工科见

到日军驻石门司令部寄给四分区的来信，说收到

两个小孩，向八路军表示感谢……

1980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解放军

报》副社长姚远方的文章《日本小姑娘，你在哪

里？》，将这段故事公之于众，引起两国新闻界的

关注。日本《读卖新闻》报的记者通过一系列调

查，很快找到了住在日本宫崎县的美穗子一家，当

年的那位“小姑娘”已经是三个女儿的母亲，和丈

夫开一家五金店，过着平静的生活。

不久，美穗子全家受中日友协邀请来到了中

国。1980年7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聂荣

臻元帅接见了美穗子及她的家人。年逾八旬的聂

帅再次拉着“日本小姑娘”拍照，亲切问询。聂荣

臻的女儿聂力记述了那一刻的情景：“见到父亲的

一刹那，美穗子话未说泪先流，竟‘呜呜’地哭出了

声。我也受到感染，眼窝里蓄满了泪水。美穗子

弯下身子，用额头触摸父亲的手，以此大礼来表达

对父亲的感激之情。”从此，聂帅又找到了一个“女

儿”，美穗子也称呼聂帅为“父亲”。

美穗子没有忘记曾经养育过她的封奇书。

她访华后不久，打听到了封奇书的地址，寄来一

封信和一张全家照。封奇书拿着信件，和平山县

委宣传部的康喜宽一同找到古月中学的马立章

老师，请他帮助翻译了信件。美穗子这样写道：

……回想幼年时，我那亡故的祖母曾经多次

告诉我当时八路军战士和乡亲们对我的热心抚养

和关照，这些事到现在我还隐隐约约地印记着……

在残酷的攻防战争中成了战争孤儿的我，只

是由于您的珍贵的抚育才使我活了下来。连语

言也不通的我给您造成了多少麻烦，使得您不顾

自身安危付出了多么大的辛苦养育了我。这一

切都使我充满了无限感激、感谢之情，不论用什

么也是难以报答的！

封奇书连夜写了回信，又请马老师翻译成日

文寄给美穗子。信中说到他只是作为一名八路

军战士，遵照首长的指示做了微不足道的工作，

但40年来一直惦记她，听到她访华的消息，高兴

得很，陈文瑞妈妈从 40 里以外的陈家峪特意赶

来，都盼望再见到美穗子……遗憾的是，他们生

前都没能再见到他们抚育过的日本小姑娘。

四

2011年盛夏的一天，我走进北京聂荣臻元帅

居住了43年的院子，院落敞亮宁静，一如元帅生

前的模样。聂荣臻女儿聂力对我说：“他坐在那把

旧了的轮椅上，把自己置身于明丽的阳光下；他微

笑着望我一眼，一言不发，而后，他微微抬起头，深

邃的目光望向湛蓝的苍穹。在他1992年去世后，

不知有多少次，我梦中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姿

势——静静地，深情地向着远方的天际仰望。”

元帅远去，此刻接待我们的聂力也已年过八

旬。聂力与父亲母亲失散十多年，被寄养在上海

一户农家。几岁就开始做饭、纺棉、种地、插秧，什

么农活都要干，

给别人家当保

姆带孩子，每月

换一斗米。有

时要靠出去讨

饭过活。刚满

12 岁就被送到

纱厂当童工，备

尝 人 世 的 艰

辛……后来在

周恩来的关照

下 ，聂 力 于

1945 年到晋察

冀和父母团聚，

后来成为新中

国国防科技大

军中的一员，也是共和国的第一位女中将。

这个温馨的院落，美穗子也曾数次来过，来

看望她的中国父亲。美穗子第一次访华，聂力替

父亲去机场迎接。两人一见面都克制不住自己

的感情，相拥而泣。她们俩有着多么相似的“孤

儿”的童年啊！她们一见如故，而今，她们已经相

见7次，成为“永永远远的姐妹”。

聂力曾于 1989 年访问日本，专程去看美穗

子。她惊讶地发现，每到一地，聂帅战火中救护

的“日本小姑娘”的故事人人皆知，都能说出美穗

子的名字和故事。可见这事件影响是多么大，聂

帅的人道主义精神多么动人。后来，聂帅的故乡

江津市与美穗子的家乡都城市结为友好城市，友

好交流不断。2003年，井陉县洪河槽村的“聂将

军与美穗子雕像”和井陉矿区“美穗子获救纪念

碑”落成，“井陉都城友好纪念馆”也正式开馆。

五

开始寻访封奇书照顾美穗子的故事时，我曾

产生过一个很大的疑问。资料里显示，聂帅在8

月 22 日给日军写信后，第二天或第三天就把孩

子送还了日军。封奇书又怎能照顾美穗子一月

有余呢？（张志平《非凡岁月》中记述为46天）

这疑问困扰我多日。这是写纪实作品的“坏

处”，一个时间对不上，就心神不宁，感觉不踏实，

若找不到说服自己的资料就很惶恐，似乎觉得对

不起历史和那些真实的人物。最后我把目光转

向井陉矿区，终于在一份资料中找到了原委：原

来是在送还途中因战事激烈，复转回平山古月，

直到10月才送还的。于是，才释然。

由此想到，日本都城市日中友好协会的支部

长来住新平，为了弄清这段历史，先后22次来到

中国，在井陉和平山细细密密地走访，一村一镇

地标注，最后清晰地制作出美穗子被救的路线

图，每一位护送的人名都标注清楚。图中标有封

奇书的名字。这种治史的态度让人尊重和感动。

张志平主编的《非凡岁月》中，曾写下了在编

辑这段故事时进行的深度寻访。当时他为了使

这段历史更加完整，曾先后寻找多人，查阅了80

年代初的多份报纸，见到封奇书在 1980年 5月 5

日写下的《中日友谊缩影》，后来查到封奇书的同

事康喜宽写过的报道，康喜宽曾亲自采访过封奇

书和陈文瑞，是惟一的知情人。于是就请康喜宽

执笔写下《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张志平当时

觉得还是缺乏有价值的照片和资料，在康喜宽的

提醒下，他找到了封奇书的女儿封吉平。

张志平这样回忆道：“几经周折，吉平终于答

应给我提供照片，得此消息，我马上驱车赶到平

山县城。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中午，

她匆促地从机关大门走出来，一句话也没说，递

给我一个红皮的笔记本转身就走，从她匆匆离去

的背影上，我感到她哭了。翻开本子一看，里面

竟然全都是封奇书老人和美穗子往来的照片和

有关资料。在返回的路上我也一直在默默地流

泪，这些珍贵的资料是父亲对女儿的真心寄托，是

吉平的传家之宝。因为身经百战的封奇书在最终

告别这个世界时，可能有许多事件都在记忆的长

河中淡忘了，但他和美穗子往来的这段经历却深

深地烙刻在心里，成了他漫漫一生仅存的珍藏。”

2014年的夏天，来住新平一行再次访平山，

封吉平陪同他去封奇书老人墓地祭扫。烈日炎

炎，香蒿青葱，大片的向日葵盛开，大家步行很长

时间，来到一处山坡，有一座石砌的墓地。我在

墓石上没有找到封奇书的名字，这又是一座平山

团战士的“无字碑”，不，仔细观察，石碑底座有字

迹，正面有“无为”，侧面刻有“一世空留影，九泉

不流芳”等字样。后来，听封奇书的内弟封世泽

老人介绍，这是他亲自为姐夫撰写的一副对联，

原来写的是“忠耿一世空有影，坦然九泉不流

芳”，结果石头短，缩减成五言。

我想，忠诚、耿介、坦荡、淡泊，这副对联正是

整个平山团战士的写照。九泉可以不留他们的

芳名，墓碑可以无字，但是他们的影子至今还被

我们寻找，他们的精神亦会万世流芳。

六

来到日本宫崎县都城市，由来住新平引领，

踏进美穗子家古朴的庭院，踩着沙沙的石子，石子

间盛开着黄色的太阳花，一切都感到有些恍惚。

我的神经长期在战火、硝烟、鬼子、屠杀等词

汇里浸泡，忽又看到聂帅救孤，印叠幼小美穗子

姐妹的影像，倏然70年过去，又切换到眼前70多

岁的日本老太太身上，脑筋盘绕太多，真有些转

不过弯来。

美穗子家有太多聂帅的印迹，四壁悬挂的是

他们的合影老照片，摆放的聂帅各个时期的传记

和铜像。第一次访问中国时，聂帅送给美穗子两

幅山水画，但是，她的房子矮，挂不下。最后，她

家把房顶重新拆了以后，加高了，把两幅画镶嵌

在玻璃框里，郑重地悬挂在客厅……书架上摆着

聂力的《山高水长》。看到她家橱柜上摆放的“天

桂山风光”镜匾，我才回过神来，是聂帅，是封奇

书，是战争，是平山，把我印象里“传奇”的时光编

织在一起。

采访中，美穗子一一介绍了聂帅的纪念物

品，她陷入回忆，深情地说:“我当时才 4岁，所以

不太记得……当时孤苦伶仃，受到这么多人的帮

助才活过来，回到家乡并组建了自己的家庭，这

些跟聂帅、当地的八路军战士还有老百姓的帮助

是分不开的，我在这里表示由衷的感谢。”她特别

想见一见封奇书，但封奇书于1997年去世。2002

年 8 月，美穗子又一次访华，回到再生之地井陉

矿区、井陉县、平山县，进行“谢恩之旅”，沿当年

的被救路线一一拜谢恩人。她专程来到封奇书的

墓前祭扫。美穗子在墓前深深地鞠躬，热泪涟

涟……这个普通的平山团战士，他捧出宽容赤忱

的心，慰藉了一个日本女孩孤独的心。此刻，长眠

故土的封奇书一定听到了美穗子的感激之声……

而今，美穗子已有七个外孙、外孙女，安享着

幸福的晚年。在 1980 年被找到后，她这个普通

的家庭主妇，便成为日中友好协会的一员，参与

社会活动。目前，因年龄原因，她的三女儿溜美

子接任她的工作……

那天，我去了美穗子家的洗手间。坐在她家

温热的马桶上（智能，瞬间加温），踩着绵绵的地

毯，一瞬间，思绪回到碾盘沟村（离西柏坡不远，

沙飞在此创办《晋察冀画报》）。前不久，我们陪

着来住新平一行，到碾盘沟采访，遇到“孤儿”张

永海，他的母亲被日本鬼子杀害。张永海边哭

着，边讲述他母亲被杀的经过，我看到，他脚上穿

着一双破布鞋，露着脚趾。他和他的先辈一样，

喝着玉米粥，住着土坯房……我此刻想，别说这

智能马桶，普通马桶或许村民们都没有用过。而

被救的美穗子，她家庭院的盆景修剪一次大约需

要 3000 多元人民币，相当于我们一个公务员的

月薪。美穗子的家庭状况在日本是非常普通

的。抛下历史的、区域发展的差距，这一刻，难道

我们不应该思考一些什么吗？我们的前辈浴血

奋战换得胜利，梦想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难道

希望自己的后代穿露脚趾头的鞋吗？这一刻，难

道你还在为我们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

二大强国而膨胀骄矜之心吗？

路漫漫，思纷纷，我辈尚需努力。采访结束，美

穗子写下“中日友好”四字相赠，我们起身告别，驱

车上路。美穗子在她家门口送别，伫立良久……

回首间，借用悬挂在美穗子客厅里的、1980

年姚远方写给美穗子的诗作结，并祈祷和平：

逢凶化吉浴硝烟，阔别中华四十年。

太行山水常萦梦，雪梨入口今犹甜。

忽闻老将呼弱女，从此凭栏夜不眠。

悲欢离合辛酸事，化作日中友谊篇。

美穗子的平山故事
□程雪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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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送还美穗子 沙飞 摄

美穗子写下“中日友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