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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一颖 实习生 王明奕

早晨八点，距离枣庄高铁站四公里远的临山
公园，迎来三三两两晨练的市民。阳光轻如薄纱，
铺洒在这片革命纪念圣地，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
金山、副队长王志胜和第四任政委赵明伟就安息
在此。一路东行，沿着一条伸向林中的小路右拐，
便是小说《铁道游击队》副队长王强人物原
型——— 王志胜之墓。初春时节，天气微凉，松柏挺
拔，冬青墨绿。墓碑旁一株新植的柳树，竟已吐出
新芽，似有岁寒之心。

3月14日，王志胜长子王金国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今年67岁的王金国声音洪亮，精神矍铄，说
起父辈的抗日故事，滔滔不绝，采访从下午两点
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

火车站的“二把儿头”

“我爷爷一家住在枣庄火车站边上，我父亲
兄弟六人，他排行老四。”据王金国介绍，王家世
代传承打铁手艺，“那时候，带金子边的物件（指
带有“钅”偏旁的字）大多出自我们家学徒之手。”
王金国的祖父曾是火车站的“大把儿头”，带领工
人搬运物资，家境比较宽裕。王志胜于1911年出
生，年幼时，父亲就过世了。从小在铁道旁长大的
少年，时常沿着津浦铁道捡拾从车厢中滚落的煤
核煤渣，积攒起来，换取烧饼和零用物品。13岁
时，王志胜就进入中兴煤矿公司作矿工，努力分
担家庭重担。

中兴煤矿公司成立于1878年，矿厂位于峄
县，是第一家完全由中国人自办的民族矿业，也
是中国近代设立较早的民族资本煤矿，曾与开
滦、抚顺齐名为中国三大煤矿，而且是其中唯一
的“民族股份制企业”，享有“能与外煤抗衡者惟
中兴公司也”的赞誉。

王志胜在这里开始矿工生涯，也是在这里踏
上了抗日的道路。“1937年12月，日本鬼子12架飞
机轰炸枣庄，重点轰炸了枣庄煤矿。以前叫中兴
煤矿公司，就是现在的枣庄煤矿，他们还轰炸了
枣庄火车站。这两个地方一个是交通枢纽，一个
是工业基地，伤亡数百人，设备被炸毁，煤矿停
产。”与王志胜一同停工在家的，还有洪振海。洪
振海比王志胜年长一岁，两人自幼相熟，在煤矿
公司工作时，相互帮衬照应。

“当时枣庄矿区地下党的负责人叫王福振，
他找到洪振海和我父亲，动员他们二人加入鲁南
人民抗日义勇总队。他们都在三连，还分别被任
命为班长。”王金国说道。经过在部队的学习与成
长，洪振海、王志胜两人被分别提升为三连一排
排长与三排排长。为了及时获取枣庄日伪情报，
此前被派往苍山县锄奸学习班进行学习的洪振
海与王志胜又接到新的任务：回到枣庄矿区，组
建鲁南抗日情报站，洪振海任站长，王志胜任副
站长。为了搜集更多有效的情报，两人“另谋职
业”掩护身份。“洪振海家祖传木艺，很会做木工，
于是他买了一套工具，走街串巷，修理门窗家具。
我父亲因祖父人脉，在火车站作‘二把儿头’。火
车站流动人口多，信息也多，能获得许多情报。”
王金国告诉记者，由于洪振海、王志胜均不识字，
只能将搜集的情报告诉王志胜的妻子，由其牢记
后前往距离火车站十几里路外的小屯村，转述给

“隐藏”在村中的峄县二区区委书记兼交通员刘
景松。

“义和碳场”里拉起鲁南铁道队
1939年10月，在苏鲁一带活动的抗日义勇队

奉命改编为苏鲁游击支队，归属进入山东的八路
军一一五师建制。随着抗日队伍的整编与扩大，
对情报的需求也随之而升。“情报站就两位站长，
获得情报十分有限。”经过上层领导的批准，情报
站得以扩充人员，经过洪、王两人观察，陆续发展
了八九位成员。“徐广田、赵永泉、李云生、曹德清
等人就是在那时加入的情报站。”

“我大爷王志修开了一家碳场，将碳烧制成
焦炭，利润高。我父亲考虑到一队人时常聚在一
起，太过注目，便和大爷商量，把碳场当作‘据
点’。”王金国笑着说：“他们找来一位有文化的先
生为碳场取名，想到前有义和团，就定为‘义和碳
场’。”被日伪军紧密封锁的义勇总队正在抱犊崮
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境遇凄紧。情报站将大部
分碳场利润偷偷运进山区，支援根据地建设，用
剩余的钱购买了大量流失在民间的枪支弹药。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人员、武器都已准备就
绪，情报站向上级提出成立小型武装组织的申
请。上级接受刘景松转达的申请，并意识到情报
站成员均为党外人士。提出申请半个月后，洪振
海、王志胜接到通知，前往齐村接回“组织派来的
党代表”。

刚一到村口，王志胜发现有一位穿着十分破
烂的男子。“穿着一件烂棉袄，棉絮都露出来了。
脚上是铲鞋，露出了脚趾头。看着就像个要饭
的。”走上前一看，是旧相识、三营副教导员杜季
伟。抵达义和碳场后，杜季伟掏出一张纸条：“同
意成立鲁南铁道队，任命洪振海为队长，王志胜、
赵连有任副队长，杜季伟担任政委。”杜季伟化名
刘鹤亭，接替赵永泉为管账先生。1940年初，鲁南
铁道队获批，标志着“鲁南铁道大队”（即后人常
说的“铁道游击队”）的正式成立。“其实‘铁道游
击队’这个名字，是由《铁道游击队》这部小说的
名字演化而来的，时间久了就流传了下来。‘鲁南
铁道队’是‘鲁南铁道大队’的雏形和前身。”王金
国补充说道。

鲁南铁道队成立不久，杜季伟通过培养、考
察，发展了王志胜等四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建
立了党支部，杜季伟任支部书记，王志胜任组织
委员。“毛主席号召，支部建在连上。铁道队也确
实如此。”

一洗洋行喜获特务名单
1938年底，鲁南抗日情报站刚刚成立不久，

洪振海、王志胜二人接到上级任务，希望他们能
提供两部电话机。“那时候电话机可不常见，我父
亲想到了他时常揽活的洋行。”所谓的“洋行”，是
日本人于1939年1月开设在枣庄火车站南侧的

“正泰洋行”，又称“枣庄国际公司”，洋行共有三
名掌柜。

每日在火车站招揽生意的王志胜机警地注
意到，洋行大掌柜不时在屋里打电话。于是，王志
胜与洪振海合计，想办法从洋行获取两部电话
机。考虑到两人势单力薄，仅有一支五发子弹的
短枪，洪振海提出，动员游民宋世久加入，一举拿
下洋行。“宋世久原来是国民党地方武装一位旅
长的警卫员，台儿庄战役以后，他溜回家中，身上
有两支驳壳枪。他吸大烟，又养着外室，很需要
钱。于是，我父亲找到他说：‘久哥，前几天我看到
洋行大掌柜在收拾皮箱，里面的法币和日元都要
溢出来了。’宋世久一听，心动了。”按照约定，三
人晚上九点在西沙河桥头汇合一起行动。

寒冬时节，九点钟的夜晚寂静无声，住在铁
道旁的人们早已枕着火车声入睡，洋行里的掌柜
们不知危险将至。三名掌柜各住一屋，相隔三十
多米，三掌柜住在最靠里的屋内。按照计划，大掌
柜由宋世久“负责”，洪振海控制二掌柜，王志胜
收拾三掌柜。待王志胜站定后，以其跺脚为行动
信号，各自入屋完成任务。“谁知道宋世久一激
动，提前开枪了！”彼时，王志胜刚到二掌柜门口，
听到枪声后，立马跑进三掌柜屋中。黑暗中，王志
胜摸索着走到床前，一摸床上空空如也。心中不
禁焦躁的王志胜转身走向门口，忽然感觉脚下踩

到软绵绵的东西，赶紧一摸，原来听到枪声的三
掌柜裹着被子滚到了床下。没有丝毫犹豫，王志
胜拿枪抵住被子，按住挣扎的三掌柜，连开三枪。

洋行响起的枪声，惊动了院外驻守的日伪
军。听到屋外响起的枪声、犬吠声，王志胜急忙跑
出屋子，这时，洪振海已击毙二掌柜，二人跑到大
掌柜屋中，拿起里屋与外屋的两部电话机匆忙离
开洋行。两人与宋世久汇合时，宋世久手中正提
着一个皮箱子。“打开皮箱一看，里面有几件女子
用的雪花膏、袜子，还有两双草鞋、几张照片，以
及两个写了几页的笔记本和写满字的两沓信
纸。”宋世久看到费劲力气得来的皮箱里，装的竟
是这般东西，跳脚不干。在洪振海与王志胜的极
力安抚下，宋世久拿走了雪花膏和袜子以及皮
箱。虽然洪振海与王志胜不识字，但冥冥中感觉
笔记本和信纸十分重要，便连同两部电话机交给
刘景松。刘景松认真看过后，表示中日文掺杂，也
不解其中之意，决定交上级领导。

“后来，刘景松告诉父亲，原来上面记录着日
军已发展、正在发展和有意向发展的汉奸特务名
单。”这时，洪振海、王志胜二人才知“洋行”实为
日本搜集情报的驻点。原本只为两部电话机血洗
洋行，没想到竟将日军在枣庄地区部署的情报网
破碎在摇篮中。

再攻洋行除日特
血洗洋行第二天，心中忐忑的王志胜如往常

一般早早来到火车站。看着洋行迟迟不开门，佯
装毫不知情的王志胜问身边的工友：“是不是掌
柜们睡过头了？咱们一道进去看看。”来到三掌柜
的屋中，王志胜看到三掌柜正端坐在床上，吓得
转身就跑。“王头儿，不要跑，快叫宪兵队送我去
医院。”“三掌柜，我怕血，我这就去。”王志胜先跑
到大掌柜屋中，“发现”电话机不见了。“三掌柜，
电话不见了。怎么办？”“赶紧去火车站打电话。”

王志胜打完电话后，回到屋中帮扶着三掌
柜，身上沾满了血。“父亲是怕被狗嗅出前一晚身
上的血气，趁机把自己身上抹满了血。”看到王志
胜不顾血迹将自己送上车的三掌柜，十分感动，
视王志胜为“救命恩人”。“平日里，大家都称呼三
掌柜为金山掌柜。后来，二洗洋行，还离不开金山
掌柜的帮忙呢。”王金国说。

伴随全民族抗日掀起阵阵高潮，不少日军侵
略者在战场负伤。据王金国介绍，枣庄地区部分
负伤的日军中高级官员被送至“正泰国际洋行”。
表面上是向日本人出售日用百货的商铺，实则为
日本开设的特高科，特高科的机关长是大佐茅山
郎，共有13名日本人与1名翻译在洋行居住。特高
科搜集了大量抗日根据地情报，使抗日武装多次
受挫，损失惨重。

拔掉这根毒刺，势在必行。鲁南铁道队先后
三次派人前往洋行侦查，但因洋行只向日本人开
放，侦查结果并不尽人意。杜季伟提出正面强攻
的建议，得到队员们认同后，前往山区向上级申
请行动批准。

“父亲假装去洋行买酱油，看看能否有机会
进入洋行，打探情况。”被守卫拦在院外的王志胜

正发愁时，金山掌柜碰巧经过。因特高科占用洋
行，原本收集经济情报的金山掌柜被迫迁出洋
行，租住在普通四合院中，成为“单纯”的日本商
人。被撵走的金山掌柜对特高科心存不满，虽不
知当年打伤自己的人就是王志胜，但已察觉王志
胜是“八路”。

金山掌柜带王志胜进入洋行，顺利“买到”酱
油，并带着王志胜在洋行中“散步聊天”，王志胜
趁机暗暗记下日军的人数以及人员分布。是夜，
洪振海、王志胜带领15名队员，拿着从大刀会借
来的刀，趁着夜色前往洋行。每逢夜晚，洋行正门
落锁，于是，王志胜带人从后墙挖洞进攻，洪振海
在正门接应。直到凌晨三点，后墙终于挖透，刚刚
能进去一个人。王志胜身先士卒，透过墙洞进入
洋行。铁道队一举端掉特高科，正待转移时，被火
车站的日军警备队发觉，探照灯把洋行照得通
明，日军向洋行逼近。洪振海急中生智，命队员将
洋行大门门锁砸开，队员们冲出洋行，得以安全
撤离。此次袭击洋行，击毙日特13名，翻译1名，缴
获长短枪6支和其他战利品一宗。“杜季伟回来一
看，洋行已经被拿下，欣喜不已，用枣庄地区的民
间小调《小五更》写了一首歌，歌唱此次行动呢。”

同年6月，在奇袭洋行胜利的鼓舞下，鲁南铁
道队又以奔袭的方式，成功地打了敌人的一次票
车（客运车）。他们先派12名队员分别化装成商
贩、工人、农民，暗藏武器，携带美酒、烧鸡、红烧
牛肉等菜肴，从峄县车站上车。火车运行后，日伪
军见到好吃的便围上来，队员们热情地“慰劳”日
伪军。火车开过枣庄站后，押车敌人已喝得酩酊
大醉。洪振海、李云生等趁机跃上火车头，将司机
捆住，亲自驾驶，加速马力。火车一过王沟，猛然
刹车。早已埋伏在这里的由王志胜带领的20名短
枪队员趁车速放慢跃上火车。洪振海拉响汽笛，
队员们几乎同时开枪，将押车的12名敌人全部击
毙，缴获长短枪12支和伪钞8万元。战斗仅用了十
多分钟。此战，有力地配合了根据地的反“扫荡”，
打击了敌人，牵制了敌兵力。

鲁南铁道队也因之大显神威，敌人大为恐慌
和震惊。从此，鲁南铁道队的神奇故事广泛传播
开来。

炸桥梁 扒铁路
鲁南铁道队破袭临枣铁路，扒掉铁轨3里多，

使铁路一周多不能通车。“他们在津浦线上打鬼
子，把鬼子打得是魂飞魄散，炸桥梁、扒铁路。当
时战事吃紧，鬼子许多军用物资得通过津浦线往
外运。不要说停一个星期了，整个津浦线停运一
天，他们就受不了。”此外，鲁南铁道队还砍断电
线杆万余根，中断敌通讯数日；截获敌货车一列，
部分货物运到山里根据地，剩余的分给抗日群
众。遭到铁道队连续打击的日军则变本加厉地对
铁道队实行疯狂的报复，致使铁道队在枣庄附近
的活动极为困难，不得不向临城一带转移。

“当时还有两支铁道队，一支是孙茂生领导
的临城南铁道队，一支是田广瑞领导的临城北铁
道队。三支铁道队整编为‘鲁南铁道大队’，洪振
海为大队长，父亲为副大队长，杜季伟任政委。从

那时起，父亲被大家称为‘大队副’。”王金国介绍
说，1940年下半年，鲁南铁道大队已发展到150余
人。

鲁南铁道大队成立后，更加活跃。日军停在
火车站的机车，多次被他们开出车站搞翻或撞
毁，货车时有脱轨，或被摘掉几节甩下；特务、汉
奸和作恶多端的伪乡、保长被除掉。受到打击的
敌人多次纠集兵力对铁道大队活动区域进行“扫
荡”和“蚕食”，这使得铁道大队的处境越来越困
难。上级领导得知他们的处境后，将其调到抱犊
崮山区根据地进行整训。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整，
于8月初，鲁南铁道大队以新的姿态重返阵地，投
入新的战斗。

鲁南铁道大队出山后，形势依然严峻。敌人
部署严密，敌伪据点增多，交通要道岗哨林立。面
对困难局面，队员们依旧信心满满。1940年8月，
铁道大队在津浦铁路沙沟与韩庄间制造了一起
日军军列脱轨翻车事件，致所载坦克、大炮损毁，
汽车大部分报废。9月，根据军区“为配合山里反
扫荡，要立即破袭临枣铁路及其沿途通讯设备”
的指示，铁道大队和发动的数百名群众将临枣铁
路铁轨扒掉3里多长，砍断电线杆100余根，使敌
交通和通讯中断，迟滞了日军行动，为山区反“扫
荡”争取了时间。同年11月，他们又在沙沟与塘湖
间截获敌方一货车，击毙押车军警，缴获甚丰。

自1941年开始，日军把华北地区作为“彻底
治安肃正”的重点，推行“治安强化运动”，集中大
批兵力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和“蚕
食”，鲁南地区抗日军民处于最艰苦的阶段。为粉
碎敌人的阴谋，鲁南铁道大队奉命投入大规模的
破袭战。他们兵分四路，破铁路，颠覆敌列车，砍
断电线杆，断敌通讯，有力地配合了根据地的反

“扫荡”。
日军“扫荡”山区根据地后，返过头来“扫荡”

微山湖地区。1942年4月20日，日伪军三千多人突
袭微山岛。“岛上除铁道大队外，还有微湖大队、
运河支队第一大队、峄县支队、沛滕边大队和水
上区中队及地方党政机关人员计五百余人。”敌
众我寡，形势严峻，各支武装重创敌人之后，分头
突围。“洪振海在此前与松尾日军的战斗中牺牲
了，刘金山当选大队长。”是年6月，第一一五师政
治部主任肖华接见刘金山、王志胜等人，为他们
安排了新的任务：打通华东经鲁南至延安的秘密
交通线。

护送领导忘生死
“1942年8月，刘少奇来枣庄地区调研。据我

父亲说，刘少奇住了一周，先后在界沟庄、小北
庄、草窝庄等五个村庄进行调研。”王金国说道。

接到“护送胡服到达微山湖区”命令的鲁南
铁道大队迅速部署，刘金山、王志胜、杜季伟等人
反复研究了护送路线和方案。“过津浦线的当天
下午，我父亲买了几只烧鸡几瓶酒，带了几个战
士上附近的伪军岗楼拉近乎。”王志胜以替日伪
站岗的名义，换上伪军的衣服，打开探照灯照清
道路。这时，刘金山、杜季伟带着胡服经过。“当时
胡服牵着一头大骡子，没想到探照灯一照，山里
的骡子受惊，把胡服甩到沟里了。”恰恰这时一辆
日军的装甲车巡逻经过，千钧一发之际，王志胜
赶忙上前交涉，日军一看是伪军的装扮，就没有
继续盘问下去。“说来也有趣，这骡子跟通人性似
的，关键时刻一声也不叫。”

随后，王志胜带领队员将胡服护送到微山湖
交接给微湖大队。在帮助胡服等人搬背包时，“一
提背包怎么那么沉啊，难怪他们走路就好像扛着
个大麻袋似的，一问才知道，背包里全是黄金，这
20多个人每人背了20斤黄金”。

因为护送任务完成得出色，那位名叫胡服的
领导交给王志胜一封信，让他捎给鲁南军区司令
部。“回家后，父亲一忙，给忘了。直到母亲洗衣服
时，才想起。”后来才知道，那位“胡服”其实是刘
少奇。那封信是一封调研总结信，也是一封表扬
信。“一是要保护好这条秘密交通线，确保畅通无
阻；二是当前敌强我弱，行动要慎重，不要过于刺
激敌人，同时要做好伪军工作；三是搞好政权建
设，扩大武装；四是活动在这里的几支抗日武装
应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还
对这次的护送行动提出了表扬。”

同年11月，鲁南铁道大队奉命护送肖华去
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汇报工作。肖华赋诗
称誉：“神出鬼没铁道旁，袭敌破路毁沟墙。
深入兽穴斩虎豹，飞越日车夺械粮。汪洋大海
游击队，怒火熊熊敌后方。条条铁轨成绞索，
寇灰满载远东洋。”1943年11月，新四军军长
陈毅一行八人由苏北进入鲁南，铁道大队安全
护送过津浦铁路。陈毅送给他们几支短枪，在
微山湖船上听取了刘金山的汇报，给予赞扬，
并站在船头上触景生情，吟诗一首：“横越江
淮七百里，微山湖畔慰征途。鲁南峰影嵯峨
甚，残月扁舟入画图。”

正说着，王金国的手机铃声响起：“西边
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
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爬上飞快
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 烽火八年 山河壮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⑨

小说《铁道游击队》副队长王强人物原型——— 王志胜的长子王金国说，“父亲因祖父人脉，在火车站作‘二把儿头’’。火车站流动人口多，

信息也多，能获得许多情报。”肖华诗赞鲁南铁道大队：“神出鬼没铁道旁，袭敌破路毁沟墙。深入兽穴斩虎豹，飞越越日车夺械粮……”

王志胜：铁道线上斩虎豹

□ 本报记者 刘一颖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百万苏军向
日本关东军发起猛攻，中国抗日军民也发起强大
攻势。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华儿女经过艰
苦抗战，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挣扎在
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一片欢腾，欢欣鼓舞庆祝胜
利。

1945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司令的名义
发布命令，要求迅速解除敌伪武装，限期令日军
缴械投降。鲁南抗日军民根据这一命令立即行动
起来，迫使日军投降。但是受到美国指令，日本军
队只向国民党军队投降，所以鲁南地区的日军以
铁路为中心集结以后，等待国民党军队的到来，
坚决不向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缴械。

时任鲁南铁道大队政委的郑惕，作为我方代
表在临城附近姬庄村一个农户家，与日军代表小
林谈判，但两次谈判皆未谈成。日军虽然已经承
认战败投降，但是态度非常坚决顽固，声称蒋、日

双方有协定，就是缴枪，也得交给国民党部队，不
能交给共产党。谈判同时，驻临城的日本铁道警
备大队和铁甲列车大队有两千多名日军，加上日
本妇女及儿童共有三千余人。他们想趁黑夜从临
城乘火车逃向徐州，在徐州向国民党军队投降。

他们没想到的是，鲁南铁道大队早就看出了
日军的诡计，提前把通向徐州的铁路扒毁，鬼子
无法前进，便试图退回临城。鲁南铁道大队事先
埋下的炸药又炸断了鬼子回临城的铁路，将孤立
无援的日本鬼子困在沙沟火车站三天三夜。

当时，临城沙沟镇还驻有一个伪军团，要想
使日军投降得先消灭这支伪军。但沙沟火车站被
日军占领，如果铁甲列车开到沙沟站，将会给新
四军解放沙沟增加更多困难。为此，鲁南军区决
定，派出鲁南铁道大队队长刘金山前去沙沟，同
日军铁甲列车大队长谈判；政委郑惕前往姬庄与
日军联队长官谈判，不准干涉新四军剿灭伪军的
行动。

刘金山来到沙沟火车站，转达鲁南军区奉延

安总部的命令：“你们应立即向我军缴械投降。”
太田听完后摊开双手，狡黠地笑道：“我们是战败
国，应该投降，可是贵国还有国民政府，还有国
军，他们要我们到徐州去缴械，我们该服从谁？”

“太田队长，你不老实。”刘金山从椅子上站起来：
“你在鲁南几年了？国民党跟你打过仗吗？你们在
这里疯狂地屠杀我们根据地的人民，是我们战胜
了你们，你们应向我们缴械。”太田脸红着，过了
一会儿慢吞吞地说：“可是沙沟街上的和平军（伪
军）在监视我们，你们能让他们缴械，我们就向你
们投降。可如果他们不肯投降，我们也就不敢从
命了。”太田苦笑。刘金山见机会已到，开始亮出
底牌：“我们可以消灭他们，但是你们不要插手。
如果你们要插手，我们也会连你们一起消灭。”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新四军生俘伪军百
余人，并占领了沙沟镇。

解放沙沟以后，日军太田还是不答应缴械，
而是要见“大太君”（指鲁南军区的高级领导人）。
了解这一情况后，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指令铁

道大队大队长刘金山前去和太田交涉，并要尽可
能说服他们无条件地缴械投降。经过几番谈判
后，刘金山告诉太田：“我们共产党的部队是中国
军队的惟一代表，凡是八路军、新四军，不管是哪
个部队开的路条子，在全国都能行得通，因此，请
你们不要为人身安全担心，但是，你们不缴枪是
不能走的。”太田无奈，只好答应在晚上九点缴
械。当晚，日军缴出了重炮两门，重机枪8挺，轻机
枪180多挺，步枪1000多支，手枪两麻袋，炮弹40
吨，子弹两车皮。

其实，不甘心失败的日本侵略者并没有把武
器全部交出。鲁南铁道大队将这一情况向鲁南军
区司令员张光中汇报，随后，张光中亲自同太田
谈判，谈判地点设在姬庄西南角一农民家里。张
光中对太田严厉地说道：“我军谈判的目的非常
明确，那就是你们必须把全部武器无条件地交给
与你们打了多年的铁道大队，如果你们仍然执迷
不悟，我军将用武力解决。”太田听后，态度立即
软了下来，无可奈何地表示：“我愿意把全部武器

交给贵军，具体事项明天再议。”
沙沟受降过程中，太田说：“你们游击队是在

铁道上战斗的，我们也是在铁道上战斗的，但我
们最后败给了你们，我们向你们投降。”后来这句
话被编入了电影《铁道游击队》鬼子投降时的一
句台词。

几经谈判，被围困在沙沟的日本侵略军黔驴
技穷，最终决定向鲁南铁道大队交出所有武器，
无条件投降。缴械前一晚，张光中担心日军节外
生枝，决定从军区警卫营里抽调两个连，化装成
鲁南铁道大队前去助威。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太田走到刘金山面
前冷笑一声：“大队长，我的枪可只交给铁道大
队，不交给别的部队。”太田说这话的意思很明
显，他知道鲁南铁道大队人数不多，今天很可能
有正规的八路军或新四军来协助受降，所以他限
定只向铁道大队投降，企图打乱受降计划，拖延
缴械时间。刘金山听过太田的话，微笑着拍了拍
太田的肩膀：“我说的话绝对负责。”太田顺着刘
金山手指的方向一看，只见约有一个营的身穿灰
粗布军服的队伍，整齐地向车站行进，这些战士
的军帽上没有小纽扣，胳膊上没有袖章，不像八
路军，也不像新四军，完全像地方的“土八路”。

日军缴枪后，中共中央华东局出具了公函，
如约将日军遣送回国。据史料记载，沙沟受降，作
为一次日军向地方游击队缴械投降之举，在国内
抗战史上十分罕见。

·相关链接·
沙沟受降过程中，太田说：“你们游击队是在铁道上战斗的，我们也是在铁道上战斗的，但我们最后败给了你们，我们们向你们投降。”

后来这句话被编入电影《铁道游击队》鬼子投降时的一句台词。

日军沙沟受降

王志胜 王志胜（前排右一）与战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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