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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芝罘区西南河路德新街的一
个四合院中。爷爷奶奶姑姑叔叔住在南
屋，我们家住在东厢房里。我家南房头前
有一棵无花果树，根深叶茂长势喜人。每
年无花果成熟后大人们都会摘给我吃，我
是家里第一个孙女，也是姑姑叔叔的一个
小跟屁虫。

5岁时我进了外国传教士办的幼儿
园，就是二中老实验楼旧址，现在已拆除，
我很怀念它。我家的无花果树是我奶奶
种下的，到了我5岁时正是出果期，树离
地1米左右，向东西北分3个大枝杈，南面
我家墙头挡住了不能生长，东面的果树枝
常常长到旁边院中要经常修剪。每天放
学回家，我就站在树下端详，嗯，这几个果
可以摘着吃了，那几个明天就能熟了，边
上的几个还得过几天，树上的无花果成色
优劣我是胸有成竹、了如指掌。我爬上树
先摘几个果，背靠树干大快朵颐。真甜
哪，透心甜！熟透的果子绿黄色，扒了皮
掰开露出红红的瓤，香甜软糯，我边吃边
摘，一会儿就吃个小肚溜圆。心满意足后
溜下树，先到奶奶房里打个招呼，然后回
到自己家。我就是这棵树的主人，我守护
着它，它见证了我的成长。果树天天奉献
着它的果子，给在那个物质匮乏时期的女
孩以滋养。

随着我一天天长大，能耐大了，嗖嗖地
爬上树，掰着果枝摘果忙，果子再高我也能
收入囊中，伸出院子的枝头我也能把它收
回来，把果子摘下来。

有一天我照旧背靠树干，吃得小嘴吧
唧，忽然想到，怎么大人们都不吃？奶奶
说：“我们不吃，都留给你吃。”我一下怔住
了，这么好吃的果子他们都捞不着吃，多馋
哪！所以从那天起，我开始摘下果子送给
家人品尝。

家中的这棵无花果树伴随我走过童
年，我们幼儿园经常参加市里的文艺演出，
一曲《大红枣儿送亲人》，整个剧场沸腾了，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的呼声响彻礼堂。
我是第一个出场的小姑娘，是那么灵动那
么活泼。我们又给在场的嘉宾演了一遍，
欢呼声和呐喊声我一生都不会忘记。我的
毕老师、杨老师你们现在还好吗？我想念
你们。

我8岁那年到了毓璜顶小学学习。由
于学业紧张和年龄的增长，对无花果不像
小时候那样入迷了，我会和家人、邻居、同
学们一起分享无花果。看着他们吃得开
心，我心里也非常高兴。

11岁时我们搬家了，这棵伴随着我童
年的无花果树被我抛下了，它孤零零地站
在那里。它的命运怎样了呢？我不得而
知，但它的样子却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
里。无花果树啊，我童年的“小伙伴”。

1941年1月，山东革命根据地由招远县北部析置招北县，也
称北招县，治杜家村（今山东招远市西北杜家）。1950年1月撤
销，并入招远县。

1942年，北招县的抗战工作正处于困难时期，县委和行署机
关在牟家村遭受日军突袭，牺牲干部战士10多人。县委、行署和
县大队不得不转移至偏僻的口后徐家一带开展工作，抗日斗争陷
入低谷。在此之际，山东军区为了发展地方武装，颁布了“八一”
训令。时任胶东五旅十三团二营营长的王兴方受命于危难之时，
于1942年6月来到北招县担任县大队的副大队长。

王兴方就职后，与县大队200余名战士同吃同睡，同甘共
苦。白天，抓紧军事训练，晚上同战士们谈心，很快他便与战士们
打成一片，得到了战士们的信任和拥护。在他的严格训练下，战
士们的素质得到很大提高，战斗力大大增强。

为了壮大队伍，扩充实力，王兴方与县委、行署密切配合，广
泛发动群众，在全县掀起了党政军民齐抓扩军的热潮，各中队不
断将精干人员输送给县大队。很快，县大队就发展到300多人。
人有了，但武器弹药不足，王兴方决定从敌人手里夺取。

1943年 6月的一天，县大队接到情报，说玲珑金矿的日军
车队将载着大批军用物资于6月29日返回。这一消息让王兴
方大喜。28日，他便率领战士们在槐树庄附近设下了“口袋
阵”。次日清晨，敌人的车队果然出动了。当车队行驶到槐树
庄路段时，跑在最前面的汽车被王兴方他们事先埋下的铁耙扎
破了胎，动弹不得。正当敌人停下车查看情况时，王兴方带领
战士们冲了出来，一阵猛烈火力攻击，不到20分钟就结束了战
斗，毙俘日伪军30多人，缴获机枪两挺、迫击炮一门、长短枪
20余支、弹药及军用物资一大宗。是役，不仅使县大队的武器
装备得到了补充，而且使北招县大队的声威大震，极大地振奋
了军民抗战的信心。

有了这次战役的经验，王兴方又接连率领战士们相继拔掉了
埠南张家、寨里、蚕庄等敌人的据点。

伪县长杜祖光对县大队非常害怕，担心有朝一日打到他的头
上。他指挥伪军对县大队的主要活动区域纪山一带展开了围
剿。王兴方指挥战士们从容应战，拉开了十里长的战线，展开游
击战，打得伪军溃不成军，击毙、俘虏伪军20多人，伪县长杜祖光
也送了命。气焰嚣张的伪军被打得闻风丧胆。不久，王兴方率领
县大队捣毁了西良据点，并在岭上、黄泥沟、傅家等据点痛击敌
寇，重挫日伪军锐气，打得敌人不敢轻举妄动。

1944年秋，日寇集结烟台、龙口、招远之敌，在龙招路两侧
的村庄大肆抢粮。王兴方得知消息后，率领县大队与黄县（今龙
口市）独立营联合，一方面迎头痛击抢粮之敌，一方面趁机袭击
鬼子据点。仅9月23日一天，就将鬼子在洼子、槐树庄、张星、小
李家庄子四处据点的防务全部摧毁，获得了空前的胜利。《大众
报》以“地方武装的模范战例”为题给予了报道。

秋季攻势后，我北海和西海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北招县委、
行署机关彻底走出了口后徐家一带，县大队发展到近400人，并
升级为独立营，王兴方担任了营长。1945年2月，县大队发展成
拥有4个连和一个机枪班，总人数达到近500人。

1945年，随着北招抗战的节节胜利，玲珑金矿残存的部分日
军深知大势已去，便加紧了对玲珑金矿资源的疯狂掠夺。日寇将
矿石、精矿粉和纯金装入汽车运至龙口港，企图从海路运回国。
北招县委决定袭击日军车队，夺回本属于我们的资源，绝不能让
敌人的阴谋得逞。

王兴方受命负责指挥这次战斗。他派特务连的战士摸清
了敌人汽车往返的规律，于3月2日凌晨，率领精干战士在龙
招路的要道处设下埋伏，并在路中央埋下许多地雷。上午9时
许，一支100余人的日军小队护卫着3辆汽车全部进入雷区。
王兴方一声令下“打”，战士们一齐拉响了地雷。随着一声声地
雷的爆炸声，顿时日军车翻人亡，血肉横飞。战士们齐声高喊
冲向敌人，敌人被打得蒙头转向，顿时乱作一团，有的抱头鼠
窜，有的趴在车下缩成一团瑟瑟发抖，有的干脆举起双手乖乖
投降，负隅顽抗的被当场击毙。不到半个小时战斗就胜利结
束，我军炸毁日军汽车一辆，打死敌人40人，俘虏3人，缴获各
种武器40余件。

我在烟台二中读书时，教化学的老师是
班主任刘宝玲。她当时还没有结婚，不太高
的个子，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头上扎着两条齐
腰长的大辫子，走起路来一摆一摆的，显得非
常干练。

那时，我上课时不是交头接耳说话，就是
做小动作，下了课就和同学们疯打疯闹。反
正，调皮学生身上的毛病我差不多占全了。初
三是临近毕业、复习功课准备中考的紧张时
刻，我却因为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对于考高中
的事有一搭无一搭，毫无精神压力和心理负
担。自习课时，同学们都趴在课桌上静静地复
习功课，我却无所事事，心血来潮借来一支竹
笛，学起了吹笛子。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笛子，
吹得那个难听劲儿就别提了，反正我行我素毫
无忌惮，也不管同学们烦不烦。为此，我也没
少挨批评。

就在那年的学校运动会上，因为我身体瘦
弱，运动员没当上，可作为观众我又坐不住，刘
老师趁这个机会喊我坐在教室外面的台阶上，
对我进行了又一次谈话。这次谈话的细节已
经记不清了，但是主要内容和我在刘老师面前
羞愧低头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她开头给我
讲的，无非是上课要认真听讲之类的平常话，
后面则指出我今后要努力的方向：要向班上的
好同学学习，积极上进，争取早日加入共青团，
等长大了参加工作，为国家、为建设社会主义
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等等。这次谈话，足足有
两节课时间，可是当时我少不更事，完全没有
理解刘老师的苦口婆心，反而觉得像听故事一
样。上课认真听讲、不搞小动作这些话我都听
惯了，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但要我入团，我根
本就没有想过。在我眼中，那么神圣的事，我
这个调皮的学生怎么可能实现呢？这不是有
点天方夜谭吗？尽管不理解，但刘老师的用心
我还是懂的，不管怎么说，从那之后我在遵守
课堂纪律等方面还是收敛了很多。

在我离开学校参加工作的1965年夏天，天
气炎热，我敞开着上衣，裸露着像键盘一样的
肋条，去西南河西岸的百货第五门市部买东
西，恰好迎面遇上了刘老师。我立刻站下，恭
敬、热情地叫了一声：“刘老师！”刘老师一看我
那个野蛮样子，用像在课堂上讲课一样的声调
微笑着说：“看——，把你热成那个样子了？”这
句话像大热天里给我吃上一根牛奶冰棍一样，
使我猛地惊醒了。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怎么
能这样不文明？我有些不好意思，顺手扣上了
扣子。从那以后直到现在，无论在什么场合，
我都牢记着刘老师的这句话，再也没有衣冠不
整过。

参加工作以后，在单位领导、师傅们的帮
助教育下，我逐步理解了刘老师当初的教诲，
工作越来越上进。如今我觉得，刘老师和所有
教过我的老师们，把一粒粒智慧的种子播撒在
我和同学们的心田里，他们希望播下的每一粒
种子都能破土而出，茁壮成长。

60多年过去了，刘老师也已作古，我这个
学生也年近八旬，回忆起当年老师的耐心教
导，仍觉得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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