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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本 “ 传 家 宝 ” 的 最 后 一
页，是我们的家族改变命运的大
转折。

1950 年，爷爷收到了家乡党
和政府的信函，召唤我们回肥城
老家参加土改分田地。一家人欣
喜若狂，结束了颠沛流离的逃难
生涯，回到久别的故乡。我们家
分得了土地，过上了自由温馨的
生活。党的英明领导，政府的关
怀温暖，我们永远铭记。

《13载风雨闯关东》记录了我
们家族从流亡到重回故乡的历
史 ， 也 见 证 了 新 旧 中 国 的 变
迁。书中我的祖辈、父辈早已远
去，我和弟弟妹妹兄妹三人，分
别在教育、检察、卫生岗位上工
作、退休，我们各自的后人也都
有了幸福的家庭、美好的前程。

我会将这本“传家宝”一辈
一辈传承下去，告诫后辈勿忘国
耻、自强不息。

传家宝不一定很值钱，但一定有它的价值和意义。它可以是一件普通的旧物，见证了家族的兴衰和家风
的传承，承载着厚重的情感和珍贵的记忆。它不仅是一件旧物，更是一段历史、一个故事。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定格的记忆历久弥新。无论是传家宝、旧照片还是老物件，都承载了悠悠岁
月，寄托了款款深情。

让我们打开记忆的窗，望向那旧日时光、珍贵过往，让心中积蓄已久的情感汩汩流淌……晚报文青“泰
安故事”栏目邀您晒出家中旧物，用图片和文字，与我们分享属于你的时代记忆和情感故事。

投稿邮箱：tswbdxb@126.com（标题标注“泰安故事”）。
征稿要求：照片真实、清晰、丰富；文字2000字以上、3000字以内，情感饱满、行文流畅；有泰安地域

特点，突出故事性、时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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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闯关东
——父亲的逃难日记
□田洪兰

父亲去世30多年了，他生前亲笔整理的逃难日记《13载风雨闯关
东》我至今仍收藏着。这本日记记录了1937年至1950年爷爷奶奶带
着一家人北上大连闯关东、重回故乡分田地的经历。日记中，父亲蘸
着滴滴血泪，详细描述了我的父辈在日占区的流亡生活，将亡国奴的
屈辱和痛苦一一写在了纸上，也深深刻进了我们心里。

透过这本独特的“传家宝”，我仿佛看到了那个血雨腥风的旧中国……

北上大连谋生
我的先祖是肥城有文化的庄

稼人。1937 年腊月，战争的硝
烟、连年的灾荒和一场意外的冤
枉官司，把我们那个温饱有余的
家变得一无所有，我的爷爷动了
闯关东的心思。

那时的大连有“二肥城”之
称，村里很多老乡在大连生活发
展，爷爷觉得去大连或许有人相
帮，便带着我的奶奶、父亲 （时
年 10 岁）、叔父 （时年 7 岁），背
上铺盖卷，加入了闯关东的人群。

当 时 的 大 连 已 被 日 本 侵
占，到了大连后，无立锥之地的
一家人只能露宿街头。倔强的爷
爷坚定地说：“我们不能挎要饭篮
子乞讨苟活，一定要靠自己的力
气打拼谋生！”在昔日老乡的帮助
下，爷爷给资本家赶马车，奶奶
给粮站缝补麻袋，父亲和叔父拣
煤核、铁丝等废品……一家人时
刻不停地劳作，终于在能吃个半
饱的情况下，挤出了几块钱，租
了半间住房。

记亡国奴之痛

日 本 侵 略 者 占 领 下 的 大
连，学校里教授的不是知识，而
是方便他们进行殖民统治的日语
和奴化思想。即便是在校外，日
本人也不允许中国人学习自己的
传统文化，他们将所有中文教材
销毁，逼着中国人接受他们的殖
民教育。

我们的家族有世代传承的文
化基因，爷爷有深厚的私塾功
底，他把后代的文化教育看得比
生命还重要。自有了住处的那天
起，爷爷就开始教父亲和叔父偷
偷学习传统文化，还安排他们写
日记，让他们把每天的所见所闻
都记下来，再通过订正日记中的
错字和病句，培养父亲和叔父的
书面表达能力。正是爷爷的这项
安排，才有了父亲后来留给我的
这本“传家宝”。

父亲的日记，从 1937 年的闯
关东之路一直写到1950 年全家迁
回故乡，时间跨度大，内容繁
杂、纸张破碎、字迹模糊。为了
让 后 辈 更 好 地 理 解 那 段 经
历，1971 年，父亲在担任供销社
经理时，又利用休息时间进行了
重新整理，最终形成了这本 《13
载风雨闯关东》。

透过这本“传家宝”，可以看
到日本侵略者占领下大连的残酷
岁月，其中不乏一页页亡国奴生
活的苦难描写。

父亲在大连先后做过纺纱厂
工人、饭馆送餐人员、制药厂学

徒 …… 无 论 在 哪 个 劳 动 场 所 做
工，都免不了挨打受骂，病得死
去活来时无人过问，想要辞职资
本家不仅不给工钱，反倒说你欠
他 饭 钱 …… 那 真 是 一 个 暗 无 天
日、有理难辨的黑暗社会。

日记中还记录了其他肥城老
乡的悲惨遭遇，比如赶马车的路
玉岳 （桃园镇伏庄村人），日本人
诬陷他偷了一件西装，先对他进
行了严刑拷打，随后又往他嘴里
灌 辣 椒 水 ， 然 后 用 杠 子 压 肚
皮……最终，他被折腾得七窍流
出血水，虽然勉强活了下来，却
留下了一生的创伤。

日记中也描绘了日本投降时
的场景，那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
一页。

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最早
是从日本人嘴里传出的。1945 年
8 月 15 日早上，父亲和工友赶着
马车去码头装货，往日耀武扬威
的几个日本工头正听着广播抱头
痛哭。其中一个日本工头指着一
垛 垛 堆 积 如 山 的 货 物 对 父 亲
说 ：“ 我 们 完 蛋 了 ， 日 本 投 降
了 …… 这 些 货 物 不 属 于 我 们
了，别装了……”

在回家的路上，父亲发现日
本人的商铺和住处已全部关门闭
户。父亲立即把日本投降的消息
传递给工友、亲人，大家兴奋得
奔走相告。很快，大街小巷到处
都是庆祝日本投降的国人，大家
欢呼呐喊、载歌载舞。

继往开来续篇

1988 年，作者父亲在北京游
览时的留影。

1971 年，作者父亲将逃难日
记整理在这本笔记本上。

日记里描述了日本人如何欺压中国工人。

1988年拍摄的全家福 （2013年时进行了修复）。中排左四为作者父
亲田兆玉 （作者立于其父身后）；中排左一为作者叔父田兆岐，靠自学
考入哈工大，曾任国家冶金部开发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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