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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枣日军暴行录——北沙河惨案
■刘圣明

在滕州市界河镇北沙河村有一座北沙河惨案纪念馆，是全国首家村级抗日史实纪念
馆。该馆于2005年建成，占地面积6500平方米。纪念馆坐北朝南，宽敞的大门上方高悬匾
额，上书“北沙河惨案纪念馆”八个金色大字，由滕州籍著名书法家、浙江大学教授马世晓题
写。

进入纪念馆，迎门是一方硕大的整块石雕台历，台历右页显示时间是“公元1938年3月
15日”，左页是刻有83人的《北沙河惨案遇难乡胞名录》。石雕台历东西两侧各有一座四角单
檐石质碑亭，亭内各立石碑一方。西侧碑亭楹联为“惨案铭世纪，国仇六十年。”石碑正面刻
有“北沙河惨案纪念碑”，由滕州籍著名书法家，原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山东省书法家
协会名誉主席王玉玺题写，石碑背面刻有《北沙河惨案纪念碑记》。东侧碑亭楹联为“信中
华，能崛起，振兴国运；合世界，要和平，发展潮流。”石碑正面刻有“北沙河惨案纪念馆落成碑
记”，落款为“中共界河镇委员会、界河镇人民政府。二〇〇五年九月三日”。

北沙河村，位于滕州城北
4.5公里处，是界河镇最南部村
庄。它南临北沙河，西靠津浦铁
路。当时全村有 170户，680余
人。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肆
无忌惮地沿津浦铁路大举南
侵。为了阻止侵略军继续南
侵，1938 年 3 月 13 日，第 22 集
团军、爱国将领 122师师长王铭
章，命令本师 364旅 727团团长
张宣武率部队进驻滕县界河北
沙河修筑工事，设置第二道防
线（第一道防线在界河东西一
带）。727团在北沙河村外挖战
壕、架铁丝网，切断了村西北角
的大官道。侵华日军矶谷师团
赖谷支队准备向南进犯滕县，
在北沙河村遭到中国军队的顽
强阻击，北沙河一带的民众积
极配合抗击日寇，使日军大部
队南下严重受阻。更为后来中
国军队在滕县保卫战、台儿庄
大战的部署上争取了宝贵的时
间。

3 月 15 日早晨，日寇一个
连的先头部队沿着官道朝着北
沙河村进发。这支先头部队是
为后面的日军装甲部队探路
的。此时的北沙河村处在极度
的恐怖之中。在此之前，界河
一线阵地开战以来，已有部分
村民躲往外村避难，还有一些
村民躲进了德国教堂。15日上
午，听到炮声，留在村里的部分
老弱妇孺预感大难临头，各处
躲藏，村内各防空洞都藏满了
人。当日军的先头部队抵达北
沙河村西口时，一道深深的大
沟挡住了去路。由于后面的坦
克无法前进，日本兵便端着刺
刀进村找人填沟。村民罗士
宾、常宝平当时没有躲藏，鬼子
抓住他们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并强行要他们去填沟修路。他
们一人拿扒钩子，一人拿破铁
锨想糊弄鬼子。日本兵一看，
这根本不是修路的工具，便开
枪把他俩打死在沟里。

日本兵在村里找不到几个
人，却看到墙壁上到处都是反
日标语口号，再加上官道被毁、
铁路桥被炸，迟滞了日军南下，
日军恼羞成怒，大开杀戒，制造

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北沙河惨
案。

日本兵端着明晃晃的刺
刀，在村里见男人就杀，见妇女
就奸污，上至 70多岁的老人，下
至十一二岁的幼女，有的被奸
污后再开膛破肚。不论是老人
还是婴儿，他们都不放过。有
的被绑在树上活剥，有的用刺
刀穿死，有的被关在屋里放火
烧死，有的被扔进水坑里淹死，
有的被刺刀捅死后再开膛破肚
……全村到处是遇难者的尸
体，到处是滩滩血泊。哭声、喊
叫声、厮打声、杀声、枪声不绝
于耳，惨象不忍目睹。这场惨
案使全村 50余户 83人遇难，其
中，全家被杀的 11户，遇难 25
人；剩下 1 人的 4 户，遇难 20
人。共烧毁房屋 240余间，损失
牲畜 12头、粮食 13700余公斤，
抢走的家畜家禽不计其数。

北沙河村的王延标老人是
惨案的幸存者，当时只有 6岁。
他 70多岁的奶奶，40多岁的父
母，12岁的哥哥，4岁的弟弟，未
满月的妹妹，因老的老小的小，
行动不便，没有逃脱，就和邻居
王德香一块藏在家南的地窖
里。日本兵发现地窖后，先把
王德香叫了上去，强迫他跪下，
王德香不从，当鬼子向下按他
跪下时，王德香猛地拨开刺刀，
一拳打过去，把日本兵打得一
个踉跄，随即飞起一脚踢在另
一个日本兵的小腹上，日本兵
倒地，疼得直嚎。他正要继续
拼打，第三个日本兵向他打了
几枪，王德香倒地后，日本兵又
在王德香尸体上狠狠捅了几

刀。王延标老人说：“日本兵被
打后，就把恼怒向我们家人身
上发泄。把我们全家老少从地
窖里逼出来，日本兵首先用刺
刀把我哥哥刺死。我母亲看见
儿子惨死，就大哭起来，鬼子却
哈哈大笑。日本兵又从母亲怀
里夺过未满月的小妹妹，举过
头顶摔在地上，妹妹‘哇’的一
声昏了过去。日本兵又撕开母
亲的衣服开了膛，接着又用洋
刀劈死了父亲，又把 70多岁的
奶奶推向水坑，并开枪打死。
这时，我和弟弟没命地哭喊。
鬼子转身把我和弟弟连同被摔
昏的妹妹扯腿扔进了水坑，接
着又向水坑里打了几枪。弟
弟、妹妹都死了……”讲述到
此，王延标已经泣不成声。

杀完王延标的全家，日本兵
又把王兴一家四口用刺刀刺死
后扔进水坑。就这样，这个水坑
里一共堆有 19具尸体，坑水变
成了血水。所幸王延标没有被
打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苏醒
过来，悄悄从堆满尸体的血水坑

里爬了出来。他一个 6岁的孩
子回到没有亲人的家里，一头钻
进了床底下，用破席遮住身体，
趴了七天七夜没敢出来。幸亏
床底小罐里有他母亲生前存放
的 3个生鸡蛋，就靠这些他侥幸
活了下来。以后他邻院的王学
增大爷收养了他，才得以长大成
人。

王家人遇难的水坑在村西
北角，坑北沿的地洞里也藏着十
几个人，日本兵发现后，在洞口
架起机枪往里扫射，日本兵疯了
似地乱喊乱叫，打着手势逼迫人
们“统统地出来！”并在洞口架柴
点火用烟熏，洞里的人们被烟呛
得撑不住了，爬出来了 12 人。
日本兵叫他们排成队跪在地上，
用机枪扫射，当场打死了 11
人。还有 6人始终没有出洞，侥
幸逃过一劫。

王子云老人说：“我是从死
人窖里爬出来的！日军进村
时，俺和父亲（名王德和）、大
娘、二婶子，还有两个很小的叔
伯妹妹都藏在俺自家挖的土洞
里。日本兵发现洞口就嗷嗷喊
着，叫‘统统出来’。我父亲被
迫先出去，被日本兵一枪打
死。他们看见藏有妇女更不放
过，我大娘和婶子抱着女孩先
后都被逼出洞去。日本兵夺过
她们怀中的孩子，一个摔在地
上，一个用刺刀穿死，然后又扑
向她们。日本兵侮辱了她们之
后，又将她们残忍杀害。我在
洞里都听得清清楚楚。日本兵
又往洞里开枪，我闻到了呛鼻
子的火药味，吓得趴在洞里的
拐角处一动不敢动。过了很长

时间，上边没了动静，才敢爬出
洞来。我出来一看，天哪！我
父亲、大娘、婶子和孩子都横七
竖八地惨死在地上，我被摔的
小妹还有口气……”

日军在北沙河村制造的这
场惨绝人寰、泯灭人伦的惨案至
今依然让笔者在采访中感受到
难以喘息的哀痛和悲愤，更理解
了这座全国首家村级抗日史实
纪念馆——北沙河惨案纪念馆
的巨大意义。笔者在纪念馆里
看到，院落东侧建有题词碑廊，
系滕州籍诸位将军等获悉北沙
河惨案纪念馆建馆，在百忙中为
纪念馆的题词碑刻，这些题词无
疑为纪念馆增添了庄重的氛
围。馆院西侧陈列有济南军区
捐赠的退役歼六战斗机 1架、Ｔ
34坦克一辆、54式122毫米牵引
榴弹炮 1门、59式 57毫米高射
炮 1 门、56 式 85 毫米加农炮 2
门。这些武器，不仅提高了纪念
馆的陈列档次，更重要的是说明
一个国家只有富国强军，才能免
受他国的侵略和欺凌。

北沙河惨案纪念馆现已成
为我市红色文化教育、青少年校
外活动的重要场所，先后被评为

“省党史学习教育基地”“省关心
下一代教育基地”“省级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省国防教育基地”

“枣庄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滕
州市群众观教育基地”。

北沙河惨案纪念馆也时刻
提醒着我们：“勿忘国耻，铭记历
史！强我中华，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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