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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0月4日，万余日伪军对丰（宁）滦（平）密（云）抗日根据地进
行大“扫荡”，“扫荡”后期开始推行“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计划。首先
在丰滦密十二、十三、十六区，继而又在长城沿线的一、五、七、八区北部
搞“集家并村”。日军把老百姓驱赶到指定的村庄居住，四周修筑1丈多
高的围墙，只留前后两个门供人出入，门上建岗楼，四角建炮楼，村内驻
军警，日伪称其为“部落”。由于日本侵略者把当地居民像猪、羊、牛、马
等牲畜一样强行迁入，严加看管，老百姓缺少人身自由，且卫生条件极
差，所以，当地百姓就气愤地将这种“部落”叫做类似猪圈、马圈、牛圈、羊
圈一样的“人圈”。截至1942年底，丰滦密一、五、七、八、十二区（现密云
县管辖地区）共修建了29个“部落”。“部落”外，10里范围内为“无住地
带”，只许耕作，不许居住，耕作时间限制在上午10时到下午4时；10里
范围外为“无住禁作地带”，不许居住，也不许耕作，被称为“无人区”。

■ 地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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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县蔡家甸村，提起“人圈”，李素珍（右）和卧床不起的堂嫂任秀真（左），都陷入了无尽的悲痛之中。当年任秀真给八路军做的鞋被日伪发现后，曾遭到残酷的毒打和审讯。

李素珍摸着家门前曾经的“人圈”围墙，她说这段围墙还和当年一模一样。 坐在蔡家甸村口休息的80多岁的李大爷也住过“人圈”，至于详情，却是“记不清了”。

“人圈”里的爱恨情仇
2012 年 4 月 20 日，星期

五，上午 8 时。东二环的早
高峰正轰轰烈烈上演，车辆
顺次排开缓慢前行。

此时，李成廉老人正在
密云县城等待回村里的大巴
车。来县城帮孙子做被子的
李成廉心里挂念着老伴儿的
身体，他想尽早赶回家。

而在这时，密云县蔡家
甸村的李素珍老人已开始
收拾自己的玉米地。虽然
已经 81 岁了，她仍然每天坚
持在地里耕作，然后回家做
饭、陪小狗玩。丈夫去世
后，她已经习惯了这种一个
人独居的生活。

李素珍穿过每天都会走
几遍的水泥马路，慢慢往家
走。“这些地方过去都是小土
路，没现在这么宽，日本人在
的时候，全都给围在圈子里。”

李成廉、李素珍，这些80
多岁的蔡家甸村老人，那时
还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们
和自己的父母兄弟一起，被
日本侵略者“赶”进围墙圈起
来的“部落”。羊有羊圈，猪
有猪圈，村民们把这个关人
的围子称作“人圈”。

石头围墙割不
断的记忆与抗争

围墙是用大石块砌起
来的，最下面的石块更是硕
大无比，石块间涂着水泥
灰，连个缝隙都没有。一溜
儿大约十几米的围墙，都是如
此。李素珍已经记不清自己
是第几次触摸这些围墙，“那

就是当年人圈的围墙啊，这一
段围墙跟过去一模一样”。

李素珍家的院子很漂
亮。杏树、梨树、李树，一字
排开，开着花，一岁多的小
狗“小不点”围着李素珍转
来转去。李素珍打开院门，
一米开外处的石头围墙，那
里曾有她一辈子忘不掉的爱
恨和恐怖记忆。日伪时期，
13岁的童养媳李素珍全家就
住在里面。那时，蔡家甸和
附近几个村落的老百姓都被
集中在这里，李素珍家二十
几口人挤在5间房里。

密云县委党史办调研
员林振洪介绍，日伪修建“人
圈”，目的是要确保伪满政权
的安全，同时要隔断共产党、
八路军与老百姓的各种联
系，让八路军难以生存。但
是，在所有建造“人圈”的地
区，都有老百姓以死抗争不
进“人圈”，也有很多百姓在
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八路军。

李素珍的家在全村最
老的一栋房子后面，原来的
三小间厢房早已经拆掉了，
正房住着李素珍的大堂嫂
任秀真。在“人圈”时期，妯
娌们常常聚在一起偷偷为
八路军做鞋袜。

“那时候全都是偷偷摸
摸做，不敢声张，更不敢让
特务和日本人知道。”李素
珍打开正房的大门，三间破
旧不堪的正房前后有两个
门，后门出去还有一个小
院，后院当年放了一个大碾
子，如今早已不知所踪。

60 多年前，13 岁的李素

珍和 19岁的任秀真，每天夜
里和妈妈婶婶们一起坐在炕
上，把东拼西凑、自己不舍得
用、攒起来的布条，一点一点
拼起来，给八路军做成结实
的鞋底鞋面。做成几双，就
偷偷交给村里的地下党干
部，然后由他们统一交给夜
晚潜入村子的八路军。

“日本人三天两头就来
圈子里搜查，看见什么翻什
么。”一次，日本军队突击搜
查，慌乱中任秀真将没做好
的半片鞋子藏在后院的碾
子里，但最后还是被日本人
翻了出来。

任秀真被日本兵一顿
毒打。“鼻子、嘴全都是血，
差点要灌辣椒水。”60 多年
过去，满头白发的任秀真坐
在自家的炕上，回想起当时
的遭遇，声音哽咽起来，拿起
身边粉红色的毛巾擦擦眼
泪。在“人圈”里，任秀真亲
眼看见过同村人被砍头，也
见过妇女被侮辱，种种惨象

“一天一宿也说不完”。任秀
真庆幸自己没有被关到曹家
路日本兵营监狱里，否则后
果更是不堪设想。

父不知子，子不知父

任秀真的得救还要感
谢 村 里 的“ 两 面 派 ”保 长
—— 李 钧 ，村 民 们 说 他 是
个“两面派”，那是打心眼
儿里崇敬：他白天装作给
日本人办事，而他真正的
身份却是地下党。李钧通
过疏通关系、请客送礼，从
日本人手里救了不少乡亲

和地下党。

李钧的儿子李成廉如
今已经 84 岁，身子骨硬朗，
也 是 村 里 有 名 的 文 化 人
——即便在被关在“人圈”
的日子里，他也断断续续偷
跑到山沟里上课读书。

李成廉的家背靠一条
小河沟，村里最古老的已经
有 300 年历史的房子也是他
家的。李成廉跟很多村里
人不一样，他每天都穿戴得
整 整 齐 齐—— 中 山 装 、布
鞋，头发也梳得一丝不苟，
走在村子里，很有精神。

“人圈”时代，15 岁的李
成廉是个活泼、大胆的少
年。“1944 年，胜利在眼前”、

“日本缺人缺物，好比灯里
缺了油”、“柏林被炸如火
海，东京也怕飞机来”——
这些秘密教材上的课文，李
成廉至今记忆犹新。

那些偷偷上课的晚上，
老师李振宸就会拿着课本
在后山沟等着这几名好学
好动的学生。“父母都不知
道我晚上偷偷溜出去是上
课去的，这些事情要瞒着
人。”就像李成廉当年并不
知道父亲李钧是地下党一
样，李钧对儿子偷着上课的
事情也毫不知情。

由于该地区的人圈在
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始终
没有修建完成，所以原计划
的四个门只修了一个，也就
是说，蔡家甸的“人圈”并非
严格意义上的完全封闭，这
就给求知欲强的孩子们提
供了偷跑出去上学的机会。

蔡家甸附近就是当年
驻扎日本兵的曹家路，虽然
只有短短的 5 里地，但李成
廉对这段路的记忆却是极
其深刻的。一次，由于特务
告密，包括李钧在内的 20 多
个当地人被日本兵抓走，年
少的李成廉每天端着饭盆、
拎着水桶，去曹家路的监狱
给父亲、叔叔们送饭。如
今，两村之间的柏油路全程
连接，路边都是郁郁葱葱的
树木，但在 60 多年前，这条
路上只有日本兵和特务的
往 来。那时，15 岁的李成
廉，肩负着族人的重托，走
在这条路上，手里捧着小米
棒子面饭和白薯，去监狱看
望不知道前途如何的亲人，
小小的他，心里、耳边响起
的，都是母亲们的哭声……

2012 年 4 月 20 日上午，
任秀真家的邻居正在盖新
房，刚建好的公厕后面，工程
人员正在维修电线。如今的
蔡家甸，绝大部分的房子都是
日本战败之后重新建造的。

田地旁边，两个80多岁
的老大爷一站一坐，他们都
曾住过“人圈”，说起来，却是

“记不清了”。一边的村妇联
主任王凤霞说，村里80岁以
上的老人不多了，能想起“人
圈”的，只有这些人了。

中 午 ，李 成 廉 回 到 家
里，儿媳和老伴儿正等着他
吃饭。老人说，别看现在家
里平常只有四口人，可一到
过年过节，老哥几个的孩子
们都聚在一起，“有 30 多口
人呢，吃饭得坐两桌”。

原中共平北地委书
记兼平北军分区政治委
员段苏权生前写过一篇
文章——《抗日战争史研
究 不 容 忽 视 的 两 个 问
题》，开篇第一句话，“第
一点：我们要写‘无人区’
的斗争”。

西方有集中营，东方
有“无人区”，老百姓被
赶进“人圈”，过着像牲
畜一样的日子，而原本
热闹的家园变成冰冷、
恐怖的无人区。在采访
中，面对面与“人圈”的
受害者交流，听他们回
忆过去，这对记者来说，
是一个残酷的经历，也
是一个珍贵的经历。

“人圈”留给我们的
有形之物实在不多，在密
云新城子镇蔡家甸村，只
有一段十几米的围墙，是
过去“人圈”的遗迹，这段
围墙，已经被当地村民原
地利用成自家的院墙。
据密云县委党史办调研
员林振洪介绍，像这样的
围墙，在密云境内，也是
少之又少。要想深入了
解、挖掘和研究“人圈”的
故事，只能从人圈的亲历
者入手。

这些八十多岁的老
人，他们在少年时代所
经历的虐待并没有全部
写 在 脸 上 。 李 素 珍 老
人，穿着红色的毛衣，与
小 狗“ 小 不 点 ”有 说 有
笑，对她而言，现在最大
的烦恼莫过于房子有点
漏雨、放假的时候孩子
能不能在家多住几天。
两年的“人圈”生涯，李
素珍觉得此后的人生再
也没有那么难、那么让
人害怕的事情。

初 入 蔡 家 甸 ，感 觉
这 里 与 无 数 的 村 庄 一
样，有一种安静、琐碎、
闲 适 、亲 切 的 生 活 氛
围，但是当我们真正走
进蔡家村的深处，又有
一种感动和崇敬油然而
生，这是对最平凡者热
爱生活的感动，也是对
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的
无畏选择的崇敬。这些
普通的村民，在“人圈”
里，往往一家人才有一
件 完 整 的 衣 服 ，甚 至
于，有的人家会挖一个
坑 ，以 便 在 邻 居 到 访
时，让没有衣服穿的家
人跳进坑里避免尴尬。
但 是 ，也 正 是 他 们 ，会
把所有能够找到的布头
拼凑下来，留着给八路
军做鞋做袜。

受访者回忆，日本投
降之后，村民们大多回到
了自己原本的家园，把拆
掉、烧光的房屋重新盖起
来，开始新的生活。也有
的人，在原住所附近，另
起生活的炉灶。文章中
所采访的李素珍，也在
1945 年穿上了大红色的
嫁衣，正式成为了一个新
媳妇。

■ 记者手记

无畏的选择
平凡的崇敬

■ 专家

●罗存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
南有南京大屠杀，北有千里“无人区”。“人

圈”，是老百姓自己的叫法，表达了对日军强烈
的憎恨。“人圈”在北京的密云、怀柔、延庆和平
谷都曾经出现过。可以说，“人圈”是北京地区
老百姓在日本侵华时期受到的最不人道的虐待
之一。大量老百姓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不能
耕种自己的土地，没有生活来源。在“人圈”里，
很多人家挤在一起，“集家并村”，吃不饱穿不
暖，很多人饿死冻死，还有人被迫做工。日军建
据点让当地老百姓无偿劳动，没有任何工资，常
毒打他们，甚至还让老百姓互相对打。

有很多人不堪忍受折磨，参加了八路军。我
曾采访过延庆的李全福老人，十几岁时不堪忍受
日本人的折磨投靠了八路军。一年多以后，不幸
被俘，被抓到北海道去当劳工，1945年抗战胜利
才回国。跟李全福一起参军的还有其他不少同
村人，其中有10个人被俘，两个人死在日本。这
种情况很普遍，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查研究。

我们对西方的“二战”集中营都有了解，但
是对于罪行堪比南京大屠杀的“人圈”还了解不
够。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北京地区的“人圈”
状况没有河北地区那么严重，但也达到了让人
震惊、令人发指的地步。

目前，抗战馆已经在密云和延庆进行了实地
考察和调研，对幸存者进行录音录像采访。接下
来，我们还将抓紧时间对北京地区的所有“人圈”
进行详细的调查，弄清楚日伪在“无人区”和“人
圈”里的暴行，建立相关的历史研究档案。

日军“人圈”罪行
堪比南京大屠杀

蔡家甸村曾是日军在密云县划定的29处“人圈”之一。

▶密云县新城子村的“九搂十八杈”是北
京树龄最长的古柏之一。清明前后，村里人在
树上系了很多红丝带，寄托哀思并祈祷平安。

▶抗战时期，日军在长城沿线设置了大量
“部落”，将百姓驱赶到指定村庄居住，严密管
制。当地百姓称之为“人圈”。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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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家甸、四合堂、对营子、大甸子、大峪、白庙子、东湾子、西湾子、番字牌、司营
子、榆树底下、大沟、牛圈子、上仓峪、下仓峪、西仓峪、大北沟门、东石门子、白马
关、小西天、南化石岭、石湖根、黄梁根、上窝铺、下窝铺、牤牛沟、火石岭……

（仅限丰滦密一、五、七、八、十二区，现密云县管辖地区。目录截至1942年底）

■“人圈”名录

密云

怀柔

蔡家甸村

顺义 平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