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隐居乡间的世界名人

石业华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当中国人民

和全世界人民欢庆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之时，在日本北海道罕有人
迹的深山野林里，生活着一位逃避日本法西斯迫害的中国同胞，他过了１３
年与世隔绝的孤独而又凄惨的野人生活。他就是刘连仁。

现在的年轻人对刘连仁这个名字也许已经陌生，但是，假若你了解他
的经历，也许你一生部不会忘掉这个名字。如今，刘连仁安居在山东省高密
市井沟镇草泊村，他已是８３岁的老人了，但身体很健康。

刘连仁１９１２年出生于当地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全家靠租佃扛活度
日。由于家里太穷，刘连仁３０多岁才娶上媳妇，虽说家境贫寒，但兄弟和
睦，夫妻恩爱，苦日子也能挤出几分甜蜜。国破岂能家全，日军的侵略给中
国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和损失，侵略者除了丧心病狂地血腥屠杀之外，还从
中国沿海地区掠夺了大批的平民百姓运到日本本土从事奴隶劳动，这场灾难
也平白无故地降到刘连仁的头上。

一
那是１９４４年农历８月２７日（公历９月２日），正是农民忙着播种

小麦的季节。
那天早晨，刘连仁还没有吃早饭，他推着一车子猪粪往地里送，刚出

村子就遇到一群日伪军，鬼子不容分说把他抓走了。这些侵略者是下乡专门
抓劳工的，刘连仁被押解到高密县城，和他关在一起的有８０多人，都是高
密、诸城、胶州一带的贫苦百姓。他们被关在一个合作社里，曾两次集体逃
跑没有成功，有十几人在突围中被鬼子开枪打死。

不久，刘连仁同许多同胞一道，在日本兵的刺刀押送之下，被带到青
岛。关押在伪劳工协会，给换上了军装，照了相，逼着盖了手印。

１０月１１日，刘连仁同８００名同胞一起在青岛大港码头被逼上日
本“普鲁特”号轮船，被当成“俘虏兵”，装入运货的船舱，运往日本。

轮船在海上航行了六天六夜，到日本一个叫门司的地方下了船。而后
到达北海道雨龙郡沼田村，分配到一个叫“明治矿业股份公司沼和矿业所”
的矿山做苦工。这一天，刘连仁清楚记得是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３日。

１１月的北海道已是冰天雪地，连树木也冻裂了皮。２００名劳工每
天只发一袋子半粗面。没法做，只好搀些野菜、果渣、橡子面甚至木屑，煮
成稀糊，每人喝上一碗，连点暖气也放不出来。有些人饿极了，就从垃圾箱
里拣日本人扔掉的乱六八糟的东西吃，也有的人跑到日本人伙房的污水缸里
偷捞饭渣填肚子。

在这种生活条件下，劳工们开始下矿井挖煤了。黑暗的矿洞里没有光
明，也没有安全设备，空气弥漫着脏臭味。数不尽的木棍子支撑着摇摇欲坠
的矿井，几十丈深，几十里远，神话里所说的十八层地狱也不过如此吧！每
天干１６小时就算幸运了。完不成定量，不但不让吃饭、休息，反而皮鞭抽，
皮靴踢，不管你体弱生病，经常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

日本人的小矿井条件差极了。矿井塌方掉煤块砸死砸伤人是常有的事，



轻伤逼你照常上工，断腿折腰的把你拖在一边，没人给治疗，更不准假休息，
许多人就这样活活折磨死了。有时，刘连仁被叫去挖死尸，挖出来的脸涨得
发紫，呲牙咧嘴，眼珠子都压得吐出来，看了令人寒心。要知道这都是我们
的骨肉同胞啊！

为了能完成规定的产量，刘连仁想了一个办法，早晨喝点稀饭，再多
喝水，把肚皮撑起来，省下那个唯一的窝窝头，揣在怀里留着下井干活饿极
了再吃。不过不能让监工看见，没法子只好藏在煤块下。可是矿井里老鼠太
多，一不小心被老鼠吃掉反而亏了。

有一次，刘连仁的一位难友藏的干粮被老鼠吃了，他饿得直冒虚汗，
干活没了力气，日本监工发现后举鞭就打，这位难友忍无可忍，顺手一抡铁
锨，劈中那个家伙。这下可惹出大祸，日本人剥光了他的衣服，绑在一棵树
上用冷水泼，一会儿便成了一个冰人。

就这样，我们的同胞不知有多少被砸死、累死、饿死、冻死在这里。
二

这种地狱般的生活谁能忍受，谁不想念自己的祖国和亲人？反抗吧，
人少力单，不能成事。要活下去，只有逃走，唯有逃出去，才有回到祖国与
父母妻子团聚的希望。刘连仁夜里冻得睡不着，就反复想心事，他心里自言
自语道：“不是饿死，就是叫人揍死，不替鬼子干了。”

他把逃走的想法告诉了同乡难友邓撰友、陈增福、陈国起和杜贵香，
得到了他们异口同声的响应。１９４５年７月３１日晚８、９点钟，天阴沉
沉的伸手不见五指，刘连仁心想机会来了，他联络了邓撰友等四个老乡，冲
进伙房抢了一些干粮，不顾敌人开枪警示，从厕所的空道里逃了出去。他们
满脸沾着粪便，借着漆黑的夜色拼命地奔跑，终于甩掉了敌人的追捕，到一
条小河里洗了个痛快澡。

从此，刘连仁开始了异国他乡的流亡生活。往哪里去呢？他们缺乏地
理知识，以为西北方向有通往祖国东三省的旱路。凭着大树上绿苔的多少，
太阳的出没，他们在深山中好容易才辩明了西北方向。５个人爬山越岭，躲
避着日本人，寻找通往祖国的道路。

随身带的干粮很快就吃光了，在这荒山野林中拿什么充饥呢？他们就
满山寻找食物。

有种野生植物像韭菜，嚼起来很辣，但不苦不涩，有那么一点菜味；
还碰见一种像小白菜的东西，尝了尝也可以吃。刘连仁就是靠这些野菜充饥，
他们趁夜色继续赶路。

一天，他们爬上一道山岗，望见山下有日本妇女、老人在田里劳动。
日本人种的庄稼开着诱人的小白花。一种饥饿感和饭香味涌上心头。刘连仁
对大家说：“走到山下弄点吃的，不然会被饥饿折磨死的。”说完，他率领四
个老乡下了山。

他们刚到山脚下，忽然听到竹林里沙沙作响，竹枝动处有人影晃动。
坏了！被日本人发现了。２０几个日本人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刘连仁见状喊
了声“快跑”！便一马当先冲了出去，跑了一程，回头看看，只剩下陈国起、
杜贵香跟在后头，显然，邓撰友、陈增福被日本人抓走了。想到这两位患难
兄弟凶多吉少，三个人禁不住恸哭起来。

这次下山不幸使他们失去了两位难友，但意外发现地里开白花的是土
豆，从此，他们白天在山里转，夜里下山挖土豆吃。



几天以后，刘连仁等人走到了陆地的尽头，眼前是一片汪洋大海，波
涛汹涌，海天相接。日本当真是个岛国啊！同伴们禁不住心灰意冷了。无奈，
刘连仁只得动员大家仍往前走。他们傍着海边，沿着山岭，继续前进。后来
发现海边有冒着白烟的火车，这自然是有铁路了。他们想，日本有铁路通往
朝鲜，到了朝鲜再往北不就是咱们的东三省吗？走，沿着铁路往前走！于是
三人决定，白天躲在山里，晚上沿着铁路往北走。

有一次正走着，突然碰到铁路上的人，只隔几步的距离，跑已来不及
了。对方问话，多亏刘连仁会几句日语，含含糊糊地对付了一阵子，算是应
付过去了。又有一次，三人在山上一棵树下休息，一只狗熊迎面漫步走来，
吓得大家直打哆嗦，刘连仁年龄大几岁，阅历多一些，他忽然想起在家乡时
老人讲故事，说狗熊虽厉害，但不吃死人，急忙小声道：“快躺下假装死，
狗熊不吃死人。”三人立即躺在草丛中一动不动，连气也不敢喘，果然，狗
熊好像没发现有人，掉头走了，他们才幸免葬身熊腹。

北海道的鬼天气令人生厌，６月才化完雪，９月又风起雪花来。地上
有积雪，落下脚印少不了引人来找，再遭到毒手。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
是在山里找个洞穴躲起来，过了冬天再想办法。

他们踏遍了山山岭岭，也没找到一个理想的山洞，大家失望了。刘连
仁说：“没有山洞我们可以自己动手挖，先避过寒冬再说。”他们从铁路边工
棚里找到了一把旧铁揪，选了一个僻静的山沟，就开始挖洞，同时夜里还要
下山搜集过冬的食物，海带、鱼干、土豆，凡能充饥的什么都要。挖好洞，
存下些口粮，大雪随之就封山了，再出去活动就会被人发现。

于是三人蜷曲在洞里开始过冬。天气大冷了，他们只好用从田野拣来
的纸袋子和榆树皮，缠在身上御寒，漫长的冬季，存的口粮不够吃，他们都
自觉省吃俭用，饿极了吃口海带、啃口土豆、舔口雪水，算是一顿饭。为了
减少饥饿的感觉，缩短冬日之苦，他们学习动物冬眠，多睡觉少活动。后来
大雪封住了洞口，透不过气来，扒了十几尺深，才露出个口子来，大雪顺着
洞口刮进来，身上像刀割一样，简直要把皮撕裂开似的。封一次扒一次，就
这样提心吊胆地熬过了第一个穴居的冬天。

盼到第二年天暖雪化，掐指一算，已在洞里呆了半年多。乍一出来，
个个面色发白，双腿麻木，见光流泪，浑身酸痛，已经不会走动了。他们用
手揉搓着双腿，像小孩学步的样子，扶着树木重新学习走路。练习了好久，
才慢慢恢复走动。

能走路还得想办法回祖国，三人决定漂海。这年６月的一天月夜，正
刮着东南风，落叶向西北飞舞。三人搞到一只小般，扬起帆下了海，可是船
往西北漂了一会儿，又往回漂。刘连仁他们急坏了，琢磨半天才明白，原来
是东南风刮到山谷上又折回来。三番五次总是漂不出去，眼看天亮只好回来，
漂海回国最终失败了。

后来，他们碰到一个渔民，６０开外的年纪，看样子还善良，就央求
这个渔民送他们过海。这老渔民担心落个叛国罪，摇头拒绝了。这样不但没
得到帮助，还引来了日本人搜山。三人在山里躲了五六天，看看没有动静，
估计搜山的日本人可能撤退，想下山找点吃的。他们钻出一片竹林，沿着一
条崎岖的羊肠小道而下，谁知在一拐弯处碰上了２０多个日本人，原来日本
人并没有撤走。他们猝不及防，两个同伴被抓走了。刘连仁力大身壮，他冲
开日本人的包围圈，一口气跑上山，大哭了一场。



三
五位同胞一起逃出虎口，现在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刘连仁绝望了。“该

是我命绝的时候了，与其被他们抓去活洁折磨死，还不如自行了断痛快。”
他想。刘连仁抹掉脸上的泪珠，面朝祖国跪拜了亲人，慢慢地挽起了草绳，
搭上了树枝⋯⋯

谁知这条草绳日久腐烂，刘连仁身躯高大，一上吊绳子坠断了，他被
重重地摔在地上；刘连仁挣扎着爬起来，坐在石头上又想：“我刘连仁自幼
没做过亏心事，被日本人抓了劳工，吃尽了苦头，活到如今，为什么要落个
这样的下场？不能死，要活下去！只要活下去，就有重返祖国的希望。”这
种希望在长期孤独的非常人所能想像的穴居生活中给了他勇气。

冬天来了，还得挖洞过冬。这次挖洞接受了去年的教训，地点选在两
个山头之间的平地上，免得被雪埋住。洞口朝上，留三个气眼透明。谁知因
为地势低平，到了来年雪化的时候，雪水从四周灌到洞里。他只好跑到洞外，
冻了很长时间才熬过这个冬天。吃一堑长一智，第三年冬天挖的洞就安全多
了。从这以后，每年打洞都能安全过冬。

虽然是穴居野处，也在想法弄锅找火吃熟食。刘连仁每次下山搞食物，
都留心找火柴和煮饭用的炊具，费了一年功夫，他弄到了一个新火炉和一把
质量不错的小铁壶，这就是他的锅灶了。炉和壶成了刘连仁的伙伴，帮他生
活下来。

从矿里带出来的一身衣服，那能穿多久？第三年找到了一把雨伞和雨
布，下雨不怕了；第五年上找到了两根针，衣鞋破了可以缝补缝补：在第六
年上，又找到了一件美式军用大衣，既当衣服又当被子。就这样一春复一春，
一冬复一冬，过着辛酸的生活。

有一次，一个采栗子的女人在山上遇到了他，吓得鬼哭狼嚎般的逃下
山去。她怎么吓成这个样子！刘连仁边想边到小河边一照，哎呀！自己也吓
了一跳，原来由于长期没剃头刮胡，须发蓬松大长，污垢满面，衣着褴缕，
活像一个野人。

还有一次，３个日本妇女上山采野果，走到刘连仁居住的地方附近，
把连仁当成了深山“仙人”，３人跪在地上朝他虔诚地祈祷。刘连仁好气又
好笑，赶紧连拉带扯，把３个女人送回原路。

长年的观察使刘连仁明白日本劳动人民也是很苦的。有一年天大旱，
北海道的地皮都干裂了，庄稼枯死了。日本农妇背着孩子对着旱田啼哭。

共同的命运使他很能体谅日本人民，每次下山弄食物时，总是这里弄
点，那里弄点，免得影响人家的生活。“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但雪落
了又化，树叶青了又黄，总还分得出季节的。１９５７年秋天，刘连仁被抓
到日本已经１３个年头了。他处深山野林也１２年了。

刘连仁准备第１３次过冬的时候，打好了洞，筹集了一些食物。一个
偶然的机会，他在一架打稻机旁，找到了半袋大米，一桶火油。真是好运气，
恐怕这是十几年来最舒服的一个冬天了。他省吃俭用，直到来年一月还有米
和油。

因为这年烧火较多，洞上很厚的积雪给热气化出碗口大的一个空隙，
可以窥见青天，并听到外边的动静。一天洞外传来嚓嚓之音，他预感到被发
现了洞口。刘连仁再也不能呆在洞里了，只好冒着严寒逃了出去。

那是在１９５８年２月８日，住在北海道石狩郡当别町的一个叫夸田



清治的猎户，在追野兔时发现了刘连仁住的洞口。夸田清治没有惊动他，而
是在第二天中午带来１０多个警察悄悄地围住了洞口，找到了刘连仁。原来
刘连仁在雪地里一冻，竟然不能走动了，只好爬回洞里。

至此，我们这位无辜的同胞才结束了长达１３年的原始穴居生活。
四

刘连仁被发现的消息传到北海道札幌华侨总会，侨胞们立即到札幌警
察署进行交涉，并把他接到一家旅馆里。刘连仁在侨胞温暖的照顾下，理了
发，洗了澡，换上了干净衣服，重新又回到人的生活来了。然而，他与世隔
绝已久，还不清楚世界的变化，所以刚接到新衣服时，还疑虑地问道：“这
是配给的？”

刘连仁１３年的苦难生活，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违反国际法规残害中国
人民的活生生的罪证。然而，札幌警察当局却说他有“非法入境”的嫌疑。
为了澄清这种谎言，尽快证实刘连仁的身份，札幌华侨总会和日中友好协会
札幌分会马上开始了紧张的活动。他们根据刘连仁的陈述，进行了深入细致
的调查，从札幌至东京的电话不断地重复刘连仁这个名字。

２月１１日，东京华侨总会和中国人俘虏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调查
得知，日本外务省“华人劳工就业情况调查报告书”中有刘连仁的名字，刘
连仁的陈述与其中所记事实相符。

２月１３日，“明治矿业股份公司”也派人访问了刘连仁，他们提出“你
的代号是什么”，“当时工作场所的情况”等问题，都得到了确切的回答，从
而进一步证实了刘连仁是当时被分配到该公司从事强制劳动的中国劳工。

事情真相判明后，２月１５日的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首先报
道了刘连仁事件的过程，接着其它各报也纷纷加以报道。同情刘连仁的悲惨
遭遇的日本人民，要求政府采取负责措施、妥善处理刘连仁问题的呼声日益
高涨。日本当局在日本的这种舆论面前，不但没有表明任何悔过反省态度，
反而竟认为刘连仁有“非法逗留的嫌疑”，企图加以传讯。

对此，刘连仁感到极大愤慨，他在２月２６日发表抗议声明：“如果日
本政府谈到法律，那么首先就应遵守国际法，迅速通知我的祖国中华人民共
和国，尽快地把我送回和平的家庭。我坚决要求明治矿业股份公司和日本政
府赔偿我在１４年间所受到的身体上、精神上的损失。”此外，刘连仁还提
出，在他以前还有４名同胞被从深山里抓走，要求日本当局负责调查他们的
下落。但是日本岸信介政府置若罔闻。

难胞刘连仁遭受日本当局新的迫害的消息，引起我国政府和人民的极
大关注。２月２８日，《人民日报》报道了难胞刘连仁逃避日本军迫害穴居
荒野１３年终于重见天日的消息，并配发了照片。３月３日，中国红十字会
打电话给日本三团体联络事务局，要求日本三团体查明中国公民刘连仁穴居
荒野１３年的详细经过和健康情况，并且希望三团体协助刘连仁尽早安全返
回中国。中国红十字会在电报中对刘连仁的遭遇深表关怀，并汇去人民币５
００元，请三团体转交刘连仁。

全国各界人士也纷纷投书报刊，声援刘连仁，愤怒谴责日本当局推脱
罪责和不负责任的态度。

日本在中国的侨民和留学生也纷纷谴责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暴行。
３月１０日，《赤旗报》发表社论，要求日本政府立即把刘连仁事件通

知中国政府，同时给刘连仁以适当的救济和补偿，并且把他送还给中国政府。



社论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态度说，刘连仁被发现以来，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日本政府不但没有设法救济他，札幌入国管理事务局竟要以“非法逗留者”
的罪名把他处罚。这件事明显地表明了岸信介政府的反动性和不负责任态
度。社论最后指出，这件事已经成为日本人民广泛关心的问题。这家报纸号
召全党在展开救济刘连仁的国民运动中，根据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彻底
揭露和查明日本政府的责任，要求其负起完全责任来解决这个问题。

同一天，日中友好协会常任理事会也发表声明向政府提出抗议，并且
要求政府立即把刘连仁送还中国政府。

日本政府留难和迫害刘连仁的消息传到难胞的家乡，乡亲父老们纷纷
走上街头抗议日本政府的军国主义行径。

３月１６日，中国政府发表“日本政府不能逃避责任”的声明，抗议
日本当局迫害难胞刘连仁。声明最后说，现在刘连仁事件已经引起全世界人
民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关注。

日本政府对于这件事情究竟如何处理，如何交代，中国人民正在关切
地注视着。

３月２６日，应日本５个和平友好团体的邀请，刘连仁从北海道到达
东京。他在东京火车站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要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
议，并且要求赔偿他在过去１４年所遭受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损失。到车站
欢迎刘连仁的除了日中友协、日本和平委员会等５团体代表外，还有旅日华
侨２００多人。

３月２８日，在日本５个友好团体为刘连仁举行的慰问招待会上，２
００多个来自东京不同政党、工会、团体和不同职业的代表一致表示，要大
力开展解决刘连仁事件的运动，招待会上通过一项请愿书，要求日本政府答
应刘连仁和他的家属的要求。请愿书最后说，参加招待会的人们，代表日本
人民的良心向刘连仁谢罪，并且指责日本政府没有诚意的态度。

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和平友好团体和知名人士也纷纷要求日本岸信介
政府尽快把刘连仁送交中国政府。

在中日人民的愤怒抗议下和世界人民的大力声援下，４月１２日，日
本首相岸信介在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会议上被迫表示，日本政府将设法尽早把
中国公民刘连仁送回中国。

五
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５日，这是刘连仁一生中非同寻常的日子。他在受

尽了１４年苦难之后，今天就要回到祖国的怀抱和家人团聚了，他心情非常
激动。

在刘连仁乘坐的日本“白山丸”号轮船到达前４小时时，天津和塘沽
区各界代表在新港海员俱乐部广场上，为刘连仁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会。会场
门前搭起一座彩牌楼，上写“欢迎难胞刘连仁返回祖国”的金字，会场四周
无数面彩旗迎风招展，塘沽区各界群众１０００多人敲锣打鼓地等候在会场
上。

下午３时多，“白山丸”号轮船徐徐靠近天津新港码头，当船刚刚靠到
码头，岸上欢迎的人群就晃动着小彩旗高喊：“你是刘连仁吗？”、“刘连仁，
我们欢迎你，我们支持你！”此时的刘连仁已是热泪盈眶，他尽力抑制住内
心的激动，用手抹去幸福的泪水，向欢迎的人群高声说道：“亲人们，我刘
连仁回来了，是共产党毛主席救了我⋯⋯”



在码头上，刘连仁向含着热泪来迎接他的妻子赵玉兰、四弟刘连登、
儿子刘焕新聚首团圆。新华社记者抢拍了刘连仁与妻子抱头痛哭的珍贵镜
头，当天由新华社总社发往国内外。刘连仁激动地对围上来的记者说：“我
被日本帝国主义掠走出国的时候是哭着走的，可是今天我又笑着回到了祖
国，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

刘连仁在天津饭店的客厅里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刘连仁一开始就兴奋
地说，他回到祖国有这么多的人欢迎他，这是他过去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他
说：“这不是因为我刘连仁一个人，而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强大起来了。”

日本法西斯惨无人道的暴行在刘连仁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留下了不可磨
灭的创伤，他被发现的时候连说话都不习惯了，有些话已经听不懂，而且有
些已经说不出来。就连桌子、椅子等普通物品，他都忘记了怎么称呼，说“这
个东西”。

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日本政府应对刘连仁事件做出负责
交代”的社论，向全世界公布了刘连仁事件真相。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刘连仁在天津人民医院得到了最好的医疗保健，
他的健康状况在一天天恢复。严重的冻伤已经痊愈，在日本落下的肠胃炎、
腿痛病也得到控制。根据医生的检查，除肝脏和心脏还略有“机能不良”的
毛病以外，其他一切都比较正常。

医院出示的证明显示，刘连仁回到故乡与父老乡亲相见的迫切愿望很
快就要实现了。

４月２０日上午９时３０分，刘连仁和妻子、儿子乘坐的火车到达济
南火车站，欢迎的人群立刻围拢上来。

上午１０时，山东省省长赵健民、副省长王卓如、刘民生在省长办公
室接见了刘连仁及其家属。

刘连仁在叙述他死里逃生的经过以后感慨地说：“莫说是１４年，就是
一刹也难熬啊！现在我是熬过来了，可是我比谁都明白，若不是祖国的强大，
我非死在那里不可——不是死在山里，也得被他们从山里找出杀了。这次我
被发现，日本政府还存心想害我，他们没有害成当然不是怕我；是怕咱的国
家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人多心齐力量大！”

六
刘连仁的妻子赵玉兰是个淳朴的劳动妇女，谈起往事，她不止一次地

用手背去揉那湿润的眼睛。连仁被抓走后，老爷爷想儿子，想成了病，老奶
奶哭儿子哭瞎了一只眼睛；连仁的二弟、三弟那时在外扛活，只能顾住自己
的嘴，老四老五又小，一家的生活担子全压在了她一个妇女身上，生活的艰
难可想而知。１９４８年高密遇到大旱年头，刘连仁家里仅有的几亩薄地几
乎颗粒未收，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家里不得不把仅有１６岁的小姑姑过早
地打发出嫁，换了几斗粗粮，才算度过难关。

刘连仁插话说：“唉，当年我被抓走时，我老伴正怀有７个月身孕。孩
子生下后，给儿子起了个名叫盼盼，盼望着我早日回家，盼了多少年也没盼
着⋯⋯”老伴听到这里，已泪光闪闪，接上说道：“盼不到了，又给儿子改
名叫寻儿，意思是等儿子长大以后去寻找他，结果，盼了十几年，寻了十几
载，也没盼着，也没有找到，以为他不在了，我就领着儿子下关东投奔二弟
和三弟去了。”

刘连仁的四弟刘连登，在连仁被抓走的时候，他还是十几岁的小孩子，



１９４８年前，他坚决请求参加人民解放军，保卫老百姓免遭像他大哥一样
的命运。１９５２年，刘连登复员回到家乡，刘连仁回国前夕，他是农业生
产合作社的生产队长。

刘连登谈到政府对他大哥的关心时说：“旧社会老百姓的死活没人管，
流落在外不能回家更没有人管，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才会这样关怀一
个普通劳动人民的苦难。”

“这话可真说到我心里了”，刘连仁接着弟弟的话茬儿说，“当祖国派人
到日本接我时，政府又派人把他们母子从东北接回来，专门送他娘俩到天津
新港迎我。若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别说全家团圆，恐怕连我这把老骨头也搁
在外头了！”老人特别激动，眼里泪水汪汪。

七
刘连仁回乡以后，积极投入了热火朝天的劳动。他每天干１９个小时

的活，有时还要连续作战几昼夜，不叫一声苦，不喊一声累，浑身有使不完
的劲。

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刘连仁和众乡亲生活陷入窘地。由于缺乏营养，
他饿得面黄肌瘦，两腿浮肿。但刘连仁毫无怨言。刘连仁常对人讲，他一生
最幸福，最自豪的是见到了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他兴奋地说：“都说
‘旧社会咱老百姓不如一棵草，在新社会共产党把咱当成宝’，这话一点不
假。像我不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吗？在日本被人发现后，日本当局为逃
避罪责，污蔑我是‘非法入境的特务’，台湾当局想把我劫持到台湾。是共
产党毛主席，是咱们的祖国，经过百般交涉，把我要了回来。到天津后，刘
少奇主席特别指示让最好的医院为我检查身体、治病。以后毛主席、刘主席、
周总理又亲切接见了我，这是我一辈子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啊！”

那是１９６０年秋天的一天，日本红十字会会长大谷先生率领代表团
来到中国，他是受日本友好人士委托，专程慰问刘连仁的。刘连仁被接到北
京，这次他见到了日夜想念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上午９点多钟，刘少奇在人
民大会堂接见了刘连仁，他询问了刘连仁的身体状况和生活状况，正欲示意
坐下说话，毛主席从一侧门走来了。刘主席指着走过来的毛主席，对刘连仁
说：“老刘，你看谁来了？”刘连仁当时心情特别激动，眼睛被幸福的泪水
挡住了，不好意思地说了一句：“还没认出来。”刘主席启发说：“那么中国
最伟大最英明的人物是谁呢？”刘连仁立刻不假思索地回答：“是毛主席！”
刘主席被逗得笑了。

毛主席握着刘连仁的手，询问了一些在日本深山里的情况，还关心地
问，身体恢复得怎么样，粮够不够吃，能识多少字？刘连仁眼含热泪一一回
答，最后，毛主席摇着刘连仁的手，嘱咐道：“老刘，你要好好学习，你的
大脑还要恢复。”说完毛主席迈着大步从另一侧门走了。刘少奇主席对刘连
仁说：“毛主席有个重要活动要参加，他老人家是路过这里专门来看望你
的。”领袖的关怀让刘连仁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会见结束时，刘少奇主席提议同刘连仁合影留念，摄影师拍下了珍贵
镜头。

１９６３年春天，刘连仁又一次被接到北京。这一次他不但受到刘少
奇主席的接见，而且还幸福地见到了周恩来总理。那是在一个暖风拂煦的下
午，周总理邀请刘连仁等四位难胞到中南海座谈，座谈会上，周总理关心地
询问难胞们回国后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总理那慈母般的胸怀，温和诙谐的话



语，使在座的难胞们一下子消除了紧张拘束的神情，座谈会上的气氛变得自
然热烈起来。

周总理认真地听取难胞们回国后的感触，不时插话询问一些细节问题。
刘连仁紧挨总理坐着，刘连仁向总理汇报了回乡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以
及切身感受以后，周总理又关心地问起他在日本时的遭遇。

“连仁同志，你被抓去当劳工，为什么要跑到山里去？”总理问。
“日本监工拿中国劳工不当人，稍一怠慢，轻则打骂，重则活活害死，

与其被他们折磨死，还不如逃出去，兴许还能留下一条命。”刘连仁认真地
回答。

“在山上吃什么？住在哪里？”
“野菜、海带、土豆⋯⋯什么充饥吃什么，住在自己挖的洞穴里遮雨避

寒。”
“你这十几年的‘原始人’生活受老罪了。”
“人没有受不了的罪，比起在日本煤矿当劳工时受的虐待，强的多了。”
最后周总理郑重地说：
“那段屈辱的历史不会再重演了，因为我们国家强大了，日本军国主义

分子应深刻地吸取历史教训，不要再做奴役亚洲人民的美梦，他们的军国扩
张主义的阴谋不会得逞，因为中国人民不答应，亚洲人民不答应，日本人民
也不会答应⋯⋯”

“文化大革命”初期，刘连仁被选推为贫下中农的代表，先后在青岛、
济南等城市的工厂、学校作巡回报告，进行忆苦思甜教育。

随着“文革”的不断深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这位与
者百姓心连心的国家元首，一夜之间就变成专政对象，被扣上“叛徒、内奸、
工贼”的大帽子，刘连仁怎么也想不通。这位老实、倔强只认死理的庄稼汉
变得沉默寡言了，他脑海里反复出现刘主席与他一个“奴隶”平民亲切握手，
问寒问暖的情景，少奇同志那笑容可亲、平易近人的作风使他不能忘怀。他
心里不服，先是从济南回到村里，接着又干脆闭门不出。

这下厄运降临了。红卫兵闯进刘连仁的家，指着他的鼻子勒令他交出
与少奇同志合影的相片。刘连仁坚决不答应，他指使老伴赵玉兰把那张珍贵
的相片包了又包，藏了又藏，红卫兵始终不能得手。于是，“刘少奇的孝子
贤孙”、“黑爪牙”、“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一顶顶大帽子，向
他压了下来。但是，刘连仁决不屈服，他认准的理儿，八头牛也拉不回来。

刘连仁既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也是一位在国际上有着特殊影响的
政治人物，加之他家世世代代是贫农出身，最终红卫兵造反派也奈何不了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地位空前提高，我们再也不会受到
帝国主义的奴役了。同时，刘连仁一家的生活也如芝麻开花节节高。１９７
７年，政府给刘连仁重新翻盖了四间大瓦房。现在镇政府每年免费供给１１
００斤小麦，１吨煤块，另外还有１００元零花钱。

孩子长大以后，又一一给安排了称心的工作。
刘连仁的儿子刘焕新先当兵，后来转业任本镇供销社主任，现在高密

县化肥厂担任工会主席；刘连仁回乡后出生的女儿刘萍也在高密县城工作。
他们都各自组成了幸福的家庭。岁月不饶人，当年随母亲到天津迎接父亲时
的刘焕新才十三四岁，现在他的两个儿子也都上中学了。目前，刘连仁夫妇



和两个孙子刘立、刘宾生活在一起，儿子和女儿每到星期日都回来看望两位
老人。刘连仁对晚年的幸福生活感到很满足、很惬意。

为了表达对党的感激，刘连仁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６６年，他
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以后，他又被选
为公社党委成员、村主任，还担任了高密县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和潍坊市人
大代表等多种职务。

１９９１年，日本东京放送（电视台）与日中友好思考会，邀请刘连
仁访问日本，受到日本友好人士的热烈欢迎。

刘连仁兴奋地说：“啊哟哟，这次去日本可与那次大不相同了。那次是
被抓去的，迎接的是荷枪实弹，受到的是迫害；而这一次，我是作为客人被
请去的，到处受到的是热烈欢迎⋯⋯同是一个人，为什么对待不一样？还不
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国强大了吗？”老人越说越激动，他满怀深情地说道：“从
我的经历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
席亲。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紧密相关。真的，若不是党和毛主席，亲爹
亲娘也救不了我的命；若不是邓小平改革路线好，祖国强大了，我到日本怎
么会腰板挺得这样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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