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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趙鳳稚家時，她早
已從電視新聞得知老

兵納入社保的消息，她一
邊張羅 女兒泡咖啡，一
邊微笑 回答記者的問
題，而曾是雲南大學法語
教授的老伴則靜靜坐在她
身旁。

「這是我們60年結婚紀
念日時拍的，明年我們就
結婚70年了，60年是鑽石
婚，70年是什麼婚我都不
知道了。」趙鳳稚滿臉幸
福地指 牆上的照片說。

「 I DREAMED OF
A F R I C A 」（ 我 夢 想 非
洲），照片下方赫然印
這樣的英文字母。對於趙
鳳稚而言，有些夢想也許
一直只是夢想，卻從未放棄，「雖然還沒等到這樣的好消息我的戰友
們就都走了，但希望我們為保家衛國、共赴國難做出的貢獻能夠得到
認可，希望大家知道我們一輩子都活得清清白白。」

主動請纓 隨滇軍赴湖北山東

瞞 家人參加抗日那一年，趙鳳稚只有16歲。當時，作為昆明紡織
大戶趙絲線家的公主，趙鳳稚主動請纓上戰場只為保家衛國。1937
年，由60名女青年組成的雲南婦女戰地服務團一直隨60軍到達武昌、
漢口等地，為軍人唱歌鼓勁，為傷員包紮護理。時任60軍的軍長盧漢
稱讚她們是「雲南女子學生軍」。

1938年4月，她跟隨滇軍60軍遠赴山東參加台兒莊戰役，但她沒有到
過前線，並沒有親眼見到這場中日雙方先後共投入百萬軍力的大戰炮
火硝煙，「當年照顧的傷員都是從台兒莊戰場下來的，他們有的斷胳
膊斷腿，有的渾身是血，都不知是死是傷。」趙鳳稚說，當時只感到
害怕得很，而戰爭的慘烈一望可知。

據史料記載，1938年4月21日，奉命阻擊南下日軍、掩護徐州數十萬
國軍撤退的60軍來到台兒莊運河東，與日軍展開激戰。在27天的禹王
山一線阻擊戰中，滇軍陣亡將士達13,869人、受傷5,000多人，共殲日
軍12,000多人。直到阻擊戰結束，滇軍奉命撤離時，日軍也沒能越過禹
王山半步。

全身發抖 竹籤挑出腿中蛆蟲

相比於台兒莊戰役，更讓趙鳳稚無法忘記的是「武漢保衛戰」時戰
友中了毒氣彈的慘景。據她回憶，在1938年秋天，「鋪天蓋地都是日
本飛機，傷員一批批從武漢戰場送下來，因為敵人使用糜爛瓦斯，戰
士們裸露的腿都受到感染，一塊塊化膿發炎，傷口爬 無數小蛆。」
趙鳳稚用竹籤把蛆蟲挑下來的時候，手不停的發抖，傷員看她緊張，
反而勸慰她說：「沒事，我不疼。」

至1948年秋，60軍被調往東北守長春。在軍長曾澤生率
領下，於10月17日宣布起義，被改編為中國人民解
放軍第50軍。1950年10月25日，50軍奉命入

朝，參加了抗美援朝所有戰役。

在抗日戰爭時期，處於安

全後方的雲南派出大批優秀兒女走向

殺敵的前線，共向前 輸送兵力約40萬，傷亡人

數10萬以上，滇軍對整個中國的抗戰做出巨大貢獻，其中

第60軍堅守山東南邊台兒莊，成功粉碎日軍進攻江蘇徐州的

意圖，英勇事蹟為後世稱頌。雲南滇軍60軍唯一在世的92

歲老人趙鳳稚曾在當年山東台兒莊戰役中勇救渾身是血的傷

員，她更記得喪心病狂的日軍使用毒氣彈來殺害中國軍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婷李艷娟

孫吉成雲南、山東報道

家住昭通的陳萬鐘今
年93歲，是58軍唯一健在的老

兵，由於器官衰竭正在醫院休養。考慮
到他的身體情況，記者曾猶豫是否前往
採訪，但陳萬鐘聽說後，堅持一定要請
記者來聽聽他的故事。結果他一講就講
了整整三個小時。

1937年「七七事變」後，17歲的陳萬
鐘和六個同學為保家衛國，帶 當時就
讀的學校校長給的每人6元錢的路費到昆

明報考黃埔軍校，後入讀黃埔軍校16
期18總隊步兵科一大隊3隊。

入讀黃埔軍校 轉戰六省

1940年初畢業後，陳萬鐘從雲南到貴
州，再到廣西、湖北、江西，行程幾千

公里，經歷武漢會戰、長沙會戰等
多場戰役，沒有吃的只

有嚼紅薯絲嚼到頭痛不已、沒有鹽吃患
了夜盲症，只能用泥來熬鹽補充，經過
原始森林，遭遇日軍的飛機轟炸以及細
菌戰，遍體彈孔失去知覺，在雲南慰問
團帶來家鄉的雲南白藥，以及曲靖韭菜
花、宣威火腿、楊林蝦醬等藥食配合
下，終於令他逐漸康復。

目睹戰友犧牲 婦女受辱

一路戰事一路艱辛，這名堅毅的軍人
在戰場沒有流過一滴眼淚，但有兩件事
至今想起來仍讓老人痛哭不已，一是想
起在當年黃埔軍校的同學，最好的戰友
上前線不過幾分鐘就犧牲：「他是多麼
樂觀的一個人，多麼愛笑的一個人，上
前線前我們還在開玩笑，但不久就看見

他 從 戰 場 上 被 抬 下
來。」另一個是他們

在趕赴戰場途中，一路目睹被日軍燒殺
搶掠後留下的慘景：「河邊有被日軍糟
蹋過的婦女屍體，我和戰友趕快脫下衣
服為她們蓋住身體。當時我們都豁出去
和日本人拚了，沒有一個人想過活 回
來！」

陳萬鐘的故事講到1945年日軍投降
後就戛然而止，關於國共內戰的
事，記者多次追問他才願
意提起。由於起義，陳
萬鐘現在也能享
受離休待遇。記
者離開後，陳萬鐘突然
打來電話：「剛才沒有想起
來，我們58軍新10師的番號叫
做『新鄉』和『中強』，這在當時是一級
機密，我從來沒有對人說過，你一定要
記住！」

■滇軍奔赴台兒莊戰役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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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軍60軍雖參與過台兒莊大戰，並作

出巨大犧牲，但台兒莊大戰紀念館中卻

並沒有60軍的介紹。據館長王祥透露，

紀念館方面有意增設台兒莊抗戰滇軍展

廳，以填補這段歷史空白。

王祥說，真正意義上的台兒莊戰役應

分為兩個大階段。其一是1938年3月23

日至4月7日，從台兒莊戰役正式打響到

台兒莊大捷；其二是1938年4月、5月

間，由滇軍60軍為主力完成的阻擊戰。

然而，由於歷史原因，通常意義上的台

兒莊戰役都被定義為截至4月7日。

不但山東台兒莊大戰紀念館中沒有60

軍的戰績展示，就連2011年12月開館的

雲南昭通市博物館也未能找到滇軍的抗

日文物，博物館副館長丁長芬稱，幾年

來走遍民間始終無法尋得滇軍的文物。

前滇軍58軍老兵陳萬鐘直言：「別說

什麼軍服、軍帽、獎章，戰場上用過的

東西都全燒了，文革的時候如果還留

這些東西是會被拉去遊街的！」有滇軍

後人將這些東西埋在地下躲過了文革浩

劫，但對於丁長芬的請求，他們至今還

在猶豫。

紀念館難找滇軍文物

■矗立在雲南昭通的滇軍「共赴國

難」紀念碑。台兒莊大戰紀念館提供

「不能任敵人橫行在我們的國土，不
能任敵機在我們領空翱翔。雲南是60軍
的故鄉，60軍是保衛中華的武裝！」5
年時間裡，趙鳳稚兩上抗日戰場。對於
曾激勵他們殺敵抗日的《60軍軍歌》，
作為60軍戰地服務團的領唱和指揮，趙
鳳稚至今還能夠完整地唱完這首歌。

國軍身份連累兒女

1942年，趙鳳稚結束軍人生涯返回昆
明，分配至海關，先後在後勤科、幼兒
園、秘書科、財務科工作。1958年，她
被認為個人歷史有問題，被調到煤建公
司工作。文革開始後，又一度被下放到
曲靖市師宗縣「勞動改造」。直到1979
年，在政府的新政策下，她終於回到海
關，以海關營業員的身份退
休。「無論怎樣，都要
清清白白地退休，不能
連累了兒女！」

趙鳳稚之所以
會 有 這 樣 的 想
法，正是四個兒
女因為母親的身

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其中三個
兒女被流放下鄉，學習最優異的大女兒
被剝奪了考大學的資格。「看到兒女們
任勞任怨如此堅強，我也必須堅強起
來，還兒女們一個清白是我活下去最大
的動力。」

精神慰藉重於社保

從海關退休後，趙鳳稚每月能領到
1,000多元的退休工資，但她的許多戰友
由於受到社會歧視，沒有固定的工作，
也沒有穩定的收入，垂垂老矣，許多人
還沒有等到政策就都離世了。

據統計，目前在大陸的原國民黨抗戰
老兵僅剩萬餘人，平均年齡在90歲以
上。因為經受各種政治運動的衝擊，貧

困比率特別高，超過總數的30%。對
於許多老兵而言，他們需要的

是一份社會保障，更是精
神上的慰藉和社會的關
懷。

■趙鳳稚和老伴結婚近70年。

本報雲南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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