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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抗戰勝利
69周年系列之一：滇西烽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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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春夏之

交，日本侵略軍攻

陷緬甸後，立刻把

戰爭魔爪伸進中國國

土，雲南西南邊境騰沖

縣、龍陵縣由抗戰後方

變為最前沿。1944年

5月至9月，中國遠征

軍發起反攻，最終全殲日

軍、收復失地。抗日勝利

69周年之際，記者近日再次

走進滇西，村民後代回憶日

寇種種暴行依然悲憤難平：

「日軍屠殺我們村村民的手

段極其殘忍，用刺刀刺死、 『汽鍋雞』蒸死、

『點天燈』燒死……」當地戰爭遺跡威嚴聳立着，

彷彿無聲地控訴着日寇的殘暴。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晉、譚旻煦、李茜茜、彭雲雲南報道

騰沖戰役騰沖戰役 1944年5月，中國
遠征軍用42天收復騰沖，全
殲日軍3,000餘人。

松山戰役松山戰役 1944 年 6 月至 9
月，中國遠征軍以7000餘將
士的慘烈代價收復松山，日軍
被全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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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抗戰主戰場

位於雲南保山市龍陵縣境內的松山，是滇西抗戰的主戰場
之一。1944年6月至9月，遠征軍以陣亡7000餘將士的

慘烈代價收復松山。在日本，這場戰役被稱作「玉碎戰」，
意為全軍覆滅，日本步兵第113聯隊約1,300人在此被全殲。

強擄民勞役 釋放霍亂菌
松山抗戰遺址管理所設在松山山腰的大啞口村松山抗戰遺址管理所設在松山山腰的大啞口村，，19421942年到年到

19441944年期間年期間，，日本人佔領村子日本人佔領村子，，實施暴行實施暴行，，給村民幾代人都給村民幾代人都
留下了陰影留下了陰影，，大家不願輕易提起那段往事大家不願輕易提起那段往事，，更不願訴說戰爭更不願訴說戰爭
對親人的傷害對親人的傷害。。
管理所所長陳院峰是大啞口村人管理所所長陳院峰是大啞口村人，，爺爺曾在年輕時被日本爺爺曾在年輕時被日本

人抓去做民夫人抓去做民夫（（指服勞役的人民指服勞役的人民）。）。
「「那是那是19421942年一天的夜裡年一天的夜裡，，爺爺和村裡的其他人一起出來爺爺和村裡的其他人一起出來

找吃的找吃的，，不幸被日本人抓走不幸被日本人抓走。。沒有一句告別沒有一句告別，，他就這樣和親他就這樣和親
人分開了人分開了。。直到直到19441944年年，，趁遠征軍反攻時趁遠征軍反攻時，，他才逃了回他才逃了回
來來。」。」陳院峰說陳院峰說，，爺爺回來卻找不到原來的家和親人爺爺回來卻找不到原來的家和親人，，幾經幾經
周折才打聽到原來家人為了躲避日本人已經逃到對岸了周折才打聽到原來家人為了躲避日本人已經逃到對岸了。。而而
更不幸的是更不幸的是，，爺爺的哥哥一家七口爺爺的哥哥一家七口，，卻慘死於日本人釋放的卻慘死於日本人釋放的
霍亂菌中霍亂菌中。。

用刺刀屠殺 點天燈燒死
「「日軍屠殺我們村村民的手段極其殘忍日軍屠殺我們村村民的手段極其殘忍，，用刺刀刺死用刺刀刺死、、

『『汽鍋雞汽鍋雞』』蒸死蒸死、『、『點天燈點天燈』』燒死……最可憐是我們村的女燒死……最可憐是我們村的女
性……日軍殘暴成性性……日軍殘暴成性，，只能用罄竹難書形容他們的罪行只能用罄竹難書形容他們的罪行。」。」
陳院峰咬牙切齒地表達了對日軍的憤怒陳院峰咬牙切齒地表達了對日軍的憤怒。。這個老實的中年人這個老實的中年人
每次說起那段歷史每次說起那段歷史，，總會夾雜多多少少的恨意總會夾雜多多少少的恨意，，滇西每個人滇西每個人
都是如此都是如此。。陳院峰是懷對歷史的敬畏和深厚的民族感情陳院峰是懷對歷史的敬畏和深厚的民族感情，，
考取了現在的崗位考取了現在的崗位。。他正在寫一本書他正在寫一本書，，書名初步叫做書名初步叫做「「松山松山
父輩的戰場父輩的戰場」。」。
臘猛鄉松山抗戰遺址的入口處有一個水塘臘猛鄉松山抗戰遺址的入口處有一個水塘，，解說員小黃帶解說員小黃帶
我們來看這裡我們來看這裡，，因為這裡就是傳說中下雨天因為這裡就是傳說中下雨天，，村民還能聽到村民還能聽到
兩軍廝殺聲的地方兩軍廝殺聲的地方。。站在水塘邊站在水塘邊，，我們聽到嘩嘩的雨聲我們聽到嘩嘩的雨聲，，儘儘
管這只是個傳說管這只是個傳說，，但陳院峰和小黃他們都相信但陳院峰和小黃他們都相信，，遠征軍的忠遠征軍的忠
魂都安息在這裡魂都安息在這裡。。

40萬遠征軍
中緬印對日作戰

老兵路珍樓回憶收復老兵路珍樓回憶收復
騰沖騰沖 4242 天的攻城戰時天的攻城戰時
說說，，騰沖城內街巷稠騰沖城內街巷稠
密密，，房屋相連房屋相連，，日軍利日軍利
用民房家家設防用民房家家設防、、巷巷巷巷
築堡築堡，，戰鬥異常慘烈戰鬥異常慘烈，，
每前進一尺每前進一尺，，都要付出都要付出
慘烈的代價慘烈的代價。。2020集團軍集團軍
會戰概要這樣形容會戰概要這樣形容：：
「「攻城戰役攻城戰役，，尺寸必尺寸必
爭爭，，處處激戰處處激戰，，我敵肉我敵肉
搏搏，，山川震眩山川震眩，，聲動江聲動江
河河，，勢如雷電勢如雷電，，屍填街巷屍填街巷，，血滿城垣血滿城垣」。」。然而然而，，浴血奮戰之後浴血奮戰之後，，淪陷兩淪陷兩
年多的騰沖城才被收復年多的騰沖城才被收復。。
早在西漢早在西漢，，就有商道從內地經騰沖通向東南亞就有商道從內地經騰沖通向東南亞，，尤其到了近代尤其到了近代，，由於由於

大量民眾到國外謀生大量民眾到國外謀生，，它更成為中西文化薈萃之地它更成為中西文化薈萃之地，，素有素有「「小上海小上海」」之之
美譽美譽。。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騰沖成為中國抗戰西南最前線騰沖成為中國抗戰西南最前線，，正當中國入正當中國入
緬遠征軍主力在曼德勒以南地區與日軍作戰時緬遠征軍主力在曼德勒以南地區與日軍作戰時，，日軍乘我後方之空虛日軍乘我後方之空虛，，
19421942年年55月月1010日在沒費一槍一彈情況下佔據騰沖日在沒費一槍一彈情況下佔據騰沖。。19441944年年，，中國軍隊中國軍隊
歷時歷時44個月個月，，動用一個集團軍兩軍五師與敵展開了逐屋逐巷的爭奪動用一個集團軍兩軍五師與敵展開了逐屋逐巷的爭奪，，終終
於在當年於在當年99月月1414日將頑敵全殲日將頑敵全殲，，光復全城光復全城。。
曾經的騰沖古城牆始建於曾經的騰沖古城牆始建於1515世紀世紀，，用火山石堆砌用火山石堆砌。。然而卻在戰火中然而卻在戰火中
毀於一旦毀於一旦。。現在走進騰沖現在走進騰沖，，還能看到不少戰爭遺跡還能看到不少戰爭遺跡：：明代大鐘和文廟裡明代大鐘和文廟裡
的木柱石階槍眼彈孔非常容易辨認的木柱石階槍眼彈孔非常容易辨認；；英國領事館的牆壁上槍痕纍纍英國領事館的牆壁上槍痕纍纍。。

據統計，龍陵登記在冊還健在的遠征軍老兵僅剩下20人。見證
者漸行漸遠，猶使這段歷史更顯沉重。94歲的抗日老兵饒廣林已
經不太清醒，但我們還是堅持驅車去山間看他。出城經過半小時崎
嶇的山路來到他家，家很簡陋，一小棟土瓦房，不足10平米的小
院子。行走不便的饒廣林躺在床上，胸前掛一直不願取下的一枚
獎章。
饒廣林出身在四川，1943年參加遠征軍，是11集團軍運輸18團

的一名小隊長。看到我們來，盡力用雙手支撐床板想坐起來。
饒廣林的老伴已經84歲，她告訴我們，老頭子現在已經不清醒

了，也不愛說話，喜歡看看書，翻一翻日曆。對於抗戰的歲月，饒
廣林的老伴也記得一些。

視看望者為親人
饒廣林本姓楊，1943年參軍來到龍陵，之後作為運輸兵出現在

了戰場後方。當年，他們運輸兵都是赤腳挑彈藥，條件艱苦，很多
戰友不是病死就是戰死。松山戰役時，身負重傷的饒廣林被當地老
鄉收治。後來，饒廣林曾帶妻兒逃到緬甸。可緬北的動亂，讓他
們的小孩不是失散就是意外死亡。1984年，饒廣林一家舉家搬遷
回國。
這些年，有很多關愛老兵的人時常來看望，還送給他們一些錢。
而村裡鄉親來看望時，饒廣林又會把錢送給困難的鄉親。
現在，無論誰來看望，他們都會拉手說：「你們都是好人，你

們就是我們的親人。」

松山抗戰遺址下長眠7,000餘
名遠征軍的忠魂和千餘名日本
兵，數十年間，不斷有招魂文化
的日本人欲上松山，帶回陣亡士
兵的遺骸，當地人民當地老百姓
是不願意的，但給他們立下上山
四個條件，缺一不可：承認歷
史；不得行祭拜禮；禁止帶走一
草一木；不能拍照。
松山抗戰遺址管理所所長陳院

峰稱，從2010年開始，每年的10
月份都會有一個年近60歲、自稱
是日本名古屋機場地勤人員的日

本人獨自來到松山，每次上山，他會在遠征軍紀念碑前致
敬，並在山頭靜坐兩小時。由於沒有人會說日語，陳院峰用
寫字的辦法和他交流，對方表示「這是一場日本錯了的戰
爭」，自己來這裡沒有什麼惡意。有人說，這個人像極了當
年松山敗走的日本士兵木下倉巳，但在陳院峰看來，不管他
是什麼人，承認歷史，願意認錯的態度最重要。
這些年來，多少會有些日本團體或者個人前來松山祭拜親

人，管理所總是會多於2倍的人陪他們去山上，僅僅讓他們
去看看。陳院峰說，這些日本人中，有的老者會乘喝水的時
候故意不小心把水弄灑，以示祭奠，我們看到有時候想想也
算了。

戰場遺址拒日祭奠
「別想帶走一草一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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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遠征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期間中國派遣在中緬印三地對日
作戰的部隊，投入兵力總計 40
萬人，傷亡接近20萬人，遠征
軍用生命和鮮血書寫了抗日戰爭
史上極為悲壯的一
筆。

資料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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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火燒騰沖古城日軍火燒騰沖古城

編者的話
今年9月3日是首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
自1931年「9．18」抗戰開始到1945年8月15日宣佈無條件
投降，日本侵華14年間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慘遭殺戮，多宗慘案
至今歷歷在目。本報藉着首個國家級紀念日來臨之際，推出「紀
念抗戰勝利69周年」系列專題，透過老兵、「慰安婦」、老百姓
及其受害人後代的憶述，揭露日本軍國主義者不容抵賴的歷史醜
行，喚起國際社會及各界民眾更多關注。

■松山戰役遺址管理所
所長陳院峰。 譚旻煦攝

■■當年的戰壕還清晰可見
當年的戰壕還清晰可見。。松山戰役遺址管理所

松山戰役遺址管理所供圖供圖

■■9494歲的老兵饒廣林意識已不太清歲的老兵饒廣林意識已不太清
醒醒，，但見到我們前去但見到我們前去，，他盡力用雙他盡力用雙
手撐身體想要坐起來手撐身體想要坐起來。。 彭雲彭雲攝攝

■■133133米長的中國遠征軍名錄牆上米長的中國遠征軍名錄牆上
鐫刻鐫刻103141103141個名字個名字，，這裡時常這裡時常
會有人前來祭拜會有人前來祭拜。。 譚旻煦譚旻煦攝攝

■■19441944年年99月月，，中國遠征軍攻打滇西騰沖中國遠征軍攻打滇西騰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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