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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又一個乙未年——2015年即將到來，人們不會忘記，兩個甲子輪迴之前台灣

島內的戰火紛飛、家園淪陷；當抗戰勝利迎來第70個紀念日，歷史更不會忘記，

所有曾為守護這片土地而拋頭顱、灑熱血的先輩們。

「要不是日軍侵略，怎麼會有那麼多家破人亡？」本月13日是國家公祭日，從戰火

中走來的國民黨抗戰老兵、已90歲高齡的林上元，談起那段親歷的苦難歲月仍是悲憤

交加。作為黃埔軍校同學會會長，林上元告訴記者，黃埔同學會還期望與台灣校友一

起，共同舉行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紀念活動，共同秉承黃埔遺志，發揚黃埔精神。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王曉雪、聶晨靜、凱雷

承黃埔遺志 促祖國統一

人民政協人民政協的的「「前世今生前世今生」」
和平之路跌跌撞撞 宿正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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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0月，國共代表與第三方面代表合影。 資料圖片

2014年7月7日是全民族抗戰爆發77周
年紀念日，在北京盧溝橋畔宛平城的中國
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內，習近平主席為
「獨立自由勳章」雕塑揭幕，站在他身旁
一起揭幕的還有兩位耄耋老兵，一位是新
四軍老戰士，另一位就是林上元。而林上
元的身份，在隨後的媒體用語中，是「中國
國民黨抗戰老兵的代表」。
「這個頭銜太大了，我愧不敢當。」林上
元對記者解釋，自己走上戰場已是抗戰後
期，而真正浴血奮戰的戰士很多已經故去。
能夠以國民黨抗戰老兵代表的身份，參與最
高規格的抗戰紀念活動，林上元深感榮幸。

尊重歷史 正面評價正面戰場
確實，這在過往幾十年中還未曾發生

過。在林上元看來，這無疑是釋放了一個
重要的政治信號。「肯定了抗戰勝利是國
共合力取得，說明政府是尊重歷史的。這
對台灣、對國民黨過去的老人是極大的安
慰和鼓勵。」
抗戰時期，國共領導的軍隊分別擔負着
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無數將
士為抵禦日軍入侵、爭取民族獨立作出了
巨大貢獻，這其中就有十幾萬黃埔師生血
灑疆場。
無論是作為曾經的國民黨抗戰戰士，還

是如今的黃埔軍校同學會會長，林上元與
兩岸的黃埔老人一樣，都很關注對抗戰時

期正面戰場的評價問題。「我去台灣的時
候，在世的黃埔人關心的首要問題就是對
於正面戰場如何評價。」
正因為此，在今年的「七七」紀念儀式
上，習近平主席發表的一段講話讓林上元
欣慰萬分，那就是：「全體中華兒女冒着敵
人的炮火共赴國難，無論是正面戰場，還是
敵後戰場，千千萬萬愛國將士浴血奮戰、視
死如歸。……用生命和鮮血譜寫了一首感天
動地的反抗外來侵略的壯麗史詩。」

保障福利 致敬抗戰老兵
「習總書記，您為國操勞，我們特別感謝
您！」「七七」紀念那天林上元與習近平主
席握手時，激動地說了這樣一句。他對記者
說：「這反映了所有參加過正面戰場抗戰的
老兵對習近平總書記的感激之情。」
2013年，民政部下發通知，要求將原國

民黨抗戰老兵納入相應社會福利保障範
圍，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優先照顧原國民黨
抗戰老兵；在重大節日，建議黨委、政府
邀請老兵參加並慰問。今年9月，首批抗
日英烈名錄公佈，國民黨將士佔三分之
一，一批國民黨軍隊抗日遺址和紀念設施
也入選名錄。
不久前，由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

室、民政部等單位指導的「致敬抗戰老
兵」公益活動啟動，旨在向國共兩黨在內
的所有抗日戰士致敬，切實幫扶、救助困
難的抗戰老兵，對他們進行物資和精神雙
重關愛。林上元表示，黃埔軍校同學會一
直在尋找、幫助存世的黃埔老兵，而他所
在的民革中央和地方組織也為保障抗戰老
兵的晚年福利做了不少工作。

發揚黃埔精神促進兩岸認同
黃埔軍校同學會經中共中央批准於

1984年6月成立，自2009年當選為會長
後，林上元一直牢記對革命隊伍要「親
愛」、對祖國要「精誠」的黃埔校訓，在
新的時代背景下致力於促進兩岸交流、增

進兩岸認同。
近年來，黃埔軍校同學會舉辦了一系列

活動，溝通兩岸、增進了解，如邀請台灣
黃埔同學來大陸參加黃帝故里拜祖、祭拜
黃帝陵及祭孔，邀請島內退役將領參加黃
埔論壇等等。林上元也多次呼籲，兩岸黃
埔組織、黃埔同學及親屬攜手同心，弘揚
黃埔精神，繼承黃埔先輩們的遺志，為促
進祖國和平統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作更大的努力。

寄語台灣：「還得靠大陸」
不久前閉幕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

「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推進祖
國和平統一」。對於祖國的和平統一，林上
元充滿信心，「我接觸過的台灣退役將領，他
們在兩個觀念方面都是統一的，第一是一個中
國，第二是反對『台獨』。」
至於台灣問題背後複雜的國際因素，他

表示，台灣的有識之士都能看清美國極端
實用主義的本質。「對於美國、日本，台
灣有識之士都知道靠不住，最後還得靠大
陸。」林上元認為，「只要我們國家各方
面搞得好，民富國強，實力更強大了，祖
國統一只是時間問題。」
明年亦是日本侵佔台灣 120周年。對

此，林上元呼籲兩岸應共同紀念抗日戰爭
勝利70周年，將抗戰中煥發出來的高昂愛
國熱情和偉大民族精神，化為實際行動，
為推動兩岸和平、實現國家統一和民族富
強而攜手奮鬥。

林上元出生於1924年，那一年正值黃埔軍
校創辦，這似乎預示着他的一生都將與這所
名揚中外的陸軍軍官學校結下不解之緣。他
的外公是辛亥革命元老張難先，父親林薰南
是國民政府陸軍中將，曾擔任教官。儘管家
境優越，但抗戰開始後，少年林上元的生活
卻因為日軍的殘暴侵華而過得顛沛流離。
「天上不時是日本的轟炸機，地上全是四
處逃難的老百姓。」目睹國破家亡的景象，
自小又嚮往戎馬生涯，1941年林上元高中畢
業後並未按父親的意願報考大學經濟系，而
是毅然隻身進了成都的黃埔軍校，成為黃埔
第十八期學生。
「那時候，有點血性的人都想投軍報

國。」林上元回憶，尤其到抗戰後期，日本
打到川滇黔邊境，當時國民政府提出「十萬
青年十萬軍」，號召青年從軍。「我知道那
時候包括有名的西南聯大很多學生都參加了
軍隊，很多當了翻譯官，青年軍後來成立了
好幾個師。」
林上元說，黃埔軍校從國共合作創辦時期

起，就非常注重培養學生的愛國革命精神。抗日
戰爭時期進入黃埔的人都抱着一顆救國救民的
「愛國心」。黃埔軍校的校訓中有一條是「親愛
精誠」，即要求同學之間一定要團結，「軍校還
有一個特點是後期學生對前期學生都比較尊
重。」正是這些歷史因素，讓林上元在與兩岸黃
埔校友的交流中，感受到溫暖和親近。

與黃埔同生

最老政協委員心繫國家

政治協商會議原定於1946年1月23日結束，但因爭
論非常激烈，會議不得不三次延期，最終於1月31日閉
幕。會議通過了《政府組織決議案》、《國民大會決議
案》、《和平建國綱領》、《軍事問題決議案》和《憲
法草案決議案》，描繪了和平民主建國的藍圖。蔣介石
表示，「今後中正無論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應盡的
職責，忠實的堅決的遵守本會議一切的決議。」中共中
央內部也發出「關於目前形勢和任務的指示」，肯定了
政治協商會議的重要成果，提出「從此中國即走上了和
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的論斷，並明確表示「中國革命
的主要鬥爭形式，目前已由武裝鬥爭轉變到非武裝的群
眾的與議會的鬥爭」，「黨將停止對於軍隊的直接領
導，準備整編軍隊，學習合法鬥爭」。全國人民都盼到
了黎明，為之歡欣鼓舞。
然而，眾所周知，政治協商會議開了「花」，並沒有

結出「果」。為什麼？這裡面既有偶發因素，也有必然
原因，而偶發事件又往往蘊含着歷史的必然。
政治協商會議之後，憲法草案審議委員會成立，並推

舉孫科、王寵惠、張君勱、王雲五、陳啟天、吳經熊、
周恩來七人組成憲法起草小組。在國共的共同屬意下，

民盟成員張君勱先生擔負執筆重任。
在政治協商會議期間，民盟代表團與中共代表團

達成一項諒解，即雙方在提出重大政治主張之前，
事先彼此協商，開創了中共與民盟政治合作的先
例。在其後的憲法草案起草過程中，張君勱每晚都
邀請周恩來、秦邦憲協商草案條文。儘管雙方光明
磊落，甚至在討論中因解放區相關問題數夜激辯，但畢
竟予人以民盟親近共產黨、冷落國民黨之感。蔣介石為
此十分惱怒，在草案正式審議之前，明確指示國民黨代
表要「堅決維護總理遺教，保障五權憲法」。
隨後召開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對已經憲法草案審議

委員會審議通過的憲法草案，提出重大修改意見。無論從
形式上還是精神上，都與政協決議有諸多不符，引發中共
嚴重不滿。新華日報先後刊發《反動頑固派的猖獗行動必
須立時制止》、《打擊保持法西斯統治的企圖》、《徹底
消滅法西斯陰謀》、《出爾反爾——評國民黨二中全
會》、《憲草修改原則不容變動》等社論。原本計劃召開
通過政協決議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延期，並拒絕按照整軍
協定之規定交出軍隊表冊。國共關係嚴重惡化。
按照政協決議，國民大會須由改組後的民主聯合政府

召集，但是，由於政府委員名額分配問題在政治協商會
議中懸而未決，會後便成為激烈爭辯的關鍵問題。除國
民黨20名外，剩餘的20名怎麼辦？中共和民盟為了獲
得否決權，要求加起來至少佔14個名額。這一要求遭
到了國民黨和青年黨的堅決抵制。國民黨最多答應給13
個名額，且其中必須有一個無黨派人士。問題遲遲得不
到解決，原定於1946年5月5日召開的國民大會被迫延
期。最後，蔣介石一意孤行，單方面宣佈由國民黨召集
國民大會，並確定時間為11月12日，事實上撕毀了政協
決議。在會議期限到來之際，蔣
介石給中共和民盟最後3天時間
考慮。中共和民盟拒絕參加，備
受爭議的國民大會於11月15日召
開。國共合作宣告破裂。■周恩來在舊政協開幕式上講話。 資料圖片

90歲的林上元，已經是三屆全國政協委
員，他笑稱自己「算是政協委員裡面最老的
一分子」。儘管年事已高，林上元仍時刻關
心着國家的發展，他曾經在政協會議上建
言：「國家要強大，首先要選好人，其次要
用好人，第三要管好人。」他表示：「官員
追責提得很對，底下人用得不得當，領導要

有責任，使其不得不慎重。」
對於十八屆四中全會首次專題討論依法治

國問題，林上元認為這能為國家的長治久安
打下很好的基礎。他感慨地說：「當年參加
革命，主要就是為了爭取獨立、民主、法
治，希望國家能夠安定，經濟能夠發展，生
活能夠改善，人民再不受剝削壓迫。」

■林上元（右）會見台灣黃埔高級退役將
領訪問團，與新同盟會會長許歷農（左）
互贈紀念品。 本報北京傳真

■上圖：1944年，林上元（後排左一）在成都中央陸軍軍
官學校。 本報北京傳真
■左圖：全國政協委員、黃埔軍校同學會會長林上元。

記者王曉雪攝

■林上元接受本報專訪。 記者王曉雪攝

■上世紀40年代，林上元（後排左五）與外公張難先（前排正中）及其他家庭成員。
本報北京傳真

■今年今年77月月77日日，，林上元林上元（（左二左二））與習近平主席一道為與習近平主席一道為「「獨立自由勳章獨立自由勳章」」雕塑揭幕雕塑揭幕。。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