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這大概
是對客居緬甸70餘年的雲南老兵李光鈿老人最貼切
的描述。清明節前夕，在雲南省相關部門的幫助
下，93歲的李光鈿終於踏上了回鄉的路程。
李光鈿原籍雲南宣威，18歲參軍，曾參加滇西抗
日大反攻、松山戰役。抗戰勝利後，李光鈿被迫流
落緬甸密支那，當過修路工人、三輪車夫等。雖然
加入緬甸國籍能帶來很多便利，但李光鈿認為自己
是中國人，始終拒絕加入。「我是中國人，我想回
家，就是死，也要死在我的祖國！」李光鈿一直對
祖國懷有樸素的情感。
多年來，李光鈿最大的夢想就是回國定居。今年

1月初，雲南省慈善總會前往緬甸，慰問健在的遠
征軍老兵，李光鈿一見到工作人員，就連聲說：
「我要回家！」牽動了無數國人的心。
對於此次返鄉，李光鈿的孫子說，老人的身體並

不適合乘坐飛機，為回家坐了幾天幾夜的車，儘管
路途遙遠，但老人精神十分好，「這是因為爺爺要
回家了，他高興。」
回到雲南後，在愛心志願者的陪同下，李光鈿感

受着家鄉發生的變化，並將到祖墳前，為祖先掃墓
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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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沖是滇西抗戰的主戰場之一。
1942年春夏之交，日本侵略

軍攻陷緬甸後，立刻將戰爭魔爪伸
進中國境內，雲南西南邊境騰沖
縣、龍陵縣由抗戰後方變為最前
沿。國殤墓園是為紀念抗日戰爭時
期中國遠征軍第二十集團軍攻克騰
沖戰鬥中陣亡將士而建的墓園，
8,000餘名抗日忠魂長眠於此。
清晨的國殤墓園在一片翠綠中顯

得格外莊嚴，整個陵園沿墓塚拾級
而上，「一等兵劉滕發」、「下士
班長江學初」……幾千塊墓碑如同
整裝待發的隊伍。發起「忠魂祭」
抗日烈士紀念活動的雲南三益文化
國防基金會的工作人員石代勤說，
雲南三益文化國防基金會每年清明
節都會組織這項活動，「這些烈士
為國家浴血奮戰，他們的犧牲精神
應永遠被世人銘記。」

基金會資助烈士親屬掃墓
石代勤介紹，很多烈士親屬因為

路途遙遠、經濟困難等原因多年來
未能前去給親人掃墓，一直存有遺

憾。在基金會的幫助下，5年來，雲
南、四川、廣東等10多個省市的烈
士親屬可以去到親人的墓前掃墓，
得到了內心的慰藉。「在中國的傳
統節日到來之際，幫助烈士的親人
前去掃墓，也是對英烈的一種尊
重。」石代勤說。
37歲的伯紹海是土生土長的騰沖

人，2009年調至騰沖國殤墓園管理
所，成為一名為英雄守墓的人。
「欣慰的是國人沒有忘記歷史，這
段歷史的認知度也越來越高。」伯
紹海介紹，埋葬在國殤墓園的陣亡
將士，由於年紀尚輕，大都沒有成
家，因此很少有他們的後代前來祭
奠。然而自國殤墓園建立的那天
起，就不斷有來自各地的人自發前
來祭奠獻花。

後人「查墓尋親」告慰英雄
因為戰爭，數以萬計的家庭失

去了參戰親人的音信，國殤墓園
便啟動了查墓尋親項目。伯紹海
認為，或許前來尋親的人們找到
的只是冰冷的墓碑，但這是給逝

去英雄的一個交代，證明後人始
終記掛着他們。
在國殤墓園外，還有一面中國遠

征軍名錄牆，名錄牆全長133米，
牆上鐫刻着10.3萬餘個名字。這面
牆建成後，每年都有世界各地的遠
征軍的後人聯繫騰沖官方，將失散
的名字繼續補充進來。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70多

年前，40萬中國遠征軍將士開赴滇西保家衛國，最終以傷亡20餘萬

人的代價，將日寇趕出中國。戰爭的痕跡逐漸消退，然而歷史從未

被忘記。昨日清明節，在雲南昆明、騰沖、龍陵等地，成千上萬名

包括抗戰老兵、抗戰將士親屬、學生、市民等來到當地的烈士陵

園，緬懷抗日英烈。在騰沖國殤墓園舉行的抗日先烈「忠魂祭」活

動現場，前來祭奠的近千名嘉賓向抗日先烈表達敬意、寄託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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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目標，將槍舉起，左前臂垂直，右手緊
握槍把……停止呼吸，開始擊發。」在騰沖縣固
東鎮順江村，92歲的「神槍手」抗戰老兵李會
映，繪聲繪色地和記者說起了槍法要訣。李會映
曾在部隊的射擊比賽中，奪得第一名，被時任陸
軍總司令何應欽稱為「神槍手」，並獎勵了一條
香煙。談起這些，李老臉上多了幾分得意的笑
容，當談起收復騰沖時，老人的眉頭卻又緊皺
了。
李會映不滿16歲就應徵入伍，經訓練後，熟練

掌握了步槍射擊要領。在騰沖明光硝石洞打游擊
時，李會映所在連隊與日軍遭遇，連長讓他先將

日軍指揮官擊斃，李會映應聲舉槍瞄準，一槍擊
斃。1944年收復家鄉騰沖時，李會映被編入預備
2師4團。騰沖反攻戰中，李會映跟隨部隊，歷經
槍林彈雨，九死一生。李會映回憶說：「騰沖收
復後師長告訴大家，預備2師上戰場時是一萬多
人，最後只剩下七八百人，師長說不下去，眼淚
就流出來，全場的人也都跟着哭起來。」說到此
處，李會映哽咽了。
清明已至，李會映打算抽空到國殤墓園祭奠戰

友。「沒想到就已經過去70多年了。」李會映喃
喃自語。

中國遠征
軍 是 1942 至
1945年抗日戰
爭進入最艱難

階段、為保衛中國西南大後
方、滇緬公路和重新打通援
華抗戰物資「生命線」而出
征滇緬印、抗擊日本侵略者
的英雄部隊。中國軍人在滇
緬印戰場以巨大的犧牲換取
了自甲午戰爭以來中國軍隊
首次征戰的徹底勝利，對亞
洲太平洋戰場和整個世界的
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
重要貢獻，立下赫赫戰功。
從中國軍隊入緬算起，中

緬印大戰歷時 3年零 3個
月，中國投入兵力總計40
萬人，傷亡近20萬人，日
本在中緬印戰區投入兵力總
計30餘萬人，被殲滅18.5
萬餘人。

資料來源：中國遠征軍網

中
國
遠
征
軍
書
寫
抗
戰
悲
壯
與
輝
煌

收復騰沖
逾九千將士陣亡

清明節前夕，由深圳龍越基金會、民革雲南省委、雲南省民政廳
等單位發起的「萬朵菊花獻英烈」活動，在雲南昆明金陵公墓「遠
征園」內舉行。6位抗戰老兵、抗日英烈的親屬、關愛老兵志願者及
百餘位熱心市民手捧菊花，為長眠於此的抗戰英烈掃墓祭奠。
顏嘉銘老人曾是中國遠征軍駐印輜重兵暫編汽車第一團士兵。顏

老慷慨激昂地說：「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
70周年之際，讓我們緬懷70年前為保家衛國而英勇獻身的中國遠征
軍英烈，他們是民族的英雄，將永遠活在我們心中。」致辭結束
後，顏老拄着枴杖，為戰友獻花，鞠躬默哀。
據悉，金陵公墓於2009年承諾為遠征軍將士無償提供2,000個墓
穴，至今已有百位遠征軍將士長眠於此。

70多年過去了，提到那段歷史，滇西人總會有恨意湧上心頭，
特別是滇西的婦女。在她們看來，日軍在滇西對婦女所犯下的罪行
不可饒恕。
記者在國殤墓園遇見了騰沖當地人張女士，她向記者說起了那段

屈辱的歷史：日軍佔領騰沖後姦淫擄掠無所不為，當地人將日軍
視為野獸，只要聽到日本鬼子出現的消息便逃散一空。當時大多數
老百姓都躲進了深山老林裡，張女士的媽媽就是在深山老林裡出生
的。

新婚第二日慘遭輪姦
張女士說，在騰沖馬站鄉三聯村，村裡的一位婦女新婚第二天回

娘家的路上，遇見一支日軍的小分隊，結果慘遭20餘名日本兵輪
姦，致不能生育，最終娘家和夫家都無法接納她，只能住進村裡的
祠堂，孤獨終老。老人因為每晚哭泣致雙眼失明，2005年含恨而
終。
同一時期，張女士的姨奶奶原本已躲入深山，但因為放心不下家

裡的雞仔，故趁夜晚偷跑回村，結果三天後才回到山裡，話也說不
完整。張女士的姨奶奶從此開始吃素，閉口不談那段歷史。
據不完全統計，當時整個滇西，日軍設有30餘個慰安所，慰安

婦800餘人。在日軍佔領騰沖兩年多的時間裡，受害的婦女多不勝
數，但她們都因為思想觀念、家庭、歷史等原因選擇閉口不談。
「如果沒有這場戰爭，她們也許會有一個幸福的家庭，安享晚

年。但是因為這場戰爭，她們落入了痛苦的深淵，一輩子生活在噩
夢之中，我覺得婦女才是侵略戰爭最大的受害者。」張女士悲痛地
說。

罄竹難書
日軍蹂躪滇西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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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後人在擦拭親人的墓碑。
記者李茜茜攝

■參加萬朵
菊花獻英烈
的抗戰老兵
（中）在戰
友 墓 前 祭
奠。 記者
李茜茜攝

■滇西董家溝日軍慰安所是日軍
直接罪證。 本報雲南傳真

■■「「神槍手神槍手」」
李會映繪聲繪李會映繪聲繪
色地描述槍法色地描述槍法
要訣要訣。。 記者記者

孔蓮芝孔蓮芝攝攝

■■清明節前夕清明節前夕，，當當
地群眾自發地來到地群眾自發地來到
國殤墓園祭奠英國殤墓園祭奠英
烈烈。。 記者李茜茜記者李茜茜攝攝

■■國殤墓園外的遠國殤墓園外的遠
征軍名錄牆上的名征軍名錄牆上的名
字現在仍在持續補字現在仍在持續補
充充。。 記者李茜茜記者李茜茜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