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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時光流逝，曾與蘇軍並肩作戰的在
世中國老兵已不足20位。受勳當日，

王明雖然身體虛弱，但仍戎裝整肅接受獎
章。王明的長子王克強向記者回憶：「父親
一直都會俄語。在晚年生病神志不清時，也
曾多次喊叫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地名。」
據吉林省軍區的幹事介紹，王明出生於

1922年，1936年3月加入東北抗聯，時年
僅13歲，曾任抗聯第二路軍五軍二師三團
五連通信員，多次參加對日本侵略者的戰
鬥。1940年跟隨部隊轉戰前蘇聯境內，並
被編入前蘇聯遠東紅旗軍第88獨立步兵旅
（該旅由中、蘇、朝三國人員混合組成，
所以又稱為「國際旅」），期間曾參加過
對德國法西斯的作戰，與蘇聯紅軍並肩戰
鬥，後被前蘇聯政府授予「蘇維埃衛國戰
爭勝利獎章」。

久歷沙場 衛國戰爭最慘
王明什麼仗都打過，抗戰勝利後，還參加

了四平攻堅戰、解放吉林市、遼瀋戰役的黑
山阻擊戰、雲貴川剿匪、抗美援朝等，期間
獲得過解放勳章、獨立勳章、八一勳章，朝
鮮政府授予他一級國旗勳章。
據王明回憶，他第一次參加的戰鬥，是

1936年5月，在黑龍江依蘭縣三道通與日軍
交火，俘虜敵人200多人，繳獲槍支百餘
支。1938年以後，戰爭進入白熱化階段，
他們幾乎天天都打仗。一次戰役中，敵人的
重兵圍剿和包圍了王明兄弟部隊，戰士們的
子彈全部打光後，就與鬼子拚刺刀，最後全
部壯烈犧牲，王明跟隨支隊長王效明帶領的
增援部隊迅速趕到，將撤退中的敵人全部殲
滅。為了躲避敵人的追擊和搜索，戰士們在
深山老林裡與日本鬼子玩起了「捉迷藏」，
渡過了無數的炎夏與嚴冬。
王明一生征戰，沙場廝殺無數，數最慘

烈的戰爭，他舉出蘇聯衛國戰爭。王明回
憶說，1940年，當他們撤到蘇聯，第一頓
飯是蘇方招待他們的，看見一桌子的菜，

有黑列巴、蘇伯湯和豬肉等，他才想起來
已經有四五年沒吃過豬肉了。他還想起
來，1938、1939這兩年間他們沒在房子裡
住過，而1939年11月他整整一個月沒見
過糧食。

功章纍纍 見證非凡戰績
王明的老伴姜成嵐今年也89歲了，他指
蘇軍出兵東北前，王明隨偵察小組回東北進
行偵察，他當時的任務是從黑龍江省東寧一
帶過境，潛入到「中東鐵路」沿線，偵察每
天日本軍用列車情況、沿路警備及武器彈藥
配備等情況，每周使用電台直接向蘇聯遠東
軍內務部報告一次。姜奶奶告訴記者，王明
在極其艱苦和危險的環境中執行大量的偵察
任務，為蘇軍向日本宣戰和解放東北立下了
功勞，獲蘇方頒發「蘇聯功臣章」。
如今，王明身前奪目的獎章，不單見證英
雄卓越非凡的戰績，也是對老戰士最珍貴的
致敬。

記者此次在長春 208 醫
院採訪老兵王明授勳，心
情很是感傷。記得上月初
次採訪他時，因家中寒冷

要住進醫院，情況基本上都由老伴姜成
嵐轉述。而在授勳當日，僅僅不到一個
月的時間，記者再次來到醫院探望時，
老人的身體狀況更不如前，虛弱的他不
能久坐，痰咳不出來，呼嚕聲從胸腔裡
發出來，像風箱一樣響。

王明退休的近50年來，由於早年在戰
爭中多次負傷和常年在冬季嚴寒野地露
宿，落下了一身的毛病。姜奶奶告訴記
者：「1980年，他得了腦出血，住院不
到 15 天，四次腦出血，病情越來越嚴
重，請來的專家、教授都下了定論，生
還的希望很小。但他堅強地挺過來，經
過一百多天的奮力搶救，病情才逐漸有
所好轉，這讓醫生們都目瞪口呆，真是

醫學史上的奇跡。」隨後的這些年裡，
王明先後又得了前列腺癌、肺癌等大大
小小的疾病，就是這樣一位老兵，憑着
鋼鐵般的堅強意志，一次又一次地戰勝
病魔和傷痛的後遺症，始終保持着他人
生的勝利姿態。

記者在之前的採訪中看到王明居住的
房子已是50年的危房，冬季寒冷難忍，
夏季悶熱，雨天漏雨嚴重，老人前段時
間也是因為家裡太冷，身體不佳才住進
醫院，然而一直因此情緒不好，十分想
家。看看輪椅上呼吸困難、極度虛弱的
老人，想想在戰爭年代裡，他經歷的難
以想像的慘烈廝殺和寒冷留下的傷痛，
我們的心裡真不是滋味。也許我們在和
平的年代裡時間久了，忘記了共和國真
正的功臣？他還能活着搬出危房住進新
房子嗎？

■記者張艷利

13歲加入東北抗日聯軍 助蘇偵察日情報屢立功

9393歲老兵歲老兵王明王明三獲俄授勳三獲俄授勳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張艷利張艷利長春報道長春報道））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70周年周年，，同時也是中國抗日戰爭和前蘇聯同時也是中國抗日戰爭和前蘇聯

衛國戰爭勝利衛國戰爭勝利7070周年周年。。55月月1515日日，，吉林省外事辦公室和吉林省軍區受俄羅斯聯邦政府駐瀋陽總領館的委託吉林省外事辦公室和吉林省軍區受俄羅斯聯邦政府駐瀋陽總領館的委託，，在解在解

放軍第放軍第208208醫院為醫院為9393歲的吉林省抗日老戰士王明舉行歲的吉林省抗日老戰士王明舉行「「19411941--19451945偉大衛國戰爭勝利偉大衛國戰爭勝利7070周年紀念獎章周年紀念獎章」」授予儀授予儀

式式。。俄羅斯政府自俄羅斯政府自1995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50周年開始周年開始，，每每1010年向參加過衛國戰爭的中國老兵授勳一次年向參加過衛國戰爭的中國老兵授勳一次，，

王明已是第三度獲這項殊榮了王明已是第三度獲這項殊榮了。。1313歲就加入東北抗日民主聯軍歲就加入東北抗日民主聯軍（（簡稱簡稱「「東北抗聯東北抗聯」）」）的他的他19401940年被編入前蘇聯遠年被編入前蘇聯遠

東紅旗軍第東紅旗軍第8888獨立步兵旅獨立步兵旅，，助蘇軍偵察日軍情報屢次立功助蘇軍偵察日軍情報屢次立功。。王明身前奪目的獎章王明身前奪目的獎章，，見證着英雄非凡的戰績見證着英雄非凡的戰績。。

老英雄能活着搬出危房嗎老英雄能活着搬出危房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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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的大兒子和小兒子陪同父親接受採訪，
老人因肺部不適需吸氧。 記者張艷利 攝

■■王明老人身穿軍裝準王明老人身穿軍裝準
備接受俄羅斯衛國戰爭備接受俄羅斯衛國戰爭
勝利勝利7070周年獎章周年獎章。。

記者張艷利記者張艷利 攝攝

■王明老人所佩戴的勳章、獎章。
最 上 排 左 一 為 此 次 接 受 的
「1941-1945偉大衛國戰爭勝利70
周年紀念獎章」。 記者張艷利 攝

■■王明老人接受授勳王明老人接受授勳。。
記者張艷利記者張艷利 攝攝

馬祥生臨終
前正全身

投入籌備拍攝一
齣中國遠征軍電
影，為了創作常
常廢寢忘食，忽
略自己的身體。
遺孀余曉雲說，
未完成的中國遠

征軍電影，「是祥生最大的遺憾」。

抗戰片未拍竣 抱憾離世
葬禮於5月15日在雲南昆明順城清真寺舉行。

當日的送別隊伍除了親友、族人以及張曉剛、葉
永青、唐志岡、毛旭輝等眾多文化名人外，還有
一群關愛抗戰老兵的志願者帶着馬祥生為抗戰老
兵設計的勳章專門趕來為其送行。「馬祥生生前
熱衷關愛老兵公益事業，這枚勳章的實物他還沒
來得及看到就走了……」雲南「關懷抗戰老兵」
計劃項目辦主任周德蓉唏噓地說。

出生抗日世家 關愛老兵
馬祥生出生於抗戰世家，父親馬繼武畢業於

黃埔軍校17期，曾任高射炮團排、連長，駐守
昆明圓通山抗擊日寇敵機。而他的祖父馬伯安
在抗日戰爭時期任雲南軍管區副司令，是雲南
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正因如此，儘管馬祥生
從事藝術工作，但他對國家、對歷史、對抗戰
老兵有着深深的情感。
馬家三代人有着截然不同的身份和命運，但

他們都有着同樣的信念：愛國愛家。侄女徐余
告訴記者，「叔叔常常說，戰爭留給後人的意
義就是珍惜和平。」徐余說，馬祥生是個充滿
熱血又多才多藝的藝術家，常常會渲染後輩和
身邊的朋友關注歷史、關愛抗戰老兵。
2013年，雲南省一家媒體發起「老兵你好」
大型公益活動，馬祥生應邀設計了紀念抗戰勝
利68年的紀念勳章。這枚勳章嚴格遵循勳章、
軍功章的傳統經典式樣，正面世界版圖中有
「民族脊樑」四字，兩邊有表示最高級別的五
星點綴。這枚勳章被頒發給了雲南、貴州、四
川、台灣等地的1,000位老兵和家屬，讓這些老
兵倍感欣慰。

設計紀念勳章 廢寢忘食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

利70周年之際，馬祥生再次應邀設計紀念勳

章。余曉雲告訴記者，由於他們居於美國，設
計勳章的工作都要通過網絡和電話溝通，常常
半夜三更馬祥生還在不停的打電話。「儘管是
小小的一枚勳章，可祥生卻要花好幾個月的時
間來調研，那個年代軍裝的顏色、樣式也都要
一一確認，有時候幾天不睡覺他也不覺得
累。」設計完勳章後，馬祥生瘦了整整一圈，
讓余曉雲心疼不已。
最終，這枚小小的紀念勳章被送到了中國

2,000多位抗戰老兵的手裡。周德蓉說，老兵們
最需要的是一份屬於他們的榮譽，而馬祥生的
設計具有榮譽感、分量感、權威性、嚴肅性，
能讓老兵和家屬從中獲得慰藉。
「老兵之事，刻不容緩；略盡綿薄，重在參

與！」這是馬祥生微博裡的一句話。多年來，
無論身處何處，馬祥生總是抽空參加關愛老兵
的活動，他還為中國遠征軍創作了一首歌，
「當他的雙眸被鮮血模糊的時候，聞到緬桂花
飄香，他看見戰火紛飛中的你，帶着美麗花朵
在血色中綻放……」侄女徐余說，這首《緬桂
花飄香》，不到一個月就有20萬的點擊率，引
起了很多人的共鳴。
如今，馬祥生帶着遺憾離世，遺孀余曉雲表

示，今後全家將繼續關注抗戰老兵，延續馬祥
生未完成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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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茜茜昆明報道）馬祥生1957年出生於昆明。
1982年畢業於四川美術學院繪畫系油畫專業，集畫家、教師、廣告人、
詞曲家、導演於一身。其繪畫、雕塑作品曾入選全國美展、香港雙年
展、法國夏利豪現代藝術展、美國首屆國會特邀展等，多次獲獎並被國
內外報刊及專業文獻報道。他的電影《別姬印象》曾獲第五屆紐約昆士
國際電影節「最佳電影」獎項。1987年至1999年，馬祥生長居香港，
在香港留下了屬於他的藝術軌跡。他曾任香港大一設計學院教授，香港

多家4A級國際廣告公司的美術主管至總監，創辦森瑪
遜廣告、森華廣告、德蘭瑪文化傳播公司，參與及負責
過為香港部分明星及產品度身訂造廣告片、 MTV。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茜茜 昆明報道）在中國人民抗日戰

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曾為國浴血奮戰的抗

戰老兵們收到了由民間相關組織送出的一份特殊禮物——一枚

小小紀念勳章，有的老兵豎起大拇指滿臉欣慰；有的老兵老淚

縱橫，哭得像個孩子；有的老兵則把勳章當作寶貝，每天都佩

戴着。這枚勳章的背後，承載的是一份榮譽與銘記，但令人遺

憾的是，這枚勳章的設計者、同時也是抗戰老兵後代的藝術家

馬祥生，卻還來不及親眼看到作品佩戴在老兵身上，就於12日

突發心肌梗塞，在北京工作室辭世，享年僅58歲。

美術電影跨界別 與港廣告界結緣

■馬祥生的
作品其一。

■馬祥生所設計的抗戰勝利
70周年紀念勳章。

本報雲南傳真

■馬祥生的
雕 像 作 品
《牽手》，
體現了他對
港台與大陸
關係的理解
和各民族攜
手團結建設
祖 國 的 思
想。
本報雲南

傳真

■馬祥生生前
的留影。
本報雲南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