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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當馬革裹屍以死報國軍人當馬革裹屍以死報國！」！」
—— 抗日名將佟麟閣抗日名將佟麟閣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的槍聲，標誌着中國人民抗

日戰爭開始，時任國民革命軍29軍副軍長的佟麟閣積極

指揮將士報國殺敵，成為抗日戰爭中為國捐軀的第一位

高級將領。2015年7月，佟麟閣將軍之子佟兵受到邀

請，他將參加中國人民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成為英烈

子女代表之一，接受檢閱。已經90歲高齡的佟兵日前在

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慨歎，「這是國家對包括父親在內

的抗戰老兵功績的肯定，抗戰精神應當永遠激勵中華民

族前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凱雷 北京報道

九旬兒憶父九旬兒憶父佟麟閣佟麟閣

■■佟兵在佟麟閣紀佟兵在佟麟閣紀
念館念館。。 江鑫嫻江鑫嫻攝攝

■北京西城區佟麟閣路，右上角為佟麟閣像。 網上圖片

回想起父親當年抗擊日寇的經歷，九旬老人佟兵記憶猶新。
盧溝橋事變後，29軍個別將領在戰與和之間徘徊不定。

「我父親在軍事會議上表態，中日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日寇進
犯，我們29軍首當其衝。戰死者光榮，偷生者恥辱。榮辱繫於
一人者輕，而繫於國家民族者重。國家多難，軍人應當馬革裹
屍，以死報國。」佟兵說。

負傷作戰 英勇就義
據佟兵介紹，1937年7月28日，日軍對南苑等29軍陣地發起

猛烈進攻，戰鬥十分慘烈。當時日軍集結五個師團，10萬以上
的兵力，在幾十輛坦克的掩護下，陸空聯合猛攻南苑，致使整
個南苑城一片火海。沒有堅固的工事掩蔽，在敵人飛機大炮的
轟炸下，29軍用簡陋的武器，抵擋日軍數次猛攻。「當天，父
親接到命令，要撤到永定門，他帶領手下邊打邊撤。」佟兵後
來了解到，那時跟隨佟麟閣左右的，有一部分38軍騎兵師和
1,500名學生訓練團成員，共5,000多人，「但真正有戰鬥力的
也不過3,000人」。
行至南苑某村時，佟麟閣部遭到了日軍阻擊。一片掃射中，

佟麟閣的右腿不幸被子彈擊中，頓時鮮血浸透了軍褲，衛兵讓
他退後一步，以便包紮，卻被他拒絕。隨後，忍痛上馬繼續指
揮部隊突圍。敵機再次俯衝下來時，佟麟閣頭部被一顆炸彈擊
中，壯烈殉國，時年45歲。當年7月31日，國民政府追授佟麟
閣為陸軍上將。1938年3月12日，毛澤東稱佟麟閣等「無不給
了全中國人以崇高偉大的模範」。

尋回屍骨 畢生難忘
當時跟隨佟麟閣的訓練團學員幾乎全部殉國，陣亡學員的屍

體被村民就地埋在土路東側，幸運生還的衛士高弘錫將佟將軍
的遺體藏在農田的一個棚子下。幾天後，在紅十字會的幫助
下，佟家終於找回了將軍的屍骨。
佟兵告訴記者：「雖已過了78年，但那一幕卻永遠刻在我腦

海裡。血肉模糊的父親被抬回來，左臂沒了，身上有些地方已
長了蛆，母親一看立即暈厥過去。我站在父親的遺體邊，嫂子
和姐姐給父親擦洗乾淨，換上便裝。我們把父親抬進原本為祖
父準備的棺材。母親說，你們快再喊一聲爸吧，以後再也見不
到他了，隨後全家哭成一團。看着釘子釘在棺材上，就像釘在
我心裡一樣。」

「在『文革』期間，佟麟閣的所有
遺物被毀壞殆盡。」佟兵告訴記者，
數年間，全家人不斷奔走，在1979年
8月，鄧小平同志看了佟家後人的信
並親自批示。隨後，北京市委正式追
認佟麟閣將軍為抗日陣亡革命烈士，
並在香山重新修葺佟麟閣墓地，豎立
起了漢白玉石碑。

因父獲殊榮
上世紀80年代，街道辦通知佟兵，

他被選為北京西城區第五屆政協委
員。聽到這個消息，佟兵心裡很平

靜。他明白，單位推薦他當政協委
員，是因為他的父親是佟麟閣。截至
目前，佟兵已連任數屆西城區政協委
員，還連任三屆西城區政協副主席。
同時，此前被改名為「四新路」的
「佟麟閣路」於1984年恢復原名。
2005年，民營企業家訾貴江在香山

腳下投資修建了佟麟閣紀念館。2009
年9月19日，在佟麟閣紀念館的基礎
上，擴建為抗日名將紀念館。佟兵
說，自改革開放後，政府落實政策，
追認父親佟麟閣為革命烈士，周圍人
對國民黨抗日將領的後人也重新尊重

起來。同年，佟兵從媒體上得知父親
入選「雙百人物」。所謂「雙百」，
是指「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
獻的英雄模
範人物」和
「100位新中
國成立以來
感動中國人
物」，佟麟
閣 位 列 在
前，佟兵為
父親感到高
興。

身先士卒殺日寇身先士卒殺日寇 血灑疆場終無悔血灑疆場終無悔

貼身十字架送家人留念貼身十字架送家人留念
「我父親其實完全可以不犧牲，現在
想起來，他有點捨身成仁的意味。」佟
兵告訴記者，作為虔誠的基督教徒，佟
麟閣甚至將自己貼身佩戴了幾十年的金
十字架送回給家人留作紀念，可見其決
心和意志。
1937年7月的某一天，佟將軍手下有一

位自16歲就跟隨他的副官王守賢。佟兵
說，父親當時摘下自己的金十字架交給
他，委託他回城時轉交給母親，讓她留個
紀念。佟麟閣的夫人彭靜智從王守賢手中
接過包裹，打開一看是篤信基督教的佟麟

閣最為珍視的隨身之物——金十字架。
「母親一看，頓時淚流滿面，她知道，父
親是抱定殉國的決心了。」佟兵回憶稱。

終難再見家人
自「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北平的形
勢一天比一天危急，「日本人的飛機經
常低空飛行，炮聲隆隆」，而身為29軍
副軍長的佟麟閣自此就一直待在軍營
裡。「他打電話回來，告訴母親幫他照
顧雙親和孩子，我們都知道他前線將有
戰事，全家人都很緊張，但也沒有辦

法，因為他是一位軍人。」佟麟閣甚至
沒來得及跟家人做正式的道別，佟兵記
憶裡也沒有與父親最後一面的印象。
佟麟閣殉國後，日軍便進入了北京

城，將軍的遺體被家人藏入北京柏林
寺。直至9年後的1946年7月28日，國
民政府給佟麟閣舉行了國葬和移靈。從
柏林寺到香山蘭澗溝，沿途設6處公祭
點，民眾自發擺設供桌、祭品。「以往
我們到柏林寺祭奠父親，只是偷偷擺些
點心、水果，哭都不敢哭，那次之後總
算能痛痛快快哭了。」佟兵說。

■佟兵一生謹慎，只為不辱
沒其父之名。 網上圖片

鄧小平親自批示護佟家

教子有方 慈嚴並濟
記者跟隨佟麟閣將軍之子佟兵，一同來到位於

北京香山蘭澗溝的佟麟閣紀念館，緬懷先烈。佟
兵說：「自幼我就一直跟隨在父親身邊，他的言
傳身教清晰地刻在我的記憶裡，此生難忘。」
當年的佟兵年齡尚小，一直跟在父母身邊。
「父親經常教育孩子們樹立愛國思想，教我們學
唱《滿江紅》、《正氣歌》。帶着我出去玩的時
候，他經常提起岳飛、史可法等英雄人物。」佟
兵說，「在我的記憶裡，父親非常慈祥，特別疼
愛孩子，但對我們的教導很嚴格。」

奔波輾轉 不忘父訓
「一到禮拜六，聽到胡同裡的汽車喇叭響了，

孩子們就知道是爸爸回來了，都往門口跑。當時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幸福的家庭。」佟兵回憶。
此後，佟麟閣將軍戰死沙場，北平被日寇佔領，
幼小的佟兵經歷了國破家亡的遭遇。八年時間
裡，母親帶着一家隱姓埋名，輾轉於北京城內，
佟兵也換了多所學校
佟兵說，雖然之後的生活起伏不定，但他一直

記得父親掛在家牆壁上的警語：「誠懇態度做
人，負責態度做事。」還有一條是：「見權貴獻
諂容者，最可恥；遇貧困持驕態者，賤莫甚。」
這些話，對他和他的下一代，做人做事都影響很
大。他說：「我常教育子女，不管做什麼，決不
能給祖宗丟人。」

■■佟麟閣塑像佟麟閣塑像。。 江鑫嫻江鑫嫻攝攝

■■佟兵為雕塑獻花佟兵為雕塑獻花，，追追
憶父親憶父親。。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佟麟閣與夫人彭靜佟麟閣與夫人彭靜
智及兒子佟兵在張家智及兒子佟兵在張家
口口。。 江鑫嫻江鑫嫻 翻拍翻拍

■■抗日民族英雄佟麟閣抗日民族英雄佟麟閣。。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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