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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土有責守土有責，，裂眥北視裂眥北視，，決不南渡決不南渡，，肝腦塗肝腦塗
地地，，亦所不惜亦所不惜」」
——時任山東第六區專員時任山東第六區專員、、保安司令兼聊城縣縣長范築先保安司令兼聊城縣縣長范築先

2020萬兵力開進越南萬兵力開進越南 展勝利之師尊嚴展勝利之師尊嚴

不少親歷跨國受降的老兵不少親歷跨國受降的老兵，，曾眾口一詞地談曾眾口一詞地談
到在受降的日子裡到在受降的日子裡，，日軍士兵對中國軍人的態日軍士兵對中國軍人的態
度極為謙恭度極為謙恭，，外出採購的日俘外出採購的日俘，，每遇中國官每遇中國官
兵兵，，總會退到道邊總會退到道邊，，立正敬禮立正敬禮；；卻時常發生日卻時常發生日
俘與進入越北的法軍士兵爭執俘與進入越北的法軍士兵爭執、、打鬥的現象打鬥的現象。。
原來原來，，法軍見日俘對中國官兵敬禮法軍見日俘對中國官兵敬禮，，也要求日也要求日
俘對其敬禮俘對其敬禮，，遭日俘拒絕遭日俘拒絕。。日俘表示日俘表示，，他們是他們是
向中國軍隊投降的向中國軍隊投降的，，並不是向法軍投降的並不是向法軍投降的，，
「「這一現象說明這一現象說明，，日俘對於屢屢交手的滇軍口日俘對於屢屢交手的滇軍口

服心服服心服。」。」李曉明說李曉明說。。
侵越日軍出於對中國軍隊的畏懼侵越日軍出於對中國軍隊的畏懼，，擔心遭到報擔心遭到報

復復，，投降前將一批飛機投降前將一批飛機、、裝備裝備、、部隊及重要物資部隊及重要物資
先行移至北緯先行移至北緯1616度線以南度線以南。。然而實際情況與其想然而實際情況與其想
像截然不同像截然不同，，中國受降部隊入越後中國受降部隊入越後，，一切按規定一切按規定
手續辦理手續辦理，，並無報復並無報復、、殘殺日俘現象殘殺日俘現象。。而在北緯而在北緯
1616度線以南地區度線以南地區，，日俘則大吃苦頭日俘則大吃苦頭，，遭到濫殺和遭到濫殺和
虐待虐待。。在中國受降區的日俘在中國受降區的日俘，，無不慶幸自己當初無不慶幸自己當初
留在了北邊留在了北邊。。

李曉明1985年陪母親觀看電影《血戰台兒莊》
時，母親頗有些遺憾地問：「怎麼沒有反映滇

軍？」因為李母係江蘇徐州人氏，台兒莊戰役時見過
並與滇軍士兵有過接觸，這引起了李曉明對滇軍的極
大興趣，由查閱資料始，研究起了滇軍歷史。30年
來，李曉明查閱資料、尋訪老兵、踏勘遺跡，幾乎是
沿着這支部隊的足跡走了一遍，有的地方甚至走了多
次。隨着研究深入，先後出版了多部專著和多篇論
文，並受聘雲南省昆明市政協文史委顧問。「電影
《血戰台兒莊》限於篇幅，反映的是台兒莊第一階段
作戰；而滇軍參與的是台兒莊第二階段的戰鬥。」通
過研究，李曉明回答了母親曾經的疑問。

由盧漢將軍率領
1945年8月17日，盟軍統帥部命令：越南16度緯線
以北地區的日軍無條件向中國軍隊投降。盧漢將軍率
中國第一方面軍20萬人馬赴越受降。一位552團老兵
回憶說，隸屬184師的該團奉令為受降部隊前衛團，
從接到命令到出發僅經一天準備，便懷着勝利的喜悅
踏上征程。跨紅河入越前，魏團長特意換上了黃呢子
軍裝、紮上武裝帶，在隊前講話說：「弟兄們！我們
是勝利之師，是代表國家、民族去受降，去繳日本鬼
子的槍，我們一定要維護國家和軍隊的尊嚴，大家都
換上新軍裝，振作精神，把胸脯挺起來！」官兵一掃
征塵，容光煥發，精神抖擻，邁着整齊的步伐進駐日
本重兵把守的越南老街、谷柳地區。「受降官兵們都
有一種難以抑制的豪情，而日本侵略者則成了喪魂落

魄、無精打采的階下囚。」上述老兵自豪地說。

日軍189戰犯受審
雲南陸軍講武堂博物館，以一組蠟像再現了河內

受降盛況：盧漢將軍威嚴肅立，失卻了往日的囂張
與跋扈的日軍將領謙恭地呈交軍刀。受降儀式於
1945年9月28日在河內舉行，國民黨財政部代表朱
契在所著《越南受降日記》中，對受降盛況進行了
頗為詳細的記載：「總督府正面樓上，黨國旗交
掛，兩旁則每一列柱上，遍懸中美英蘇國旗。大禮
堂正中，黨國旗交叉間，懸總理遺像。兩旁廡間，
遍懸中美英蘇國旗。上首為中國代表第一方面軍司
令官盧漢席，左右正副參謀長，外向；下首為日軍
司令土橋勇逸及海空軍代表席，內向；左為盟國代
表席，右為高級將領席。後即為來賓席。是日到者

五六百人，美英高級將領，皆有人參加……越盟黨
政府則派有高級官員觀禮。
上午十時正，日軍司令土橋勇逸及空軍代表至，面

帶憂戚之色，北向立。盧司令官根據日軍在南京所簽
降書，宣讀條款，譯成日文，交土橋簽字，簽畢即行
退席。盧司令官乃宣讀佈告，並譯成法文，越南文，
至是禮成，攝影而散。」
李曉明介紹，受降接收日俘3萬餘人、輕重武器4

萬餘件、野戰炮800餘門、飛機10架。1946年4月，
美軍先後出動各類大小運輸艦10餘次，將日軍戰俘遣
返回國。其中，被列為戰犯的土橋勇逸等189名日軍
將領，則送交廣州行營，接受國際法庭審判。

6060軍女兵軍女兵
張芝老人清張芝老人清
晰地記得晰地記得，，
19451945 年年 99 月月
2222日日，，盧漢盧漢
將軍乘將軍乘「「衡衡
山號山號」」專機專機
抵達河內嘉抵達河內嘉
林機場時林機場時，，
從機場至城從機場至城
區沿途掛滿區沿途掛滿
了彩旗和中了彩旗和中
越兩國文字書寫的越兩國文字書寫的「「歡迎中國軍隊歡迎中國軍隊」」之之
類的標語類的標語。。等候等候多時的越南老百姓和華僑多時的越南老百姓和華僑
民眾看見盧漢座車民眾看見盧漢座車，，便鼓掌歡呼便鼓掌歡呼。。盧漢一盧漢一
次次下車次次下車，，握住一隻隻伸過來的手握住一隻隻伸過來的手，，通過通過
翻譯與他們親切交翻譯與他們親切交談談。。當得知那些在戰爭當得知那些在戰爭
中飽受倒懸之苦的華僑中飽受倒懸之苦的華僑，，提前兩三天就提前兩三天就
帶着乾糧守候在道路兩旁帶着乾糧守候在道路兩旁，，等着中國軍等着中國軍
隊到來時隊到來時，，激動得說不出話來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李曉明曾訪問過的多名老兵均表示李曉明曾訪問過的多名老兵均表示，，

當時的情景令人激動當時的情景令人激動，，喉頭發硬喉頭發硬，，不知不知
不覺間熱淚盈眶不覺間熱淚盈眶。。

民眾時常入營慰問民眾時常入營慰問
有老兵向李曉明介紹有老兵向李曉明介紹，，受降部隊所到受降部隊所到

之處之處，，到處是一片節日景象到處是一片節日景象，，當地僑胞當地僑胞
搭起勝利彩門搭起勝利彩門，，建築物貼上歡迎標語建築物貼上歡迎標語，，
夾道歡迎的人群揮舞着各種顏色的旗夾道歡迎的人群揮舞着各種顏色的旗
幟幟。。僑胞們夜以繼日地等候在站台上僑胞們夜以繼日地等候在站台上、、
道路旁道路旁，，迎送一批批官兵迎送一批批官兵，，一些行動不一些行動不
便的華僑老人為親眼看看祖國親人便的華僑老人為親眼看看祖國親人，，讓讓
子女用單車推着來歡迎受降部隊子女用單車推着來歡迎受降部隊，，他們他們
拉着官兵的手拉着官兵的手，，熱淚盈眶久久不放熱淚盈眶久久不放。。

越南受降期間越南受降期間，，部隊與當地民眾相處部隊與當地民眾相處
融洽融洽。。河內河內、、海防等地的越南老百姓和海防等地的越南老百姓和
華僑時常敲鑼打鼓華僑時常敲鑼打鼓、、載歌載舞進入受降載歌載舞進入受降
部隊營區部隊營區，，慰問中國軍隊慰問中國軍隊，，婦女爭先為婦女爭先為
官兵洗衣服官兵洗衣服、、洗菜洗菜，「，「唱京劇唱京劇」、「」、「演演
滇戲滇戲」、「」、「包餃子包餃子」；」；華僑團體還派出華僑團體還派出
精通中精通中、、越語的青年為部隊當翻譯越語的青年為部隊當翻譯。。

1940年6月，日軍登陸越南海防後，企圖越過
中越邊境進犯滇南，繼而攻佔雲南。作為雲南陸
軍講武堂的學員，在雲南奮鬥13年的滇軍老將，
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始終關注着雲南的抗戰局勢。
1940年9月26日和27日，吳玉章和朱德等中共領
導人分別以故交、學生身份給國民黨愛國元老、
原講武堂總辦李根源寫信，要其動員一切力量抗
戰。
朱德在信中分析世界反法西斯鬥爭和中國抗日

戰爭局勢，稱「我國抗戰處此環境，唯有全國團
結一致，發動廣大民眾共同抗戰，德深信抗戰建
國之大業必能完成。」懇請李根源「德為防滇之

計，當請吾師設法發動民眾，幫助越南、緬甸、
印度之廣大民眾起來抗戰。」在信中請李根源代向
「志舟（龍雲，時任雲南省
主席）學長問候。」
對此，李曉明評價

說，朱德給老師李根源的
信，對於推動雲南地方實
力派響應中共號召，在滇
南積極組成最廣泛的抗日
統一戰線，形成全民防禦
作戰，起到了極為重要的
指導作用。

李曉明多年研究認為，滇南對日防禦作戰
作為一個方向的戰鬥，湮沒於中國人民波瀾
壯闊的抗戰史實中，似乎並不起眼、至今鮮
為人知，實為憾事。「滇南抗戰築成了一道
軍民同心的銅牆鐵壁，始終拒日寇於國門之
外，對於中國抗戰意義重大。」李曉明說。
1940年6月20日，日軍登陸越南海防，
氣勢洶洶地向中越邊境撲來，一旦打開滇南
國門，中國抗戰形勢危矣。10月間，60軍
182、184兩師奉調由湘贛前線回滇，與留
滇的7個旅合編為第一集團軍，駐守紅河西

線；紅河以東則由中央軍關麟征的第九集團
軍佈防，形成了滇越邊境東、西兩翼互為呼
應的防禦作戰態勢，在長達5年的時間裡與
日寇作戰上百次，打退了日軍的多次進攻，
粉碎了日軍由滇南進犯雲南的企圖。

少數民族同胞助運輸
李曉明走訪曾經的紅河航運碼頭蠻耗大

碼頭時了解到，為防日軍進犯拆除滇越鐵
路後，紅河沿線的哈尼、苗、傣等各族百
姓划着小船和竹筏往返運送糧食、武器、

藥品和傷員，對駐守中越邊境的中國軍隊
給予了大力的幫助和支援，這引起了日軍
仇視，多次派飛機轟炸紅河峽谷，蠻耗大
碼頭被炸毀，死了很多人。但這並沒有讓
滇南人民屈服，在沿邊各地的土司、山官
號召下，滇南地區組織了很多抗日游擊
隊，嚴防死守邊境線上的小路關卡，捉拿
奸細特務，並派人深入敵後刺探敵情。
滇南抗戰對於中國抗戰的意義在於「築
成一道銅牆鐵壁禦敵於國門之外，保衛
了大後方的安全；牽制了侵越日軍重
兵，支援了廣西方向的對日作戰，策
應了滇西大反攻。」李曉明如是評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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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遭報復虐待 慶幸投降中國

滇南牽制日重兵 保衛大後方安全

朱德致信恩師 籲滇團結抗戰

■昆明翠湖畔的雲南陸軍講武堂，培養了眾多抗戰將領。
記者丁樹勇攝

■■滇軍出征抗日滇軍出征抗日。。
本報雲南傳真本報雲南傳真

▶越南受降現
場圖片。
本報雲南傳真

■■雲南陸軍講武堂博物館雲南陸軍講武堂博物館
以一組蠟像再現越南受降以一組蠟像再現越南受降
場景場景。。 記者丁樹勇記者丁樹勇攝攝

■《第一方面軍抗戰暨在
越北受降交防紀實》。

記者丁樹勇攝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中國戰區被劃分為16個受

降區。包括越南北部、老撾、泰國受降區在內的北緯16

度線以北地區，是中國戰區唯一的境外受降區，由以滇

軍為主的中國軍隊跨國受降，史稱「滇軍越南受降」，

又稱「跨國受降」。這是1840年以來，中國首次以戰

爭勝利者的身份開進異國受降，展現了勝利之師、威武

之師、仁義之師的中國軍隊形象。「這份驕傲，是英勇

的中國人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研究滇軍史已30

年的雲南近代史專家李曉明頗有些自豪。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雲南報道

■■盧漢將軍盧漢將軍（（右右））與滇南美軍與滇南美軍
總司令加里格將軍在受降儀式總司令加里格將軍在受降儀式
後合影後合影。。 本報雲南傳真本報雲南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