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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本報記者獨家專訪了國軍著名抗日將領黃維將軍的女

兒黃慧南女士，她表示，抗日戰爭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抗戰，習

近平總書記前不久提出的兩岸共修抗戰史，有利於推動兩岸和

平統一，有利於兩岸中華兒女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

平，開闢未來。她同時表示，國民黨抗戰老兵亮相九三大閱

兵，是對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上發揮重要作用的高度肯定，

對兩岸關係具有深刻的意義。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紫晨、凱雷，實習記者任芳頡北京報道

名將之女揭羅店爭奪戰慘烈名將之女揭羅店爭奪戰慘烈

談起「八一三」淞滬會戰時的羅店爭奪戰，黃慧南心情十分沉重，
「羅店爭奪戰打了兩個多月，四進四出，中日雙方死傷兩萬餘人。

日本稱羅店為『血肉磨坊』，一點不為過。父親臨最前線指揮戰鬥，他
在掩體裡教導士兵在打槍的同時如何保護自己的生命。他還知道將士們
長時間泡在積滿髒水的戰壕掩體裡被螞蝗鑽咬，因為他也在戰壕裡」。

淞滬會戰3個月 夜襲日軍扳劣勢
黃維將軍曾在《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淞滬戰爭》一文中寫道：「就在拂

曉時，日軍開始炮擊，向我陣地發動全線進攻，羅店全鎮毀於炮火，成
為一片焦土。我軍經常趁敵機不能活動的晚間，發動夜戰以奪回白天喪
失的陣地，有時進行肉搏戰，雙方傷亡都很大，第67師傷亡過半……」
淞滬會戰持續了3個月，中國軍隊投入最精銳的中央教導總隊及87師、

88師及148個師和62個旅，共80餘萬人參加戰鬥，死傷30餘萬人。我軍以
慘重的代價粉碎了日軍「3個月滅亡中國」的計劃，沉重打擊了日軍的囂張
氣焰。中國軍隊在國際上樹立起了中華民族敢於反抗法西斯侵略的良好形
象，逐漸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場上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重要力量。

兩岸共修抗戰史 利兩岸和平統一
得知習近平提出兩岸共修抗戰史的消息，黃慧南表示很願意參與，她

自己會一邊學習一邊挖掘抗戰史。她指出，現在兩岸對抗戰的研討都不
夠深入，兩岸要實現真正的統一，在思想上、歷史上各個方面都要融
合，「抗戰史的研究是一個很好的平台，我們要讓兩岸的青年人和下一
代知道，中國人是無比堅強的，中華民族不可欺不可辱！」
早在2005年，抗戰勝利60周年，黃慧南就以國軍抗戰將領後代的身份

參加了國家舉辦的抗戰紀念活動，並獲得一枚抗戰勝利60周年紀念勳
章。當時，黃慧南還特意把勳章拿到父親的墓前，「10年前，我獲得抗
戰勝利60周年紀念勳章。10年後的今天，習近平總書記作出了勝利日閱
兵邀請國民黨老兵受閱的決定，我相信父親在九泉之下知悉一定會感到
特別欣慰」。

黃黃維維奮戰奮戰「「血肉磨血肉磨坊坊」」
重挫日軍囂張氣焰重挫日軍囂張氣焰

「「我忘不了那些長眠在淞我忘不了那些長眠在淞
滬戰場上的官兵滬戰場上的官兵，，常常做夢常常做夢
重現那些壯烈的場景重現那些壯烈的場景。」。」

——抗日名將黃維抗日名將黃維

自從台灣當局開放探親以來，黃維一直致力於溝通兩
岸聯繫。黃維曾多次談及：「趁我生活尚能自理，神智
亦還清明，一定要為和平統一祖國的神聖事業獻出綿薄
之力。如不能達到此目的，我會引為終身遺憾的。」黃
慧南告訴我們，父親晚年時經常通過書信、交流、撰寫
文章等各種形式來表達希望兩岸和平統一的心情，「當
時兩岸交流並不多，父親晚年去台灣，也是希望通過自
己的努力，促進兩岸交流，為兩岸統一作一些貢獻」。

澄清「至死要去台灣」斷語
1989年3月20日，黃維因心臟病突發，在北京逝世。

從那時起海內外不少報章雜誌在提及「黃維之死」時總
會千篇一律地說同樣一句話，「由於過於興奮，在出發
前夜突然心臟病發作去世」，然後由此延伸出「為何黃
維至死要去台灣」的斷語。對於這些「標題黨」，黃慧
南向本報表示，這些言論是失實
的，父親去台灣準備了有大半
年，並非突然接到消息通知他去
的。
黃慧南回憶說：「父親患心臟

病已有多年，那段時間太過勞累
才導致發病。當時正開兩會，他
突然病發住院，第二天，我們便
接到了父親去世的消息。全國政
協為父親舉行了肅穆而隆重的追
悼會。台灣的故舊們也為父親舉
辦了追思會。」
記者了解到，台灣方面許諾去

台灣後補發黃維當中將27年的
薪金，黃慧南告訴記者，雖然這
是一個不小的數目，但是父親不
同意領這個錢，他去台灣只是為
了會見故舊，為兩岸的交流、為
和平統一貢獻一點綿薄之
力。「父親曾說，他衷心
希望兩岸領導人可以
照顧關愛為民族奮戰
的抗戰老兵。」

「升官發財走別處，貪生怕死莫入門」，
這是黃埔軍校門口的對聯，也是對黃埔精神
最好的詮釋。黃慧南告訴記者，父親為人正
直清廉、敢言敢當、一心為國，黃埔精神伴
隨他的終生。
抗戰爆發後，黃埔軍校成了培養抗日官兵
的大本營。黃埔軍校後來從南京遷到成都，還
先後建立了12所分校，分佈在全國各地。六
分校由南寧軍校發展而來，因抗戰而建立，
1938年春由南寧遷到桂林，「我父親在桂林
六分校和成都本校任職期間，負責全面工作，
為培養和造就抗戰官兵而盡心盡責」。

愛兵如子 不同流合污
1944年，國民政府為擴大兵源，號召知識
青年從軍入伍，組建青年軍。任命黃維為青
年軍編練總監部副總監。黃慧南告訴記者，
父親在訓練中特別強調要愛護士兵，嚴禁體
罰和辱罵士兵的行為，善於搞好官兵關係，
增強部隊團結，希望把青年軍建設成一支新
的依靠力量，重建「黃埔精神」。

抗戰期間黃維任第54軍軍長時，曾因愛兵
而被「吃空餉」遭到擠壓。「父親發現軍糧
供應的質量太差，不是發了霉就是摻了砂
石，向軍政部反映情況卻遭到擠壓，軍政部
派人來54軍檢查賬目。」黃慧南告訴我們，
父親不僅不向檢查大員行賄，反而板起面孔
對來人說：「如果你們查出我有貪污中飽私
囊之處，請指出，據實報告軍政部，將我法
辦！」。生性耿直的黃維後來辭職，帶着一
家老小回了老家。「父親說，抗戰不能勝利
就是國家腐敗造成的，他寧願丟官回家種
地，也絕不同流合污！」
黃慧南表示，父親就是這樣一個為人耿

直，個性剛強，愛國愛民的人，這跟他在黃
埔軍校受到的教育有莫大的關係。在黃慧南
看來，忠於國家，敢於擔當，勇於犧牲，就
是對黃埔英烈們在抗戰中豐功偉績的最好註
解。「我們要把黃埔精神繼續發揚光大，對
我們這些黃埔後輩以及年輕人而言，更應該
去了解這段歷史，發揚先輩的精神，作出自
己的努力。」

德國深造德國深造
提前回國抗日提前回國抗日
生平簡介
黃維（1904—1989），

字悟我，黃埔軍校第一期
畢業，後參加北伐，屢建
功勳。他20歲當團長，24
歲當旅長，34歲當軍長，
44歲當12兵團司令。1937
年抗戰爆發後，在德國深
造軍事的黃維將軍提前回
國，心急如焚地趕到上
海，接任國民革命軍陸軍
第18軍第67師師長一職，
率部投入淞滬會戰。

黃埔精神相伴終生黃埔精神相伴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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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滬會戰讓黃維一舉成名，1938年，
黃維被升調為第18軍軍長。武漢會戰
時，黃維率第18軍從馬當、彭澤、湖
口、德安一路激戰。當時日軍有35,000
餘人，而黃維只有20,000多人。
「父親採用奇襲、埋伏、側擊等戰

術，逐次消耗敵軍，誘其兵力分散，進
入我『袋陣』內，予以分割包圍，先後
在馮家鋪、橫港和覆血山、麒麟峰等處
與日軍血戰，斃傷敵官兵6,500餘人之

多，為取得『萬家嶺大捷』創造了極有
利的條件。」

中國人要團結振興中華
「父親在前線流血流汗，浴血奮戰。
家眷跟着東南西北，兵荒馬亂。我家和
無數中國家庭共同經歷了苦難而抗爭的
八年抗戰。」黃慧南說，「抗戰是中華
民族的事，是中華兒女的事，抗日救
國，匹夫有責。父親是一名中國軍人，

保家衛國是他的天
職。」
說到這裡，黃慧南

眼中泛着淚花：「我
們今天的幸福生活是
千千萬萬中國軍人血
肉之軀換來的，是千
千萬萬中華兒女抗爭
得來的。我們是中國
人，中國人一定要齊
心合力，團結一致，
振興中華。」

老將軍返羅店老將軍返羅店 難忘犧牲官兵難忘犧牲官兵 「「無數中國家庭共歷八年抗戰無數中國家庭共歷八年抗戰」」
1979年12月，黃維隨全國政協考察團到南方視察。到
上海後，老人家執意要去羅店看看。那是他浴血抗日的
第一個戰場。黃維對女兒黃慧南說：「淞滬血戰抗擊日
本侵略者，我在那裡負傷流血。我指揮的一個師傷亡過
半，我忘不了那些長眠在淞滬戰場上的官兵，常常做夢
重現那些壯烈的場景。」

見到鄉親老淚縱橫
黃維在羅店見到了當年還是幼童的鄉親們，鄉親們表
示對「八一三」淞滬血戰沒齒難忘。他們陪黃老重遊舊
地，黃老為鄉親們的一句「你們盡力了，不怪你們，那
時的國力太弱了」所動容，不禁老淚縱橫。
黃慧南回過兩次家鄉江西貴溪，老鄉們帶她去看了祖
屋，還有祖屋前的大池塘，路口的雙井，村後的山。鄉
親們告訴黃慧南，日本人進攻家鄉時把貴溪城裡盛源鄉
里的房子都燒了，還殺了很多人。鮮血染紅了池塘的
水，水井裡塞滿了人頭，慘不忍睹……
後來，黃慧南看到父親生前寫的一段文字：「為什麼燒
殺得這麼厲害？因為我和桂永清在國民黨軍隊裡都是高級
將領，他是鷹潭的，我是貴溪城裡的，日本人知道。再加
上日本人來時，縣裡沒有人打着日本旗去歡迎他們，日本
人很惱火，認為這是個有敵意的地方。」

■■羅店前線反攻羅店前線反攻。。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1984年黃埔軍校
同學會成立之時，黃
維為其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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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慧南向黃慧南向
本報記者展本報記者展
示抗日戰爭示抗日戰爭
勝利勝利6060周年周年
紀念勳章紀念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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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慧南黃慧南((左二左二))與父親黃維與父親黃維((左三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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