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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潘裕昆揚威密支那

許
念 今天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日，中國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高規格的閱兵儀式。這是

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在非國慶節舉行正式閱兵。紀念抗戰勝利同樣牽動着海峽對岸的神經。台灣新同盟會會長、國民黨

軍退役上將許歷農曾呼籲兩岸炎黃子孫拋卻恩怨情仇，攜手同圓中國夢。近日，許歷農外孫、第十一屆湖北省政協委員

許念接受本刊獨家專訪時表示，在他眼裡外公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上將軍」，更是「高瞻遠矚、反獨促統的鬥

士」。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王曉雪、聶晨靜北京報道

血脈相連兩岸情

「黃埔後代」身份意味着責任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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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統應從年輕人抓起

在台灣，有位「許老爹」為許多人所敬
重。這是島內反對「台獨」分裂、主張

發展兩岸關係的人們對許歷農的尊稱。不僅因
他在軍界德高望重，更因他數十年如一日，不
屈不撓地反「台獨」，為中國和平統一四處奔
走呼籲。

為統一大業「執迷」不悔
作為黃埔軍校16期畢業生、黃埔軍校第12

任校長，許老堪稱一位「上馬擊狂胡，下馬草
軍書」的儒將。經歷了抗日戰爭的烽火硝煙，
參加過浙贛戰役等對日戰鬥，後來又加入了有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之稱的
青年軍。
許念說，外公身上有很多地方值得自己佩

服，其中最敬佩的是他那種「雖千萬人吾往
矣」的精神。「從李登輝拋出『兩國論』開
始，外公就一直為祖國的統一大業奔忙於兩
岸，『執迷』不悔！」
1939年，許歷農加入國民黨；1993年，國民
黨建黨99周年紀念日當天，他卻含淚宣佈脫
黨，另組新黨，以表達對李登輝將國民黨引向
「台獨黨」的反對。同年，發起成立台灣新同
盟會，唯一任務就是反對「台獨」，支持統
一。2010年，九旬高齡的許老發起組織了「中
山·黃埔·兩岸情」論壇。
「外公創辦這一論壇，宗旨就是傳承黃埔精

神，團結兩岸同胞，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最終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從第二屆到第六屆
論壇，許念都伴隨外公左右，他表示通過舉辦

論壇，「讓世界上和兩岸四地的黃埔後代互動
交流、建言獻策，為祖國統一尋求共識。」

天各一方隔海遙望
對外公的敬佩與追隨，並非許念生而有之的

情感。實際上，小時候許念並不知曉自己有一
位風雲外公，而且在小學和中學，許念一直用
的是另外一個隨父姓的名字。
直到16歲那年，母親許綺燕為他改名「許

念」，他才知道，自己的外公是國民黨赫赫有
名的許歷農上將。但當時由於種種原因，祖孫
二人天各一方，只能隔海遙望。
1997年深秋，許歷農率領台灣新黨高級訪問

團北上赴滬，與時任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汪
道涵洽商兩岸事宜。也就在那時，27歲的許念
第一次見到了「傳說」中的外公。「外公很和
藹。血脈相連的親情排除了陌生，拉近了兩岸

的距離。」許念回憶道。
如今，已近期頤之年的許老，每年有三分之

一的時間，在武漢與女兒、孫輩、重孫輩組成
的大家庭裡聚會。許念覺得，家人在一起時，
外公就是「家裡呵護晚輩的長輩，是大智慧的
謙謙學者」。
「外公對我的關愛很多，經常會詢問我的工

作、學習、生活情況。」對於外公的教導，許
念記憶猶新：「他曾用聖經裡『凡事包容、凡
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教導我。」

人民不會忘記他們
中國迎來了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日，而

對於那段悲壯的國家歷史，無論大陸還是台
灣，都從未遺忘。在兩岸有識之士的眼裡，每
個抗戰紀念日的到來，都喚起兩岸同胞共同的
記憶，從緬懷歷史中再次感受到同根同祖。
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50周年時，許歷農就曾

在台北組織「我是中國人」大遊行，吸引了8
萬多參加者，在「台獨」甚囂塵上之時，發出
振聾發聵的正義之聲。
對於今年的抗戰勝利日大閱兵邀請台灣的抗

戰老兵參加，許念認為，這既是對兩岸抗戰老
兵為中華民族拋頭顱、灑熱血的肯定；同時也
對兩岸團結一心，傳承愛國主義、復原歷史有
着重要意義。
許念並表示：「兩岸同為炎黃子孫，在那段

苦難的歲月，國共合作，軍民一心。人民不會
忘記那些可歌可泣的抗戰英勇事跡，不會忘記
他們獻身戰鬥。」

1970年出生的許念，成長當中有着那一代人普遍經歷的時代烙印。
1993年從中南財經大學會計系畢業後，他被分配到了農業銀行，2002
年下海經商，2011年到北京與朋友組建了北京黃埔欣榮聯合投資有限公
司。日常生活裡，許念喜歡看書、旅行、打羽毛球和釣魚。
然而，在商人身份之外，許念身上還貼有一個頗為特殊的標籤——
「黃埔後代」。他在採訪中對本刊記者表示，這個身份於他而言，意味
着「責任和傳承」。他認為，「兩岸仍未統一，同志仍需努力」是黃埔
後代應承擔的責任，「黃埔先烈未完成的祖國統一宿願傳承到我們這
輩，是我們這一輩義不容辭的使命。」
追隨着外公許歷農的腳步，許念多年來也為兩岸和平統一而盡心盡

力。許念2005年加入武漢市民革，同年當選為武漢市政協委員。在兩
岸還未「三通」的2008年4月，經多方努力，武漢市民革參訪團實現
赴台參訪，為該市民主黨派赴台參訪「破冰」。
2013年，為促成第四屆「中山·黃埔·兩岸情」論壇在辛亥首義之

城武漢舉辦，身為第十一屆湖北省政協委員的許念提交了相關提案，
「很快就獲得了省政協和省台辦的回覆。」許念介紹說，那年在台灣
舉辦的「湖北台灣周」中，湖北省委書記與台灣新同盟會會長許歷農
洽商，達成了在武漢舉辦第四屆論壇的協議。2014年5月，許念與民
革中央組統委員張斌一起，在北伐重鎮汀泗橋、賀勝橋所在地湖北咸

寧創辦中電
華基電纜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成 為
「湖北台灣
周」落地項
目。
迄今，許

念已參與 5
屆論壇的聯
絡、接待工
作，他感慨
地說：「每
次看到那些
白髮蒼蒼的
黃埔人還在
繼續着黃埔
情緣，為祖國的早日統一奉獻着，心裡總是莫名的感動，激勵着我們去
傳承黃埔精神，為兩岸統一而奮鬥。」

「海峽兩岸，中華兒女，一衣帶
水，骨肉親情。」這是許念的母親許
綺燕在《我的父親許歷農》一文中的
話，用來形容兩岸人民親情也頗為貼
切。
許念多次赴台看望外公。他說，中
華文化是兩岸共同認可的傳統，甚至
「台灣在中華文化的歷史傳承上比大
陸做得更好，禮儀之邦在台灣得到更
多體現。」
但是，談到兩岸和平統一面臨的最

大障礙，許念指出，目前台灣島內政
治氣候錯綜複雜，一小部分「台獨」
勢力活動猖獗，誤導台灣部分民眾和
年輕人對大陸的認知。「個人認為促
統應該從年輕人抓起，多組織年輕人
互動交流，了解祖國的對台政策。」
許念認為，當前大陸的對台工作一

定程度上存在「上熱下冷」問題，應
把對台工作做到基層，實際了解台灣
民眾的訴求，多聽聽台灣年輕人的心
聲、需求。

■許歷農（前左一）、聶力（前左二）與許念
（前右一）出席第六屆「中山·黃埔·兩岸情」
論壇。 本報北京傳真

香港文匯
報‧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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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馬玉潔
北京報道）
緬甸密支那
戰役，與發
生在中國滇
西的松山戰
役、騰沖戰
役，並稱為
二戰期間日
本在亞洲戰
場 的 三 次

「玉碎戰」（即日軍幾乎被全部消滅）。在這場拉
鋸絞纏近百天的戰鬥中，中國駐印軍第50師師長
潘裕昆發揮了關鍵作用。潘裕昆的長媳潘泰（又名
張小玲）近日在接受本刊專訪時講述了那段血色往
事。

從奇襲戰到攻堅戰
1942年4月，日軍由緬甸南部北進侵犯雲南，企

圖切斷中國對外通道，並在仁安羌地區包圍英軍一
部。潘裕昆隨中國遠征軍馳往援救，解除英軍之
危。1944年，中國遠征軍再次入緬，聯合美、英
軍隊展開滇西緬北大反攻，已任少將師長的潘裕昆
率第50師轉戰數月。
密支那是緬北克欽邦的首府，攻下密支那不僅可
以掐斷日軍的物資補給，還能對接利多公路與滇緬
公路，重新打通中國軍隊補給的陸上生命線，具有

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
1944年4月下旬，中國駐印軍總指揮史迪威下
令，組織中美聯合突擊隊奪取日軍的密支那機場。
奇襲很快取得成功，「盟軍奇襲佔領密支那」的新
聞迅速傳向各同盟國。然而，奪取城區的戰鬥卻異
常艱苦，日軍憑借堅固工事，按照「死守密支那」
的命令作困獸之鬥，戰線一步步緩慢地推進。

慘烈的密支那巷戰
1944年7月7日，在前線的鄭洞國、孫立人等將
領向中國軍隊下達總攻令。藉着美軍轟炸機和新式
火箭炮的掩護，中國軍隊再度奪下密支那火車站，
形成對市區的三面包圍之勢。7月18日，中美軍隊

轉入密支那街區巷戰，於8月1日攻下市區的7條
主要街道，日軍被壓縮到城北的最後陣地。
鑒於強攻傷亡過大，潘裕昆決定組織「決戰敢死

隊」。由104人組成的「敢死隊」在當地華僑的帶
領下，深夜冒雨繞到日軍背後，次日凌晨與正面部
隊同時發動進攻，日軍腹背受敵，向八莫方向潰
退。日軍在密支那的最高指揮官水上源藏在伊洛瓦
底江邊自殺身亡。最終，中美聯軍以傷亡6,000餘
人的代價殲滅日軍3,000餘人，剩餘的800日軍敗
逃。
密支那的收復，標誌着盟軍緬北會戰取得了決定

性勝利，掌握了緬甸戰場的主動權。對中國來說，
意味着兩條被阻斷的運輸線——中印公路與滇緬公
路的連通指日可待，中國西南戰略形勢得到了根本
改觀。悍勇的潘裕昆因此役榮獲英皇巴斯榮譽勳章
和美國羅斯福自由勳章。

「有功於國家，有功於人民」
日本投降後，潘裕昆率部進入香港九龍，參加了

日軍在香港的受降儀式，這是中國軍隊在鴉片戰爭
後第一次踏上香港故土。
因極厭內戰，潘裕昆後來避居香港。1949年8
月，他與李默庵、黃紹竑等44位國民黨軍政要員
在香港發表宣言，宣佈脫離國民黨，擁護新中國。
晚年的潘裕昆一直關注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曾參
與安排衛立煌將軍回國等統戰活動。
1982年潘裕昆在港病逝，中共中央統戰部發唁

電讚揚其「為祖國和平統一作出了貢獻，有功於國
家，有功於人民」。1988年，潘泰向中央有關部
門申請並獲批准，在潘裕昆家鄉湖南瀏陽官橋修建
了將軍墓。

潘泰說，潘裕昆將軍為國奉獻一生的精神一直鼓勵
着自己。上世紀90年代開始，她與丈夫潘君奇積極為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組織開展兩岸間經濟往來、文化
交流等活動提供經濟支持，並聯合兩岸愛心企業和人
士發起「海峽兩岸同心光明行」慈善活動，已為4,000
多名貧困白內障患者實施了免費復明手術，被納入中
共中央統戰部「同心·改善民生工程」。
潘泰希望「同心光明行」成為兩岸醫事交流的重要

載體，進一步彰顯兩岸親情關係。「我決心在有生之
年把這項活動做到底。」她說。

■許念與外公許歷農（中）、母親許綺燕（左）出席在香港舉
行的第五屆「中山·黃埔·兩岸情」論壇。 本報北京傳真

■中國國民革命軍遠征軍主要軍事將領。 資料圖片 ■著名抗日將領潘裕昆將軍。 資料圖片

■2013年，北京黃埔欣榮聯合投資公司參訪團在台灣。右三為許歷農，右四為
連戰，左一為許念。 本報北京傳真

■許念與外公許歷農在武漢。 本報北京傳真

■潘裕昆將軍長媳潘泰。記者馬玉潔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