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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獻身革命早具犧牲決心余獻身革命早具犧牲決心，，以報國家以報國家。。倘於此倘於此
次戰役中次戰役中，，得以成仁得以成仁，，則無遺憾則無遺憾。」。」

——時任時任7373軍暫五師師長彭士量軍暫五師師長彭士量

二戰期間，一張由美國通信兵約翰·阿爾貝特拍攝的照

片刊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畫史》上，長長的美軍GMC

大卡車隊，裝載着美國援華物資，行駛在多處呈「S」形

的公路上，無聲地訴說着「中國抗戰生命線」的艱苦卓

絕，也成為中美聯合抗日的歷史見證。然而，一直以

來，人們都以為這著名的「二十四道拐」在滇緬公路

上。直到2002年，雲南學者、二戰史專家戈叔亞耗時七

年，終於破譯了這張老照片，在貴州晴隆境內找到「二十四道拐」的真身，糾正了57年的謬

誤，並逐漸揭開它神秘的面紗。 ■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悅 貴州晴隆報道

學者耗時七載尋覓學者耗時七載尋覓 援華物資生命線重現援華物資生命線重現

貴貴州州「「二十四道拐二十四道拐」」
見證中美聯合抗日見證中美聯合抗日

■美國通信兵約翰·阿爾貝特於1945年3
月26日拍攝的「二十四道拐」。受訪者供圖

■遊客在「二十四道拐」觀景台看歷史照
片。 記者徐悅 攝

■■戈叔亞在戈叔亞在
家中接受記家中接受記
者採訪者採訪。。
記者徐悅記者徐悅 攝攝

■賈和普女士在觀景台拿着「二十四道拐」抗戰歷史
圖片。 受訪者供圖

■1880工兵營第二連的部分官兵合影。 受訪者供圖

■■參與修築抗戰公路的中國參與修築抗戰公路的中國
民工民工。。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按照老照片角度拍攝的「二十四道
拐」。 記者張文斌 攝

「從小就知道『二十四道拐』，也知道它的重要
性，但沒覺得它很神秘，直到讀了戈叔亞的文章。」
晴隆人陳亞林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2002年4月
5日，他像往常一樣在報刊亭買了一份《貴州都市
報》，被《雲南史學家破譯貴州「二十四道拐」》這
篇報道深深吸引了，他邊走邊讀，走到辦公室時已經
仔細讀了兩遍。
從那以後，陳亞林開始研讀各種史料，收集關於
「二十四道拐」以及美軍駐晴隆時期的一些老照
片，在當地，儼然成為「二十四道拐」的代言人。
他說：「這幾年我平均每天都要去一趟『二十四道
拐』，外面來的客人基本都是我接待的，但我從來
沒有覺得厭倦。」
陳亞林起初在晴隆縣文管所工作，後來調縣委宣
傳部，但他的工作從沒離開「二十四道拐」。2006
年，「二十四道拐」成功申報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
位，申報材料係陳亞林一手撰寫。而矗立在「二十
四道拐」每一拐的碑，都是陳亞林向上級部門申請
資金修建的。如今，他更是自覺肩負起對外宣傳
「二十四道拐」的職責，他保持每天在個人空間發
表一篇關於「二十四道拐」的日誌或圖片，引來許
多人回覆和點讚。

七旬美國婦專程參觀
說起「二十四道拐」，讓陳亞林印象最深刻的是

一位來參訪的美國人。去年2月18日，那天下着雪，
一個開旅館的朋友告訴陳亞林，店裡來了一個美國
人，說是來看「二十四道拐」的，陳亞林馬上趕過
去，帶着這位71歲的美國人賈和普女士上了「二十
四道拐」。她說：「我專程到晴隆，是想親自看一眼
這條神秘的雄奇險峻的抗戰公路。」

近年來近年來，，晴隆縣在保持晴隆縣在保持「「二十四道拐二十四道拐」」
舊貌的前提下舊貌的前提下，，着力開發以其為核心的旅着力開發以其為核心的旅
遊項目遊項目，，晴隆晴隆「「二十四道拐二十四道拐」」遺址公園將遺址公園將
於下月建成並對外開放於下月建成並對外開放。。
據據「「二十四道拐二十四道拐」」景區辦主任肖林介景區辦主任肖林介

紹紹，，該公園規劃堅持高規格該公園規劃堅持高規格、、高標準高標準、、高高
要求要求，，按按55AA級景區的標準打造級景區的標準打造，，在全球遴在全球遴
選規劃設計團隊選規劃設計團隊。。據悉據悉，，該公園的開發將該公園的開發將
分為三期進行分為三期進行，，第一期將於第一期將於1010月月11日前完日前完
工並對外開放工並對外開放。。一期工程包括一期工程包括：：遊客接待遊客接待
中心中心、、環線改造環線改造、、觀景台觀景台、、長長406406米的天米的天
梯梯、、民居改造等民居改造等。。其中觀景台佔地其中觀景台佔地4949畝畝，，
共共44層層，，11層休閒購物層休閒購物，，22層為展館層為展館，，33層層
為會議廳為會議廳、、辦公室辦公室，，44層是咖啡屋層是咖啡屋、、休閒休閒
酒吧和住宿酒吧和住宿。。在在44層之上還將向高處延伸層之上還將向高處延伸
出一個螺旋式的觀景台出一個螺旋式的觀景台。。在在「「二十四二十四
道拐道拐」」公路旁邊公路旁邊，，還將分兩期開發建還將分兩期開發建
設一個史迪威小鎮設一個史迪威小鎮，「，「百姓仍然住在百姓仍然住在
裡面裡面，，他們的房屋會成為經營他們的房屋會成為經營
的內容的內容，，不僅滿足旅遊開發的不僅滿足旅遊開發的
需要需要，，還給老百姓帶來了實還給老百姓帶來了實
惠惠。」。」肖林說道肖林說道。。

這條位於滇黔公路上的
「二十四道拐」，舊

稱「鴉關」。1935年，在修
建滇黔公路時，人們沿晴隆
大山面南坡開鑿了這24個弧
形彎道，從山腳至山頂長達
4 公里，有限路面寬約 6
米。從山腳第1道拐到山頂
第24道拐之間的直線距離約
350 米，垂直高度約 250
米，路的坡度約60度左右，
乘車由下至上約需8分鐘，
由上至下約6分鐘。當年的
中緬印戰區交通大動脈，如
今由晴隆縣公路局養護，仍
可正常通行。

拍紀錄片引考察動機
美國通信兵約翰·阿爾貝

特讓「二十四道拐」享譽
世界，而幾十年後，當人
們研究這段歷史時，卻找不到這條路的準確位置。雲
南學者戈叔亞也是其中之一。「只要多少了解一些抗
戰史的人，多半都見過這張照片。所有人都以為這地
方在雲南，但誰也沒有真正見過。」戈叔亞在接受本
報記者專訪時，講述自己重新發現「二十四道拐」的
經歷。
1995年，正值抗戰勝利50周年，雲南電視台打算拍
一個叫《風雨滇緬路》的紀錄片，打算找一找「二十四
道拐」，當時詢問了許多專家，有人說在怒江兩岸，有
人說在瀾滄江兩岸，還有人說在滇緬公路的最高峰。戈
叔亞他們到實地查看後，很明顯就能看出來這些都不是
照片的拍攝地。直到紀錄片拍完，大家也沒有找到這條
路。「找了很多地方都不對，我就對這個問題更好奇
了。之後有時間我就常常拿着照片去向人詢問，得到的
答案仍然是雲南。」戈叔亞說，他走訪了歷史學家和
中、日、美的二戰老兵，並沿着滇緬公路進行了無數次
實地考察，他甚至跑到緬甸臘戌，還從雲南邊境的畹町
沿史迪威公路經緬甸八莫到達密支那，卻始終一無所
獲，照片與實地對照，總是相差甚遠。

童年記憶助確定目標
2001年底，戈叔亞和在日本工作的中國電視人朱弘

交流。朱說日本老兵和學者也都認定「二十四道拐」在
滇緬公路上，只有一個選用過這張照片的雜誌編輯森山
康平說好像是在貴州省內，而森山康平也是從美國國家
檔案館取照片時得到的這個信息。「我當下就覺得這個

信息是可靠的。」戈叔亞回憶起年幼時的一段趣事，原
來，早在60年代，年幼的戈叔亞就曾經和夥伴們離家
「冒險」，他們偷偷上了去貴陽的火車，到了貴陽之
後，因為身無分文，只能打電話向家裡求助，家裡人託
部隊裡的熟人把他們從貴陽接了回來。「我們當時坐在
大卡車的貨倉裡，我就記得我好像看見過這地方，因為
『二十四道拐』是從貴陽開車到昆明的必經之路。」戈
叔亞說，因為這個模糊的記憶，他的思路豁然開朗，相
信自己苦苦尋覓的「二十四道拐」就在貴州境內，而且
是貴陽到昆明的公路上。
2002年春節一過，戈叔亞立馬動身去了貴州，他擔心

春天樹葉長出來會遮擋公路。戈叔亞首先到了貴州安
順，找到公路管理局，所有人都沒見過這個地方，只有
一個大姐告訴他：「好像在黔西南」。過了幾天，戈叔
亞在安順文廟參觀，碰到幾個遊客，與他們攀談起來，
其中一位就明確告訴他，這地方在黔西南州晴隆縣，出
縣城往昆明方向1.4公里的地方。戈叔亞迅速趕到晴隆，
拿着照片詢問，當地的所有人都很肯定地告訴他「二十
四道拐」就在縣城南郊。第二天，他僱了一輛三輪車到
了「二十四道拐」。他爬到對面山上，終於親眼看到了
「二十四道拐」的全貌，並拍下了一張盡可能接近原圖
的照片。很快，戈叔亞將文字資料和照片投給《羊城晚
報》，2002年3月24日，《世界聞名的「24拐」原來在
貴州！》的報道造成很大反響，當時報道這樣表述：
「一張老照片的破譯，改正了一
個57年的謬誤。」

二戰時期，美國的援華物資經過滇緬公路到達昆
明以後必須要經「二十四道拐」的滇黔線才能送到前
線和重慶。「二十四道拐」成了中緬印戰區交通大動
脈，承擔着國際援華物資的運輸任務。
1943年11月，援華美軍司令部為應付每月輸送1.5
萬噸援華抗戰物資的需要，從盟軍昆明戰區辦事處調
來美軍公路工程部隊第1880工兵營第二連負責改

建、維修「二十四道拐」。為改善行車條件，美國工
兵首先是減彎改線，同時，沿山道鬆弱處擇址砌石壘
牆，加固堡坎，護坡固土，以防土崩石塌阻斷交通，
最高處達12米。再次便是酌情拓寬彎道，壓實路
面。整個工程，除去開挖扛抬等粗重活計交由中國地
方承辦外，其他如設計、監督、機構施工管理，均由
美軍工程技術官兵擔任。

晴隆遺址公園下月開放

美軍修彎護坡美軍修彎護坡
改善行車條件改善行車條件

當地人孜孜不倦保護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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