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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彩文生於1925年11月。1942年初，日軍進攻緬甸，與
緬甸接壤的雲南畹町失守後再侵佔騰沖。他表示，當年

他與很多同學一樣，眼見日軍搞「三光政策」，15歲時中學
未讀完便毅然進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滇西戰士工作幹部
訓練團」，學習3個月後被派駐騰沖負責偵察日軍情報。
「當時初中沒畢業，我們年齡還很小，應該在學校裡讀書，
但看到聽到日本人的暴行，心中怒火不能平息，不能當亡國
奴。」

15歲投筆從戎 偵察敵軍情報
盧彩文憶述，日軍在滇西並不把中國人當人看待，他曾目
睹日軍在騰沖殺了4個人，騰沖被攻佔後，傷亡人數多達一
萬八千多，「日本人就是燒殺搶掠，用殘暴手段殺害民
眾。」又指「當時的騰沖商業很發達，有『小上海』的稱
號，綿紗珠寶很多，日軍到了騰沖，想要的東西都搶走。」
日軍抓民伕挖戰壕、修工事，非常堅固。日軍怕民伕跑出去
透露軍事秘密，後來以瘟疫、槍殺和火燒等方法殺死他們。

一千軍人留騰沖 現存三十多
1944年，中國遠征軍展開滇西大反攻，經過艱苦激戰，收

復滇西三萬多平方公里土地。盧彩文說，「我們這些人，戰
後有些重新讀書，留在騰沖的抗日軍人有一千多，現在仍在
世的只有三十多個。」騰沖收復了，他退役繼續讀書，後來
當了40年語文教師，現時仍為多個書法家協會、書畫協會的
會員和研究員。
上月20日，盧彩文預先抵京為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

作準備；9月3日，他坐上軍車接受國家主席習近平檢閱。回
想當日，心情仍然激動，「當天到了天安門接受習主席的檢
閱，我們心情好高興，那一分鐘淚馬上流下來，是我們最大
的光榮。」他指出，習主席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
西斯戰爭結合起來，進一步肯定了老兵的貢獻。
作為經歷過艱苦抗戰的老兵，盧彩文對閱兵式展出多款新

型國產武器深感興奮，知道保衛國家領土安全有保障，「那
些武器亮相太高興！我們國家要強大，就要有現代化的裝
備，如果我們沒有自家的武器，武器又比不上人家，我們要
富國強軍就很難了。如果我們沒有力量，中國祈求和平也難
實現；要保衛世界的和平，就要有實力，別人就不敢輕舉妄
動，否則談和平是不可能的。所以看見這些武器，不管是海
陸空的，那樣龐大的武器裝備方陣，威武雄壯，感到很興
奮。」他認為，不管美國是否參與閱兵，他們與中國人的感
受也不可能一樣，「因為我國曾深陷那場災難，美國人的心
情和我們根本不一樣。不過可以肯定，大多數人民是站在我
們一邊的。通過今次閱兵，可讓世界人民知道我們國家強
大。我們要扛起保衛世界和平的大旗，就更要鞏固國防力
量，實現軍隊現代化。」

90歲抗日老兵：閱兵震懾外敵
接受習主席檢閱感無比光榮 觀國產精良武器最興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偉漢 雲南報道) 雲南西

部是中國抗日戰爭的另一個主戰場。本報記者日

前專程抵達雲南騰沖，訪問參與「九三大閱兵」

的中國遠征軍老兵盧彩文。這位九十高齡的抗日

老兵憶述，日軍當年在滇西燒殺搶掠，中國遠征

軍在滇西大反擊中光復滇西包括騰沖。當年英勇

頑強對抗日軍的盧彩文，對獲邀參與大閱兵感到

無比光榮，而閱兵儀式展出的多款國產精良武

器，更讓他十分高興。他認為，只有國防力量強

大，國家才有實力固守邊疆，震懾外敵，實現世

界和平的願想。

華北、華東、華南等沿海地區為日軍侵略中國的直接
路線，向被視為中國抗日主戰場，但與緬甸接壤的中國
邊界滇西，亦為日軍企圖攻入的另一道主力防線。隨着
近年滇西抗日研究成果漸豐，滇西在中國抗日史上的地
位越來越明顯。有歷史學者指出，雲南是抗戰大後方、

結合部、最前線，在中國抗日史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有
舉足輕重的歷史地位。近年，多個滇西抗戰遺址和文物展館
相繼落成和開放，展現滇西軍民當年浴血奮戰的歷史。
雲南近代史研究會會長、雲南師範大學教授吳寶璋日前在

昆明向本報介紹滇西抗戰的歷史意義時指出，中國抗日戰爭
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東方主戰場，而雲南抗日戰爭是中國抗
日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歷史地位，「抗
戰爆發後，雲南成為大後方；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雲南又成
為中國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東方戰場的結合部；尤
其是滇西抗戰爆發後，雲南又成為抗日戰爭的最前線。」
吳寶璋續介紹，雲南在抗戰中具有特殊戰略地位，是中國

正面戰場最重要的戰略反攻地，特別是滇西及緬北地區的反
攻是中國正面戰場最重要的反攻地區，這同時使雲南成為中
國最早把侵略者趕出國門的省份。其中，滇緬反攻的勝利還
遏制了日軍發動豫湘桂戰役的進攻勢頭，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特別是雲南作為抗日戰爭大後方，雲南人民敢於擔當。抗日
戰爭時期，雲南迅速派出滇軍出省抗戰，不怕犧牲，浴血奮
戰，共參加重大戰役20餘次，八年抗戰中滇軍將士傷亡約10
萬人。另一方面，雲南是中國唯一的對外交通通道，先後有
滇越鐵路、滇緬公路、駝峰航線及中印公路共4條對外交通
通道。雲南也是抗戰重要根據地，在農業、民力支援、勞軍
捐款、工業、金融、教育等方面對抗戰做出了重要貢獻。再
者，作為結合部，雲南備受世界矚目；抗戰期間，中國派出
遠征軍十萬餘人，出征緬甸以後形成中緬印戰場，突出了中
國遠征軍的國際影響。

西南邊陲在抗日作出巨大犧牲
騰沖縣國殤墓園和位處中緬邊界的畹町橋，固然是滇西抗

戰的重要見證。資料顯示，雲南近年再先後開放和興建多個
與抗日有關的遺址和展館，包括2013年落成的滇西抗戰紀念
館、2013年落成的中國遠征軍雕塑群、2010年對外開放的董
家溝日軍慰安婦遺址、2005年竣工的南僑機工紀念碑，以及
現時仍在進行考古考證的松山戰役遺址等，豐富了中國抗日

史以至國民教育的內容。中共雲南省委宣傳部副巡視員吳靜波指出，雲
南投戰也是全國抗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外界長久以來了解不多，
近年隨着學者們的研究和資料的發掘，滇西抗戰的重要性越來越清晰，
「有必要讓世人知道祖國的西南邊陲，有這麼一些人在抗日戰爭中作出
巨大的犧牲和重要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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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有意見指國民黨在抗戰期間一直投入重
大兵員，在多個主戰場與日軍正面交鋒，是中
國抗戰主力。本身為滇西抗戰史權威的雲南近
代史研究會會長、雲南師範大學教授吳寶璋則
在訪問中強調，從歷史角度看，執政國民黨在

抗戰初期基本不抵抗日軍侵略，是中共率先提出國共
合作全民抗戰，擺正策略；中共以後又在團結軍民、
敵後游擊、感召各方等方面為國家在反日戰線中提出
有力抵抗，促成了抗戰的勝利。中共在整場抗戰中的
關鍵角色和重大貢獻不容抹殺。

吳寶璋：「西安事變」影響深遠
吳寶璋日前在訪問中被問到如何看待抗日期間中共

在抗日中的角色時指出，首先，中國抗日戰爭是全民
抗戰，這是由中共率先提出來的。他說，光靠國民黨
的正面戰場難以擊退日寇，所以，當時中共就提出了
新一次國共合作，以動員全民。發出這樣的全民抗戰
倡議後，還是經過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
變」，後來蔣介石才同意共同抗戰，中國才能有力抵
抗日寇。
其次，當時國民黨是執政黨，掌握了全國軍隊，在

第一個階段還是發揮了抵抗作用，特別是有幾次有效
防禦了日軍進攻，這的確打破了日本3個月亡華的企
圖。但另一方面，中共在敵後游擊戰的主戰場，工農
紅軍組成的八路軍及新四軍，這從數量上來講就是四
五萬人，打正面戰不可能，打游擊戰，分散到全國打
敵後戰，發動人民群眾與日軍鬥爭，卻起了很大作
用。
第三，國民黨雲南執政者、時任雲南省主席的龍雲

在中共抗日民主統一戰線感召下，亦堅定了抗戰態
度。吳寶璋說，中共提出打持久戰、發動人民群眾的
戰略態度至關重要，而龍雲等一批人在1937年8月曾
到南京參加最高各方會議討論抗戰，龍雲期間接觸了
周恩來、朱德和葉劍英，深受啟發；朱德還對他說，
共產黨靠和人民群眾在一起，這一點在國民黨來說，
不容易主導。龍雲回雲南後，向親信提到這次到南京
跟中共領導人會談後，感到中共雖然人少，條件更不
用說，但抗戰態度卻很堅定。

吳靜波：國人沒有搞分裂的理由
國共兩黨合作抗日，中國最終勝利抗戰。中共雲南

省委宣傳部副巡視員吳靜波指出，尊重歷史，實事求

是，當年不論國軍共軍，包括全民族老百姓在內的
「我軍」，團結一致才能全民抗日。參與「九三大閱
兵」、本身為國民黨老兵的盧彩文亦認為，不論國
軍、共軍都是中國人，沒有搞分裂的理由，我們扛着
和平大旗更應放下矛盾，這些團結精神都在大閱兵中
得到充分體現。
騰沖國殤墓園管理所所長、滇西抗戰紀念館館長楊

素紅亦說，隨着對這段歷史的認可，特別是國民黨在
滇緬主戰場上抗戰，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展館實事
求是以圖片資料和實物展示給觀眾，滇緬抗戰就是主
要介紹其中的情況。吳寶璋亦認為，最近中央提到國
民黨在抗日戰爭的功績，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漢■位於畹町的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日紀念碑。 黃偉漢 攝

專家：無論正面敵後 抗日俱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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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彩文盧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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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期間，時任南京政府主席的汪精衛是人
盡皆知的漢奸。事實上，當時不少不見經傳的
漢奸一直在不同戰場為日軍服務。擔負偵察敵
情任務的盧彩文指出，他當年在騰沖游說過一
名漢奸歸順，最終憑投降漢奸在日軍內活動，

成功獲取重要軍情，被上級擢升他為中尉。
盧彩文在訪問中提到，他從軍校畢業後分配到騰

沖，和十多個同學偵察敵情，「凡是敵人於騰沖的活
動，都在我們偵察的範圍。」偵察工作出生入死，地
勤任務十分危險。他見過另一組負責的電台因漢奸告

密，被日軍抓住審問，但組員寧死不屈，後來全組殉
國。還有一個偵察兵，因漢奸告密被捕，敵人把鹽水
灌進他肚子裡去，然後在他肚上施加壓力，結果血水
鹽水都流出來，幾個鐘頭就死了。盧說：「我們還有
好幾個搞情報的都犧牲了。」
當時，騰沖也成立了一個偽政府，有大大小小的漢

奸。他負責對一個本身為騰沖人、在日本憲兵隊的漢
奸進行策反工作，「我們主要是監察他，先用第三者
去說服他，然後我一個人親自和他見面，了解他是真
心還是假意與我們合作。」

游說漢奸也要用對方法，盧彩文曉之以利說：「在
滇西大反攻前，可以保障他身家性命安全，一旦反攻
成功仍可留後路，如不願意亦不勉強。後來漢奸想通
了，就把所知的日軍部署及其他情況透露了，盡量跟
遠征軍合作。」
游說期間，漢奸要是把自己交給日軍是非常容易

的。盧彩文曾到過該漢奸家，也見了面，冒了最大危
險。他說：「你要怕死，就不當兵，要當兵救國，就
不要怕死。」在毫無顧忌下，盧彩文做好了偵察工
作，把情報反饋給總部，幾天後，組長指他做得還
好，提升他為中尉，說明情報有價值。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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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騰沖的滇西抗戰紀念館。 黃偉漢 攝■位於雲南龍陵縣的中國遠征軍雕塑群。 黃偉漢 攝

■松山戰役遺址仍可見到日軍當年挖掘的掩體。
黃偉漢 攝

■位於騰沖的國殤墓園，安葬了3,000多陣亡烈
士。 黃偉漢 攝

■滇西抗戰紀念館外的中國遠征軍名錄
牆。 黃偉漢 攝

■當年雲南人民以純手工修建滇緬公路的場景。
黃偉漢 攝

■10萬中國遠征軍當年跨過畹町橋出國作
戰。圖上方為緬甸國境線。 黃偉漢 攝

■紀念館內的抗戰時期武器。 黃偉漢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