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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批遠征軍陣亡將士遺骸回國後，將暫厝雲
南省施甸縣由旺鎮的中國遠征軍第11集團軍指揮
部舊址，約一年後，遺骸將最終歸葬施甸縣太平
鎮孩婆山。

打響反攻第一槍
1942年4月底，10萬遠征軍奉命入緬作戰。5
月，中國遠征軍作戰失利，被迫從緬甸撤退，扼
守怒江，沿江佈防，狙擊日軍。1944年5月滇西
反攻開始，1945年1月，滇西抗戰告捷。而打響
滇西反攻第一槍之地，正是孩婆山。
4日下午，沿着彎曲綿延的滇緬公路，記者來到
孩婆山山頂。站在海拔1,400米的主峰往下看，滇
西抗戰著名的惠通橋、滇緬公路和怒江盡收眼
底。儘管過去了70多年，這裡仍保存着很多完好
的戰壕、碉堡等抗戰遺蹟，彷彿無聲地訴說着當
年的戰火。
孩婆山實際是當地附近村民的墳山，大坪子村
村支書楊佳仁告訴我們，這裡甚至有村民七八代
的老墳，不過由於這裡是主戰場，將士們很少會
葬於此處。

墓地建設不砍樹
據施甸縣委宣傳部部長楊廷輝表示，初步計劃

在孩婆山規劃1,000畝地供建設，具體由基金會等
負責。他還說，墓地的建設將以不砍樹為前提，
讓將士亡魂歸葬於樹木之下。4日下午，記者在孩
婆山也遇到了前來進行勘測的工作人員。
你叫一聲「小鬼」，我回一句「老鄉」。1943年

時，年僅13歲的楊玉昌與駐紮在其太平鎮畢耳寨家
裡的11集團軍特務連的官兵就這樣互打招呼。

難忘借宿遠征軍
滇西戰役開打前，楊玉昌的家成了臨時駐地，

一個排的官兵住進了他家的一小棟草房裡。他回
憶，當時突然來了那麼多荷槍實彈的軍人，全家5
口人無不感到「害怕」。剛開始時與軍人幾乎沒
有交流。漸漸地，這樣的尷尬局面被軍人嚴以律
己的行為所打破。
從不干擾楊玉昌家裡的生活，每天十分規律的

起床、出操、休息；從不拿家裡的任何東西，於
是，家人與軍人開始交流起來。由於年紀較小，

軍人們喜歡叫楊玉昌「小鬼」，對於這些操着外
地口音、威嚴中帶着幾分慈祥的軍人，楊玉昌不
知該怎麼稱呼，見誰都喊「老鄉」。就這樣，楊
玉昌與這些軍人共同生活了11個月。
昨天中午，已經85歲的楊玉昌在院子裡聽說將

士們的遺骸要回來安葬的消息，嘴角露出笑容，
堅定地說了兩個字：應該！

據活動主辦方之一龍越基金會理事長孫春龍微信消
息，前日出發前往密支那的行程並不順利，「整

整24小時，終於在天亮時抵達密支那。」而這段路預計
車程只需5小時。

老兵沿途迎接：等了70多年
據安排，3日一早8輛大巴組成的車隊前往密支那接遺
骸歸國，其中6輛大巴裝了347副棺木。此次隨行的，還
有一名已經89歲高齡的老兵繆焜，71年前，他和哥哥一
同出征緬甸，參加了密支那戰役，哥哥埋骨異鄉。一生
的等待他終於找到了哥哥。此次，老人隨隊伍一同前往
密支那，出發前，他在猴橋口岸行了一個標準的軍禮。
今日，施甸縣將有6位抗戰老兵在國門前迎接戰友歸
來，其中91歲的楊在然老人感慨地說，「這一天，我們
等了70多年。」

銘記戰友情：一生中最美回憶
「這邊是我們的陣地，那邊是敵人的陣地，那天早
上，我和兩個戰友拿着機槍、手榴彈死守着……」楊老
慷慨激昂地講述那段戰火歲月。1942年，17歲的楊在
然還在施甸中學讀初二，日軍經緬甸入侵中國，妄圖通
過滇緬公路長驅直入，佔領昆明，威逼重慶。施甸處於
滇緬公路的重要關口，萬分危急時刻，中國守軍炸毀惠
通橋，與日軍形成隔怒江對峙的局面。楊在然毅然棄筆
從戎，被編入71軍88師264團，幹總務工作。

戰爭歲月裡，讓楊在
然最難忘的就是珍貴的
戰友情。1944年，滇西
抗戰開始反攻，楊在然
隨團前往龍陵參加收復
龍陵戰役。老人清晰地
記得，龍陵老東坡戰役
非常艱苦，為了壓彈
條，常常幾天幾夜不睡
覺。「當時苦中作樂的
方式就是和戰友們一起
開開玩笑，唱唱歌。」
楊老說，和戰友同吃同
住共同戰鬥的時光，是
一生中最美的回憶。
楊在然在抗戰中多次

死裡逃生，他指着右腿上被炮彈炸傷的傷疤說，在龍陵
收復戰中，他所在的團傷亡很大。「一個1,000多人的
團不在了600多人，我很多戰友甚至都不知道他們的名
字。」楊老告訴記者，每個戰士心裡都把生死看得很
淡，「我們不怕犧牲，但就是希望死後可以回到故鄉，
落葉歸根、魂歸故里是理所應當的。」談起當年赴緬的
中國遠征軍將士的遺骸將回歸祖國，老人顯得很高興，
他說他要穿着整齊，用最好的精神面貌去廣場接戰友
「回家」。

密支那位於緬甸北部邊陲重鎮密支那位於緬甸北部邊陲重鎮，，是克欽邦首府是克欽邦首府。。地處伊洛瓦底江地處伊洛瓦底江
上游支流邁立開江西岸上游支流邁立開江西岸，，是緬甸北部最重要河港是緬甸北部最重要河港。。密支那戰役發生密支那戰役發生
於於19441944年年55月月1717日至日至88月月33日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軍隊中國軍隊
在海外最大的戰役在海外最大的戰役，，也是最大的一次勝利也是最大的一次勝利。。中國駐印中國駐印
軍共投入第軍共投入第1414、、3030和和5050師三個師師三個師，，協同美軍一起對協同美軍一起對
日作戰日作戰。。戰鬥中戰鬥中，，中國駐印軍第中國駐印軍第3030師師（（隸屬新一軍隸屬新一軍））
陣亡陣亡11,,044044人人、、負傷負傷22,,256256人人、、失蹤失蹤5151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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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支那戰役密支那戰役 中國千勇士犧牲中國千勇士犧牲

長眠滇西孩婆山 昔日主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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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年了，

戰友們終於可以

回來了。」按照計劃，今

日一早，載着347名遠征軍陣亡

將士遺骸的車輛將從緬甸密支那返回

中國，預計中午13時左右從雲南騰沖猴橋

口岸入境。由多家單位發起的「中國遠征軍

緬甸陣亡將士遺骸歸國活動」歷時4個多

月，終於要帶老兵「回家」了。如果順行，

今日中午，抗戰老兵代表、志願者、當地民

眾等，將一同在中緬邊境迎接忠魂歸國。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晉、

譚旻煦、李茜茜騰沖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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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過細長而又彎曲的山路，來到施甸畢耳寨半山的一
片開闊地，一位老人正在給一座並不起眼的墳墓清除雜
草。墓碑上的字經過70多年的雨水沖刷，已經很難辨
識。68歲的蔣貴芳與已過世的父親已經守護這座墳61
年。墳墓的主人是當年參加滇西抗戰英勇犧牲的遠征軍
士兵汪榮趙。

1954年，剛搬遷到這裡定居的蔣貴芳一家，發現了
房子旁邊50米處的這座孤墳。蔣貴芳說，這座墳很簡
陋，一個土包前立着一塊小石碑，石碑上寫着汪榮趙的
信息：湖北省宜城人氏亡於潞江抗日之歿，陸軍第71
軍第36師第107團一連陣亡上士排附汪君榮趙之墓，中
華民國31年12月，連長楊成華立。

父親對當年滇西抗戰的慘烈十分知曉，所以決定擔負起
守墓人的角色。從此每逢春節、清明節、中元節，都會到
墓前清除雜草，敬香燒紙錢。父親經常對蔣貴芳說，「死
人活人一樣，都需要有人照看，更何況這是抗日將士。」

父親離世後，守墓人變成了蔣貴芳。遵照父親的囑
託，蔣貴芳延續着守墓的職責，絲毫不敢忘記。

家人夢見戰士 全村燒豬祭拜
去年開始，一件神奇的事情在家裡發生：蔣貴芳的兒

媳兩次夢見遠征軍士兵請求他們給蓋房，想吃火燒豬
肉。蔣貴芳當即決定，要重新給烈士修繕墳墓。所以我
們現在看到的這座墓上，多了頂上的一塊大青石。

修繕好墓，蔣貴芳還按照當地的習俗，做了火燒豬肉
前來祭拜。全村人聽到這個消息，不約而同都來一起祭
拜了烈士。

最近兩天，蔣貴芳聽說當年赴緬征戰的遠征軍將士遺
骸將魂歸祖國，且將最終安葬在離家不遠的孩婆山附
近，他即想到了自己一直守護的英雄墓。「他們都是曾
一起戰鬥過的戰友，如果能讓他們安葬在
一起，戰友團聚才是最好的歸宿。」蔣貴
芳說，不管墓碑遷移到哪裡，他們都會世
代管護下去。

忠魂忠魂

13:00 遠征軍遺骸車隊從緬甸密支那抵達騰
沖猴橋口岸。老兵代表、民眾等將在
口岸舉行迎接儀式。武警禮兵在口岸
站崗，列隊歡迎；鳴70響禮炮；武警
鳴槍，吹集結號。

14:15 車隊出發前往施甸
18:00 車隊抵達施甸縣文化廣場，老兵代

表、民眾將舉行「點亮回家路」儀
式。

5日夜至6日晨 守夜

今日儀式安排（預計時間）

347遠征軍陣亡將士遺骸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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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征軍遺骸將最終安葬施甸孩婆山，施甸
縣委宣傳部部長楊廷輝說，他們從7、8月份
開始與項目組接觸，經過項目組實地考察後，
才最終在10月21日確定。他給我們列舉了施
「入選」的幾大理由。
首先，施甸孩婆山是滇西抗戰打響第一槍的

地方。中國遠征軍11集團軍36師106團消滅
日軍400多人，取得了滇西抗戰的首戰勝利。
其二，施甸境內保存了目前最原始的滇緬

公路，長達20餘公里，孩婆山範圍內的滇緬
公路繞山而過，沒有修繕的痕跡。
其三，施甸充當滇西抗戰「大後方」，

1942年5月至1945年1月期間，施甸縣境內

有民眾9.4萬人，卻為10萬駐軍提供後勤保
障，現在施甸境內還有200餘名民伕健在。有
民眾將自家的門板、甚至棺材板都提供給部隊
紮渡江的木伐，將自家樓騰出來讓給遠征軍
住。
其四，施甸民眾至今對抗擊日軍的軍人心

存感恩之心。境內滿佈着無名將士墓，每到清
明，當地民眾皆到墓前祭拜。
還有最後一點，或許是因為「孩婆山」這

個名字，楊廷輝說，這個名字本
身就有「母親等待孩子的地方」
的含義，所以，遠征軍遺骸回歸
也正是實至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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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甸滿佈無名將士墓

■老兵楊在然回憶當年戰爭
場景時情緒激動。

■遠征軍士兵的嚴以律己讓楊玉昌一直難以忘
懷。

■蔣貴芳一
家守護着陣
亡士兵的墳
墓，這份情
61 年不曾
改變。

■■老兵繆焜前往緬甸密支那接遺老兵繆焜前往緬甸密支那接遺
骸歸國前骸歸國前，，在雲南猴橋口岸行了在雲南猴橋口岸行了
一個標準的軍禮一個標準的軍禮。。

■施甸境內的抗戰遺蹟望江台碉堡。

■■1111月月33日一早日一早，，88輛大巴組成的車隊前往密支那接遺骸歸國輛大巴組成的車隊前往密支那接遺骸歸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施甸孩婆山戰役打響了滇西抗戰的第一槍。

■■滇緬公路上的中國滇緬公路上的中國
遠征軍遠征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