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与抗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939年10月)�
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1941年10月)�
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1942年1月)�
常德会战(1943年11月-12月)�
第四次长沙会战(1944年5月-8月)�
衡阳保卫战(1944年6月-1944年8月)�

日军在侵略战争中，对湖南军民实施残酷的“三光”政策，给湖南人民带来了空前深重的灾难。
临湘、岳阳等地，被日军蹂躏达7年之久，并在湘北制造了洪山、营田、青山、厂窖等一连串的血

腥大屠杀。
在常德实施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在湘中、湘南、湘东、湘西制造无数杀人惨案，大量无辜民众遭

屠杀。
长沙城四次大战，精华殆尽，常德城只留断壁残垣，衡阳城仅剩焦土一片。

在抗战中，湖南军民经过六次会战的英勇抗击，打死打伤日军20万余人，占了侵华日军伤亡总数的十分之
一左右。

抗战胜利阶段，湖南是中国军队战略反攻的起点，著名的湘西会战于1945年4月至6月止，中国军队给日军
以歼灭性打击，揭开了正面战场反攻的序幕。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军队在湖南芷江召见日军洽降代表，芷江又成为了中国政府
接受日军投降的第一站，芷江受降城由此而扬名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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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起，三湘都市报联合民革长沙市委、湖南老兵之家、“湖南省公
墓管理委员会主任单位”湖南唐人万寿园共同向社会发出倡议，呼吁大家
关注、关心、关爱抗战老兵。如果您有抗战老兵的线索，如果您想做志愿者，
为抗战老兵提供志愿服务，可以通过以下互动通道，与我们联系。
1、私信 @三湘都市报（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报名。
2、私信三湘都市报公众微信账号（sxdsb96258）报名。
3、拨本报新闻热线96258报名。
4、登录华声帮“关爱抗战老兵” 圈子http://hsb.voc.com.cn/weiba/55�直接发
帖报名。
5、报名内容请统一为“姓名+电话”格式。

想当志愿者寻访关爱老兵
可通过4种方式联系我们

百岁老兵忆抗战，只字不提史书里他的演义
抗战往事，他们期待您来同忆 寻访历史，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4种方式可联系我们

清明时节雨纷纷，93岁
的欧阳全老人坐在阳台的
小板凳上忆起往昔：72年前
的这个时候，他与200师的
战友们在缅甸原始丛林里
与侵略者刺刀肉搏。“200
师14000人入缅，回来的仅
4000人”。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
非湖南人尽死”， 在抗战相
持阶段，湖南不仅是国军对
日战事最多、最惨烈的主战
场， 也是兵源输出大省。史
料显示，抗战期间，全国共
发生了22次大规模会战，其
中有6次发生在湖南。 在抗
战期间， 湖南共征募兵员
210多万人，人数居全国第
2位。 这还不包括支援战场
的侦察队、交通队、宣传队
等。

“落叶归根”，8年抗战，
湖南人从卢沟桥打到缅甸，
赶走侵略者后又大多解甲
回乡。公益组织“湖南老兵
之家”最新普查发现，湖南
健在的国军抗战老兵仅
500人，其中长沙地区及周
边县市仅余不到200人。

清明时节，本报开展抗
战老兵寻访，通过他们的回
忆来缅怀那段历史， 祭亡
魂，祭军魂，祭英魂！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刘驰王文

本版图片均由记者李健摄

我带着一份敬重完成了采访。
答应过他们，以后再来看望他们，但
心想，工作太忙碌，下次见面不知到
了什么时候。

如今算来， 抗战爆发时20岁的
老兵，今年应该是97岁的高龄了。抗
战胜利时20岁的老兵， 今年也是89
岁高龄了。采访过程中，我不止一次
地清楚感觉到， 老人们迫切希望有
人能与他们一同回忆那段峥嵘岁
月，有人记得他们，有人能给他们心
中那不可磨灭的荣誉感一个承载
体，哪怕仅仅是一句“感谢你们”。

其实，我们想做的，就是记录他

们的经历，让大家看到一个真实的
战争。可必须承认，记录远远赶不
上他们消逝的速度，这一点让人可
怕，或许再过10年，这段历史的见
证人就再难寻见……

采访周立中时有一段对话：
“爷爷，那段抗战经历到底给

了你什么？”
“看多了生死，人反而乐观（沉

思）”。
这样的豁达， 带有时代烙印，

会随着他们的老去，越来越少。
所以，请记住他们，请记起他

们。

本报3月31日讯 抗日战争
期间三次长沙会战， 由三湘子弟
组成的陆军第73军于长沙外围抗
击日军，该军众多官兵壮烈殉国。
今天上午， 长沙市政协委员陈树
和民革岳麓总支党员、 湖南唐人
万寿园工作人员、 长沙民政职院
学生等志愿者及其他市民一起来
到岳麓山赫石坡对国民革命军第
七十三军抗战阵亡将士公墓进行
了祭扫。

上午10点， 志愿者一行10多人
手持献花、带着扫帚沿着长长的阶梯
来到七十三军墓前。长沙市政协委员
陈树对在场的志愿者们说，“我们现
在的美好生活跟抗战烈士的牺牲是
分不开的， 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才
能很好地开创未来。”

湖南唐人万寿园工作人员负责
人刘先生告诉记者，清明前夕，该园
组织了一支30多人的志愿者团队为
扫墓市民提供志愿者服务。

“你们媒体还记得我们，很高兴。”欧阳全坐
在小板凳上点上一根烟，腰板挺得笔直，从容谈
吐间，时有锋锐眼神。93岁高龄，入伍74年的抗
战英雄，欧老爷子身上的军人气质丝毫未褪。

1938年，年仅18岁的热血青年欧阳全从湖
南老家赶赴洛阳前线参军入伍，1939年编入第
五军200师。 作为二战传奇将军戴安澜的贴身
侍卫，亲历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昆仑关战役、
缅甸古同保卫战等大小数十场战役。如今已鲜
有人知道，戴安澜将军在缅甸殉国后，就是他
和战友冲过日军枪林弹雨，亲手把将军的骨灰
带回了祖国。

昆仑关战役，山谷里肉搏

回忆昆仑关一役，欧老兴致极高，数次击
掌叫好。据悉，欧老所在的200师在昆仑关负责
坚守441高地。“当时戴安澜将军伏在前线步兵
战壕里，远远看见日军的坦克和装甲车开进山
谷，他命令我军按兵不动，直到连日军样貌都
看得清楚时，我们才翻上战壕进行步枪齐射和
手榴弹投掷。”

昆仑关战役，欧老与战友在险关峡口里与
日军激战了约一个星期，几乎全歼日军第21旅
团4000多人，并将日军少将中村正雄击毙。

远征缅甸，遗嘱振奋士气

1941年12月，欧阳全随第200师远征缅甸
协同英军打击日本侵略者。1941年同古保卫战
打响。“同古已是一座孤城，日军围城，我们没
有后援了。”欧阳全回忆，他和很多战友都已觉
得突围无望。“有一天戴安澜将军召集我们开
会，他宣读了自己的遗嘱，里面有几句我记得
很清楚‘为国战死，光荣至极！我战死副师长代
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团长
代之。200师战到最后一兵一卒， 与同古共存
亡’。一段话过后，部队的士气一下就起来了。”

12天后，震惊中外的同古保卫战大捷，200
师以牺牲800人的代价， 歼灭装备精良的日军
4000多人，俘虏400人。

1942年5月18日， 大雨，200师横穿细抹公
路，前部遭遇日军伏击。“雨非常大，一小块弹片
击中了我的上嘴唇，我没有发觉，继续往前冲，
可后面突然有人大喊将军中弹了，我回头一看，
一颗开花弹已将将军腹部贯穿……”说到这里，
欧老点上了一根烟，身子微微颤抖，良久未言。

26日傍晚， 戴安澜将军因伤口感染去世，
年仅38岁。“没有棺木，将军马革裹尸回国。”欧
老回忆说，“14000人入缅，4000人活着回来。”

91岁的老兵周立中以军姿站在树影斑驳的
窗前， 疏落的灯光透过窗口挤进房间， 白发如
雪，宛若一尊雕塑。70年前的烽火连天，7载的抗
战风云，经老人抑扬顿挫地讲述，直扑眼前。

1938年初，南京大屠杀消息传遍全国，年仅
15岁， 仅比步枪略高的周立中应召入伍，“连长
照顾我，让我去营部学号，我想扛枪上阵，就偷
偷跑回了连队。” 周老的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
“打日本人，你要比他凶，胆小的难活下来。”

邵阳机场
一脚救了苏联飞行员一命

1938年下半年，年仅16岁的周立中被调到
邵阳西门守卫机场。 邵阳机场是空军备用机
场。一次，苏联一个大队飞机投入武汉会战，一
架被击落，五架迫降芷江机场，三架迫降邵阳
机场。周立中协助苏联飞行员灌满油料、装好
弹药，谁料因拂晓起雾，9架日机短时间内来了
三轮空袭， 苏联飞机来不及升空就被炸毁，油
库、子弹库化为一片火海。

“我领着几个苏联飞行员冲进掩体，但苏
联人身材高大，把头躲进洞，大半个身子还露
在外面， 我铆起全身力气朝他屁股上踢了一
脚，他才挤进洞内。”周立中告诉记者，那次空
袭中，一颗炸弹就在苏联战士躲避的防空洞外
开花。“空袭过后，苏联人非得给我鞠躬。”

衡阳保卫战
胸前子弹带挡住致命一刀

1942年，19岁的“老兵”周立中被调往驻扎
在芝城的祁（阳）永（州）警备司令部，任特务队
上士班长。

1944年6月， 时任祁零煤矿警长的周立中受
矿长王翼臣委托，到江西安源中学接他女儿回祁
零。此时正值日军发起“一号作战”，企图打通湘桂
和粤汉铁路，支援太平洋战场。“日军在攻占长沙
后迅速抵达渌口，我们到达渌口时95师已将渌口
大桥炸毁。 我只得带着矿长女儿乘船到朱亭，爬
上撤离的最后一列火车到了衡阳。”

就在周立中入城的同时， 日军先头部队已
突进衡阳城内，“我把矿长女儿送到中央银行躲
避， 挎着步枪去财武门、 铁达门支援第10军兄
弟。子弹很快打光了，我装上刺刀与日军展开白
刃战。在一条小巷里先后撂倒两个鬼子，第三个
鬼子冲上来一刀刺掉了我的帽子， 又一刀刺在
我的胸口。幸好我胸前有子弹带和弹夹挡住，只
划开一个口子。旁边的战士冲上来接应，我被抬
下了火线。”当天夜里，周立中不顾胸口的伤情，
带着长官之女突围，把矿长女儿送回了祁零。

知道有人要登门拜访， 黄福荫一早就
搬了张凳子坐在小院门口， 半个身子探出
门外，生怕来客找不到他家，胸前的抗战胜
利纪念奖章擦得锃亮。

黄老当过师、军两级参谋长，文化水平
非同一般。虽晚年失聪，记者写在小本上的
提问他扫上一眼就能滔滔不绝讲上一大
段。虽湘乡口音浓厚，但字句铿锵，清晰易
懂。

罗店争夺战，亲历“绞肉机”

黄福荫从军不久就率部投入淞沪会战
中，与日军激战于罗店，当时罗店争夺战被
日军方面史称为“血肉磨坊”。“一战有‘凡
尔登绞肉机’，二战的‘绞肉机’就在罗店，
大小阵地，时常上午攻克，下午失守，晚上
又再次夺回。 我们79团在战斗中几乎伤亡
殆尽，有数个连队从连长到战士，无一生还
……” 黄老至今仍能一口气报出10多个牺
牲战友的名字，“整个城镇片瓦无存， 唯余
焦土”。

淞沪会战之后，黄福荫加入54军，从武
汉一路打到腾冲， 在这支被称为“还我河
山” 的部队中服役近10年。 据黄老回忆，
1939年夏， 陈烈在湖南常德升任54军军长
后，制作了一批白底红字，长约8厘米、宽约
5厘米的臂章，上书“还我河山”。“此后，‘还
我河山’就成为54军代号，每次大战，全军
上下必绑着这枚臂章， 抱着必死之心冲向
敌阵。”

腾冲血战，一个电话救命

1944年5月至11月间，黄福荫参加隶属
于中国远征军的第二十集团军、54军反攻
滇西的诸场战役，先后亲历了强渡怒江、翻
越高黎贡山、攻克腾冲战役。

如今， 黄老记忆最深刻的战斗还要数
腾冲巷战。 腾冲城内最后时刻日军仍顽守
不降，据民房抵抗，我军持步枪和火箭逐间
攻克房屋， 最后有间民房内有25名日军固
守， 倚仗最后残留的一门炮， 仍向我军射
击。“我当时阵地指挥所有两门炮， 拉锯战
进行得异常激烈。 一个师部来电话问什么
时候能消灭最后的敌人， 没想到这个电话
居然救了我一命。我前脚走进防空洞，日军
打过来的炮弹在阵地前爆炸， 美军上尉联
络官卡普顿被击中，他当场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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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亲历数十场战役
带戴安澜遗骨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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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中 国 成 立
后， 本已解甲归田
的欧阳全应邀加入
新中国的公安系
统，因为人正直，办
案屡有方， 不久便
被广西铁路公安授
予二等功， 后在长
沙铁路分局退休。

欧老育有一子
一女， 如今与儿孙
同住，晚辈孝顺，生
活幸福，“老爷子身
体还不错， 每天还
能抽点小烟， 最爱
看报， 关心国家政
策， 今年央行的汇
率是多少他都清清
楚楚。”欧阳全老人
的儿子欧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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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龙第二”喋血孤城
一杆步枪带弱女突围

1983年，周老
在十五冶退休，选
择在长沙安度晚
年。子女皆在湘乡
老家，好在孙女在
长沙工作，与他同
住，生活也不缺人
照应。

邻居们都说
老人身体十分硬
朗，早晨和傍晚还
有锻炼的习惯，家
住4楼， 独自上下
显得很轻松。周老
孙女告诉记 者 ，
“老爷子一直保持
着军人作风，做事
雷厉风行，荣誉感
极强，看到国防军
事类的节目，都要
评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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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我河山”一员虎将
史书里有他一段演义

以章回演义
形式所写的史卷
《中日战争内幕全
公开》 一书中以
“恶斗狼师李延年
水淹田家镇，掩护
主帅黄福荫奋守
大冶城”为题描写
了黄福荫率加强
营营救第二兵团
总司令张发奎的
英勇战迹。采访过
程中，老人并未提
起这段往事。而是
一直念叨着“腾冲
死伤太大”。

“‘呜’，一颗
炮弹从对面的房
子里打过来，‘嘭’
的一声，几位战友
在我的面前被炸
死。” 黄老在白纸
上画着作战地图，
口里模仿着炮弹
轨迹的声音。那一
刻，记者仿佛置身
于血与火交织的
滇西战场， 而100
岁高龄，须发皆白
的黄老，似乎做回
了意气风发的 54
军 593 团 的 副 团
长。

现场
志愿者岳麓山祭扫七十三军墓

记者手记
请记住他们，记起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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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烈战斗 深重灾难 艰难胜利

战后生活
解甲后出山
再立二等功

战后生活
轻松上下4楼
喜欢评说国防

战后生活
未提史书事迹
能画作战地图 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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