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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八路不到13岁

孙永和年幼时，父亲因战乱和贫穷罹患
疾病不幸英年早逝，母亲迫于生计改嫁。

1940年3月，在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
段的关键时期，因战斗激烈、伤亡惨重，驻守
孙永和家乡山东沂南县的八路军在当地扩
员招兵。不到13岁的孙永和报名参军，成为
八路军山东军政干校的一名勤务员。

“当时我是军政干校的一名最小的八路
军，虽然是供给处的勤务兵，但得到了组织
的‘特别照顾’，连军装都是单独定做。”孙永
和回忆说。当时，日本军经常“大扫荡”，无
恶不作，部队也频繁战略转移。看到“小八
路”转移不方便，又有胃病，部队就将孙永和
寄养在他的继父家中，还发给一些粮票，等

鬼子“扫荡”结束，部队返回，又将孙永和接
到部队。

从 1942 年 11 月起，孙永和被派往鲁中
军区卫生部第二医院当专职护理员。在那
所后方医院，作为为数不多的男护理员之
一，孙永和与伤病的八路军同吃同住，精心
护理他们。

当时山东济南等地被日本军占领，孙永
和所在的战后医院各类物资供给困难，一些
外伤用药、绑带等基本医药用品非常稀缺。

“面对困难，护士长和许多护士都悄悄
地将部队新发的棉被拆了，棉花经处理后做
医用脱脂棉，被里就剪成条条做绑带。”孙永
和回忆说，“当时消毒碘酒不够用，大家就想
办法到野外去采集一种草药，挤出其汁液代
替碘酒为伤员消毒。”

深感军民鱼水情

1942年秋季，鲁中军区和地方政府分析
日本侵略者将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秋季“大扫
荡”，命令医院、兵工厂做好转移工作。孙永
和所在的医院立即深入到沂蒙山区一个有
40多家农户的小山村，积极组织轻伤病员转
移，对重伤病员进行疏散，就地动员群众接
收和掩护重伤病员，老百姓都争先恐后接收
照顾重伤病员。

日寇“扫荡”前夜，12名重伤八路军被乡亲
们巧妙地藏在十分隐蔽的山洞和人工挖掘的
梯田地窖内，并安排了食物、饮水等生活物资。

一天拂晓前，前来“扫荡”的一队日本军

将村子团团围住，挨家挨户搜查八路军伤病
员，但一无所获。他们将全村的老百姓集中
在晒谷场，威逼利诱乡亲们透露收留信息，
半天也都没有一丝风声。

气急败坏的日本军叫嚣着用机枪、刺刀
对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限定他们在5分钟
内说出伤病员的去向，否则“统统枪毙”。危
急关头，一位50多岁的齐姓妇女从人群中走
出，巧妙地“告诉”日本军，说她知道八路军
伤病员的去向——“全部被转移走了，村里
没有伤病员”。

恼羞成怒的日寇头目命令日本军先是将
齐大娘捆绑在树上，用马鞭抽打，后来又将她
捆绑在长凳上往嘴里灌辣椒水。衣服被打碎、
身上鲜血直流的齐大娘毫不畏惧，守口如瓶。

就在日本军继续严刑逼供齐大娘之际，
八路军在村外发起了进攻，将日寇吸引过
去。八路军边打边退，诱敌深入，日本军踩
响了地雷区的连环雷，两死多伤，还损失了
三匹军马。

就在八路军与日寇周旋的同时，另一路
抗日武装抓住有利时机，进村营救齐大娘和
其他被抓的乡亲们。

孙永和与作战部队及医院医务人员汇
集到山村，为掩护伤病员的乡亲们致谢庆
功。“我们和伤病员听了齐大娘勇敢斗争的
故事，都流着热泪，走到她面前紧握双手表
示敬意，表示一定继续英勇抗日，保家卫
国，”孙永和回忆说，“后来，上级授予齐大娘

‘抗日、拥军、爱乡亲模范’称号，我也从她和

乡亲们掩护伤病员的事迹中深深体
会到‘军民鱼水情’！”

帮教俘虏成“日本八路”

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新四
军中活跃着一支特殊的国际主义队
伍——“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我
方的教育和感召下，一些被俘日军认
识到了侵华的罪行，我方因势利导，由
这些日本人自发组织了反战同盟，主要是
负责做日军的宣传工作，宣传侵华的非正义
性和给他们个人及家庭带来的灾难。

作为参与帮教一名俘虏成反战同盟“日
本八路”的亲历者，孙永和至今仍感慨“见证
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威力。”

1945 年初，八路军、地方武装在攻打被
日寇长期占领的山东蒙阴城战斗中，取得全
面胜利。蒙阴城的解放，摧毁了敌人历年来
对沂蒙山区“扫荡”的重要屯兵基。

“在这次战斗中，我军医院接收了两名
被打伤的日军俘虏，一名是军官，一名是年
轻的士兵，他们分开居住，都由我负责护
理。”孙永和回忆说，“经过接触，我发现年轻
的日军士兵对我们没有任何仇视表现。”

有一天，年轻的日军俘虏突然用中文说
了一句“中国人很好，很好！”孙永和非常吃
惊，连忙询问，这才得知对方上学时曾学过
中文，并因此被强征到中国参战，被俘后害
怕受到虐待，就隐瞒了会说中国话的事实。

年轻日军俘虏治愈后，在即将出院派遣

到济南之际，主动向八路军方面提出，他要
做一名抗日反战同盟的战士，向其他日本侵
略者宣传八路军优待俘虏政策。

“看到他的申请被我军批准，加入反战
同盟，身穿八路军军服，左臂佩戴八路军肩
章，成为一名‘日本八路’，我感到很高兴，”
孙永和说，“他离开医院时，我还握着他的手
祝贺他参加了八路军，说我们是同志了。他
很感谢我对他的关心，还紧紧地抱着我说，

‘我走后会很想念您的’。依依惜别的场景，
至今常浮现在脑海里。”

孙永和后来听反战同盟的同志讲，那位
“日本八路”在参与攻打新泰、泰安等战斗
中，跟随我军战士到前沿阵地向日军喊话，
现身说法，在日军士兵中引起厌战情绪，促
进了我军顺利攻城，减少了战斗伤亡。

老八路孙永和：独立自由勋章铭记抗战
□文/摄 彭 展

家国难 ，铁血扛
——抗日烽火中的岳阳担当

□朱 平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75年了。在这场抗击外侮的斗争中，岳阳付出了巨大牺牲，也赢得了辉煌战绩。这是一段用鲜血书写的历史，波澜壮阔，气壮
山河；这是一曲用生命谱写的壮歌，刻骨铭心，震古烁今。

时光倒退到1938年11月11日，日军攻陷岳阳县城，前锋推进到新墙河北岸，与中国军队隔河对峙。自此，我们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千年古城
巴陵在残暴下呻吟，一直至抗战胜利。

面对侵略者的血腥蹂躏，岳阳军民共赴国难，进行“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英勇反抗，展示了抗日烽火中的岳阳担当。

至暗时刻

1938 年 10 月，武汉会战失利。日军乘
势南下，很快侵入湘北境内。11 月 9 日，临
湘沦陷；10 日清晨，日军攻占城陵矶；11 日
晚，窜据岳阳城。1939年9月24日，日军一
部由湖北通城直犯平江；同日，攻陷湘阴营
田（今属屈原管理区）。1943年3月10日，日
军占领华容县城。至此，日军铁蹄踏遍岳阳
全境。

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给岳阳带来深重灾
难。从湖南全省看，岳阳是日军侵略时间最
长、破坏最严重、死伤人数最多的地区，也是
双方战斗极其惨烈的地区之一。从1938年
11月到1945年9月的近7年时间里，日军在
湘北大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犯下滔天罪
行。这期间，日军出动飞机539架（次）、158
次，对岳阳各县轮番轰炸，共投弹3402枚；这
期间，日军制造的大小惨案不计其数，其中
一次被害1000人以上的特大惨案就有5起；
这期间，境内被毁房屋144554栋，被抢粮食
1152312 担、耕牛 140156 头、器具衣物估值
3536亿元（法币）。由于日军的轰炸、奴役和
屠杀，岳阳各县人口死亡总计159560人，直
接经济损失按当时物价总计达7365亿元（法
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26
日，中国战区被划分为16个受降区，接受侵
华日军缴械投降。岳阳各县大多属第3受降
区。从 9 月 20 日开始，中国军队分别在湘
阴、岳阳接受境内日军投降，解除日军武装，
接收各项军用物资及日军侵占的财物，至10
月1日全部受降完毕。

暗夜过去，光明重现。岳阳军民经过浴

血奋战，终于赢来胜利。

中流砥柱

抗战中，岳阳境内的中国共产党组织，
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
切实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
与国民党捐弃前嫌，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此时，湘鄂赣省委和傅秋涛率领的红军游击
队正同国民党反动派战斗在平江的深山密
林之中。接到中央指示后，省委以大局为
重，于1937年8月20日在平江芦头山区通过
快邮代电，向全国发表《为和平合作联合宣
言》，表达团结抗日的态度。8月29日，经过
三轮艰苦谈判，湘鄂赣省委与国民党武汉行
营达成协议，湘鄂赣苏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形成。

统一战线建立后，一支英勇的抗日武装
也随之诞生。根据国共双方协议，湘鄂赣红
军游击队于 1937 年 11 月在平江嘉义集中，
暂改编为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
1938 年 1 月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一
团，傅秋涛任第一支队副司令员兼一团团
长。2 月 3 日，部队从嘉义出发开赴皖南抗
日前线。

与此同时，岳阳各县党组织迅速恢复和
建立，并积极开展工作。各级党组织负责
人广泛接触各县国民党上层人士，宣传党
的主张，扩大党的影响；打入国民党内部的
共产党员则利用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把上
层势力与地方势力团结在抗日救亡的旗帜
下；岳阳中心县委帮助进步人士岳阳县县
长阮湘组建了两支抗日武装；各县党组织

还积极组织民众参加破路和坚壁清野工
作，阻滞日军进攻。

地下党组织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
潮。岳阳、湘阴、平江、华容等县地下党员相
继组建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在城市街头和农村集镇开展抗日宣传和抵
制日货行动。

共产党领导的湘北敌后游击战争同样
可圈可点。1943 年 12 月，新四军第五师江
南挺进支队从湖北石首进入华容桃花山，开
辟了境内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1945年3
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在司令员王
震、政委王首道率领下进入鄂南、湘北地区，
开辟了共产党在长江以南最大的一块抗日
根据地——湘鄂赣抗日根据地。临湘、岳
阳、平江、湘阴等县陆续建立抗日民主政府
与地方武装。南下支队在岳阳时间虽然不
长，但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沉重地
打击了敌人，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神鹰队伍”

1942 年 1 月 11 日，中共南方局机关报
《新华日报》发表社评：“我三湘健儿，我神鹰
队伍，在此次长沙保卫战中，誓死保卫家乡，
有效击退敌人。这表明法西斯战争的东方
战场上，有着我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抗日主力
军，有决心、有实力，不让敌人在太平洋上得
逞的时候，同时进攻中国。”这里的“长沙保
卫战”，日军称“长沙作战”或“赣湘作战”，中
国军队称“长沙会战”或“湘北会战”，而“神
鹰队伍”指的就是参加战斗的岳阳军民。

1939年9月至1944年8月，日军以岳阳
为前进基地，先后发动四次“长沙作战”。此
时，岳阳、临湘、平江、湘阴均属第九战区。中
国军队在江河湖沼及山地丘陵地带顽强抗击
日军的进犯，谱写了气壮山河的战斗凯歌。

1939年9月20日至22日，驻守新墙河北

岸笔架山阵地的史恩华营500官兵，同日军
奈良支队一部激战三天三夜，伤亡过半。完
成战斗任务后，师长电令，可以突围撤退，但
该营剩余官兵坚守阵地，高唱《义勇军进行
曲》与日军拼杀，全部壮烈殉国。1941年10
月3日，日军平野支队一部向湘阴城防营北
门阵地猛攻，城防营营长曹克人率部坚守。
日军屡攻不克，第二天增派重兵再犯。曹营
因众寡悬殊，除极少数潜水转移外，大部战
死。曹克人弹尽力竭，被敌生俘，受尽酷刑，
最后被活活烧死，全城百姓闻讯后无不为之
泪目。12 月 24 日晚，日军进犯新墙河沿岸
相公岭、何伏山阵地，守军王超奎营奋起反
击，与敌激战一昼夜，日军伤亡惨重，而王营

“战至最后一弹、最后一人”，全部为国捐躯。
这三件事，分别发生在第一、二、三次湘

北会战中。历史从来没有上演过“抗日神
剧”，有的只是山河泣血的拼杀。中国军队
以无畏的牺牲赢得了三战三捷。特别是第
三次会战，正值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英美
军队节节败退之际，中国战区取得歼敌 5.7
万人的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提振了同盟国的士气，提高了中国在同盟国
中的地位。英国《泰晤士报》即时评论道，自
珍珠港事件以来，“同盟国军唯一决定性之
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

四次湘北会战，主战场都在岳阳境内。
在这里，中国军民用血肉之躯抗击着拥有现
代化武器装备的侵略军，以伤亡18万余人的
代价取得了歼敌16万余人的胜利。整个抗
战期间，第九战区共歼敌22万余人，占正面
战场歼敌人数的 1/5 强，排在各战区之首。
这里有岳阳军民为抗战胜利做出的巨大历
史贡献。

战争伟力

毛主席曾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

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岳阳民众的
“伟力”在全民族抗战中得到充分展示。

岳阳民众参军参战，为抗战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兵源。1932 年一二八事变爆发
后，为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其补充大队于 2
月份来岳阳县招募新兵 2400 多名，这是最
早奔赴抗日前线的岳阳健儿。从 1937 年
至 1945 年，至少有 5 万名岳阳籍青年应征
入伍。

与此同时，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和
八路军的岳阳青年还有1万余人。1938年1
月，新四军第一支队一团即将奔赴前线时，
800多名平江青年踊跃参军。一时间，父母
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弟妹送兄长的动人情
景随处可见。湘鄂赣特委书记涂正坤带头
将自己刚满 18 岁的女儿涂凤文送到部队。
1943 年 12 月，新四军五师江南挺进支队进
入华容桃花山时不到500人，到抗战胜利北
返中原时已有1100多人。1945年3月，八路
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进入平江时3800余人，
半年后奉命北返，部队已发展到 1 万多人。
数字的变化记录着岳阳青年投身抗战的壮
志豪情。

抗战期间，岳阳民众冒着生命危险支援
前线。参加战时服务组织的岳阳民众达20
万人。此外，一些民众自发组织起来，用智
慧和果敢袭扰日军。抗战期间，岳阳境内先
后有抗日游击队、自卫队、义勇队等群众抗
日武装 50 余支，约 8000 余人。他们共对日
作战115次，打死打伤和俘虏日伪军少将以
下110余人，缴枪600余支，击落飞机1架，炸
毁火车10节、汽车与装甲车31辆，击沉舰艇
29艘。

面对家国之难，岳阳没有退缩，岳阳军
民勇毅前行，他们以铁血担当铸就的历史丰
碑，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作者系中共岳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抗战胜利，群众庆贺欢呼。（资料图片）

一枚独立自由勋章、一枚解放勋
章、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勋章证
书——从1956年8月20日领到至今60
多年，今年93岁的抗日老战士、巴陵石
化公司离休干部孙永和像宝贝一样悉
心珍藏。

2014年7月7日，在全民族抗战爆
发77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纪
念活动，并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
幕。当时，孙永和老人通过电视、报纸
了解各类纪念活动情况。

今天，孙永和向记者追忆了亲历
抗战的幕幕往事，缅怀先辈英雄壮举。 坚定初心的

老八路孙永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