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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个伪命题，叫“假如再来一次中日战争”，我们听过太多的愤青叫喊着要冲上去，其实，大部分也
不那么可靠。
    因为1931年的抗战就不是突如其来的，在那之前明朝有过抗倭，清朝有过甲午海战，中国人已经在
自己的土地上目睹过太多次日本兵的长驱直入。
如果没有太平洋战争，没有苏联红军出兵，没有美国人在长崎、广岛投下两颗原子弹，中国人何时可
以体面地做一回胜利者？
起码不是1945年。
    中国人为什么总是挨打？
这是一个真正的命题。
几次战争之中，论GDP，侵略者不是对手；论装备，也差不到天上地下；论人数，当然完全占优，但
就是构不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从《我的抗战>到《我的抗战Ⅱ》，60多集的篇幅，我和年轻的编导们一直在同步思考着、讨论着，
从老兵们的回忆残片中，我们试图拼接着一幅完整的战争全景图，但我们做不到，很多藏在老兵们心
中一辈子的问号问住了我们，我们寻不着答案。
    从那几位拔枪自杀的国军将领的悲愤中，我们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从那些九死一生的士兵的咒骂中
，我们似乎领悟到了什么；从那些麻木不仁的围观者的笑脸上，我们似乎参透了什么；从那些穿上制
服为虎作伥的变节者的得意中，我们似乎又明确了什么。
但，我们同样没有答案。
    战争中也有平静的生活，平静的生活又何尝不是一场战争，我们每天都会面临许多选择，我们每天
都会做出一些选择，这些选择有多少是被迫的同时又是迫不得已的，这些选择有多少是自愿的同时又
是乐于接受的，去找一找1931-1945中国人的身影，总有一个人和你相似。
    我们会用足够的篇幅去痛斥侵略者的罪恶，也应该不吝笔墨劝一劝国人的自省。
的确，战争真的会卷土重来，而历史也真的是一面镜子。
    崔永元    2011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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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果《我的抗战I》是前哨、序曲
　　那么《我的抗战Ⅱ 》就是更艰苦卓绝的战争史实、更加残酷而警醒的历史记忆
　　口述者身份更广泛
　　增加了更多平明受害者口述，并且增加了侵华日本士兵的口述，从他们的视角，讲述战争的惨烈
、悲壮和残酷，更全面地反思战争。

　　内容描述更深入
　　深入细化《我的抗战I》中涉及的部分战役，完整呈现中国远征军的故事，亲身经历731部队的幸
存者为你讲述那段令人毛骨悚然的真实。

　　战争场面更宏大
　　10大经典战役一一呈现，全景展现中国正面抗战史，细节更加丰富，人物也更加立体。

　　战争反思更多元
　　《我的抗战II》将更多的反思战争，有讲述中国老百姓在战争中的体验，有讲述日军暴力受害者
的人生经历，有从日本军人的战争经历上，对过往经历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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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崔永元，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从事电视工作15年，共录制《实话实说》、《电影传奇》、《我的长
征》等多档电视节目。
《我的抗战》系列为近年来崔永元率领“口述历史”团队共同策划执行完成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型纪
录片。
  曾海若，新锐影视导演，2003年参与《电影传奇》的筹备制作，2006年任《电影传奇》总导演，2007
年开始，与崔永元一起探索口述历史类节目的制作。
现任大型纪录片《我的抗战Ⅱ》总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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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正面与敌后战场
忻口硝烟
1937年9月，张焕所在的晋绥军第六十一军，王用中隶属的中央军第十四军，杨永斌所在的八路军，这
些曾经的对手们在联合抗日的旗帜下被紧急调往山西前线，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共同的敌人。

铁甲昆仑
1943年的昆仑关上，主动进攻的是中国第一支装备了现代化武器的机械化兵团，而奉命死守的则是侵
华日军中战斗力最强，自称为“钢军”的日军板垣师团。
在参战的中国老兵们的记忆里，这场中日双方精锐尽出的较量，凝聚了中国人太多的希望。

反“清乡”
1941年6月，访日归来的汪精卫还带回了一个名为“清乡”的计划。
一个月后，“清乡”计划正式展开，日伪军“军政并进，剿抚兼施”，一时闹得敌占区人心惶惶。
不过，敌人有毒计，敌后战场的游击队也不乏对策，一幕幕反“清乡”的好戏接连上演。

空中牛仔
1943年11月3日，一支名叫中美空军混合大队的传奇队伍诞生了，鲜为人知的是，这支队伍的成立，与
被称为“无敌战机”的日本零式战机有着密切关系。

四十七天（上）
1944年6月23日，五万日军进攻湖南衡阳。
驻守衡阳的第十军及其他配属部队，共计一万七千人，在兵力及装备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守军不仅
完成了阻击日军“十天到两个星期的任务”，他们硬是将坚守的日期，延长了一个多月，直至弹尽粮
绝。

四十七天（下）
1944年8月8日，在坚守城池四十七天，且弹尽粮绝，又无援兵的情况下，为了避免日军屠城，衡阳守
军最终选择了协议停战。
衡阳保卫战，为抗战中中国军队最出色的一次守城保卫战。
然而在战后，衡阳守军却仍遭受了诸多争议。

滇缅抗战
远征
以第六十六军战士闫廷春的亲身经历为视角，二00师师长戴安澜的生前日记为佐证，讲述中国远征
军1942年第一次入缅作战的故事。
这当中，有激情，有泪水，有胜利，当然，也有鲜血与失败。

野人山
1942年夏，日军横扫缅甸。
中国远征军孤军奋战，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
二十二师战士朱锡纯跟随远征军大部，经野人山撤离缅甸。
撤退路上，中国军人在野人山这个可怕的对手面前损失惨重，十万远征军生还者不到一半。

云端之战
1944年5月，重组后的中国远征军发起反攻，在不宜渡江的雨季强渡怒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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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情报泄露，日军预先将主力调往高黎贡山，在险峻的隘口设下重重关卡，中日两军在海拔近4000
米的高黎贡山脉展开激战。
从1944年5月12日到6月21日，历时40天，中国远征军伤亡近万人，以高昂的代价取得了高黎贡山战斗
的胜利。
滇西缅北反攻战役由此拉开帷幕。

国殇（上）：
腾冲城是滇西最坚固的城池，兼有来凤山作为屏障，两地互为依托。
1944年7月26日午时，中国远征军在空军掩护下，以优势兵力向来凤山5个堡垒群同时猛攻，在付出重
大牺牲后攻占来凤山，对腾冲城形成四面包围之势。
老兵陆朝茂在这场战斗中幸存，但他却从此拥有了一座刻着自己名字的墓碑。

国殇（下）
1944年8月，中国远征军开始围攻腾冲城。
中日两军在这座富庶的石头小城中展开激烈巷战——“尺寸必争，处处激战，我敌肉搏，山川震眩，
声动江河，势如雷电，尸填街巷，血满城垣”。
9月14日，中国远征军攻克腾冲，日本守军3000余人全军覆没。

龙战于野
龙陵战役是滇西反攻作战中，耗时最长，牺牲最大的攻坚战，但也是歼灭日军最多的战役。
战役进程一波三折，极富戏剧性。
中国远征军先输后胜，与日军反复拉锯争夺。
4个月的时间里，远征军伤亡近三万人，歼灭日军近两万。
本集从几个普通士兵的回忆与细节入手，体现战争中个人的脆弱与渺小。
试图揭开掩盖在浓密战火背后的一张张普通面孔。

抗战散记
殇城
1937年，南京的冬天比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寒冷。
张秀红是个12岁的小姑娘，在近两个月都处在杀戮和强奸的南京城里，张秀红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她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和所有幸存者一样，就是如何活下去。

锄奸
他们正直青春，他们都是“杀手”，他们要杀的是汉奸，他们的战场在市井闹市，也在十里八村。
他们有杀手的冷峻和冷静，他们也有青春的热血和热情。

鬼子！

1940年，两个日本新兵来到了中国，他们一个叫金子安次，一个叫铃木良雄，同为前侵华日军第五十
六师团成员。
两个日本老兵回忆了他们如何从一个新兵慢慢变成老兵，从一个良知未泯的人变成老百姓口中残暴的
“鬼子”。

逃出731
左宪良是731部队强掳的中国劳工，筱冢良雄是731部队少年班的成员，两个原本毫不相干的人，却对
哈尔滨平房镇一栋神秘的灰色建筑，有过一段共同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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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魂
每一代年轻人都有他的偶像，在八年抗战时期，青年人最羡慕的四种人里，黄埔军校的学生排在第一
位。
黄埔军校在全国开设了九所分校，学员毕业后，多充实到军队，成为下级军官。
他们有的功成名就，更多的杀身成仁⋯⋯
姐妹
1942年，日军侵占山西，在盂县进圭村驻扎着一个中队的日军。
日军驻扎下来以后，第一件事是抓捕附近的女人，供日军官兵发泄兽欲。
在这些女性受害者中，有一个叫侯巧莲的女孩子，那一年，她还是个虚岁十四岁的娃娃。

“野人”
1944年，中国山东高密县草坡乡一个普通农民被日军抓走了，他被强行运往日本北海道做劳工，后来
他逃进了深山老林里。
他活了下来，只是他变成了一个茹毛饮血的“野人”。
十三年后，他才再一次叫出了自己的名字，刘连仁。

受降
日本投降了！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理，多年的忍耐终于到头了。
然而，日本投降对另外一群人来说，却意味着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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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四十七天（上）1944年6月，算起来，第五军战车防卫炮营四连连长杨光荣已经在军中
闲了一年多。
“现在提起战争，我都害怕了。
以前年轻的时候不害怕，打就打吧，拼命就拼命吧，打死就打死吧，为国尽忠，效命疆场，这年轻人
应当的嘛，那怕什么？
”60多年后，耄耋老人杨光荣说。
1942年，杨光荣随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穿越缅北野人山，幸运地活下来。
这一年多，他渴望着再上战场跟日本人干。
此时，任务来了——保卫衡阳。
1944年4月中旬，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中方称为豫湘桂战役）。
日本学者原刚解释：所谓一号作战（亦称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是指在太平洋方面战况逐渐恶化的
情况下，在1944年4月中旬到1945年2月上旬期间，日本军队为了消灭对日本本土存在空袭危险的在华
美军空军基地，以及打通从华中地区到法属印度支那的大陆交通线，在纵贯华中到华南的京汉线、粤
汉线、湘桂线等沿线各地，实施的日本陆军史上最大规模的作战。
此次作战，日本投入了相当于当时中国派遣军62万的约80%兵力，即50万人（总共20个师团）参加，
马匹约10万匹、汽车约1.5万辆、火炮约1500门，战线是从中国大陆河南省的黄河，经由湖南省直到广
东、法属印度支那边界，纵贯约1500公里的大规模作战。
1944年4月17日夜，日军在开封方面渡过黄河，19日占领郑州；5月1日，日军攻陷许昌，25日洛阳失陷
。
5月下旬，日军以14个师团的兵力发动湖南会战。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4个集团军（共15个军）另2个军共约40万人，在空军（飞机181架）、友邻
战区支援下，以一部依托湖北通城东南山区、湖南新墙河南岸、沅江和益阳地区的既设阵地，节节抗
击，消耗、迟滞日军；主力分布于浏阳、长沙、衡阳及宁乡等要地，相机歼敌。
6月2日，军事委员会致电第九战区：“饬薛长官转各总司令、各军、师长，上下一致，争取最后胜利
。
并规定凡命令固守地点，不得擅自撤退，违者照连坐法治处。
⋯⋯令固守长沙（岳麓山）、浏阳、衡阳三要地。
”6月14日，日军占领浏阳；16日，日军对岳麓山及长沙市发动总攻，18日15时，长沙失陷。
随后，东、西、中路日军从三面包围了衡阳。
衡阳位于湘江中游，城东端紧临湘水西岸，系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的交会点，是第九战区的重要战略
基地之一。
防守衡阳的部队为第十军，下辖第三师、第一九○师及预备第十师，另外还配属有暂编第五十四师（
欠2个团）及第四十八师的战防炮营、第四十六军的1个山炮连和第七十四军的野炮营。
防御部署是：第三师防守衡阳西北部，预备第十师防守衡阳西郊，第一九○师防守衡阳南郊，暂编第
五十四师防守衡阳北郊。
杨光荣本来是被调去守长沙的。
“九战区没有我们这种炮，长沙、衡阳不靠近湘江嘛，兵舰能过去，坦克能过去，他们就向大本营打
电报申请，要这种炮，一查，驻在云南的部队有，就把我们调到长沙去。
”6月19日，赶了7天的路，终于到达长沙城郊的时候，杨光荣忍不住骂起人来——长沙已落入敌手。
杨光荣回忆：“我到九战区的指挥部去报到，他们说，你赶紧到第十军报到，第十军守衡阳。
我就赶紧去了衡阳。
”决心死守“小上海”的“泰山军”衡阳城内，两个多星期前，第十军军部电台报务员卢庆贻已经开
始把电台之类的设备往中央银行的地下室里运。
卢庆贻回忆：“地下室全部是钢板防护，不管炸弹还是炮弹，都没有妨碍。
司令部同我们电台隔得不远，军事领导都在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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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的时候，卢庆贻登上中央银行的楼顶平台，他看到，30万居民正在紧张迁移。
为了备战，军方决定“衡阳空城”。
时为预备第十师师长的葛先才在回忆录中说：“要求城厢内外人民一律撤退不可留下一人，以免伤及
无辜百姓。
”他写到百姓逃难时的景象：东西两站人山人海，扶老携幼、肩挑手提，大人喊叫声，小孩啼哭声，
一片混乱凄惨景象，还有孩子多、所携之物较重者，挤不上车，坐在路轨旁，露宿餐风，等待下一空
列车到来。
车站轨道上，经常停有七八列载满人群列车，等待开出。
不但车厢内挤满了人，车顶上亦有人满之患。
远处望之，有如一条条死蚯蚓爬满了蠕动着的蚂蚁，惨不忍睹。
列车出站入站三昼夜不停，庆幸于敌人攻击之先三天疏散完毕，大家才松一口气。
夜晚，衡阳渣江镇逃难的人群中，一对父母拉扯着一个6岁女孩逃向山中。
这个女孩就是后来成为作家的琼瑶。
45年后，在自传体小说《我的故事》中，琼瑶回忆：“一路上，遍是荆棘和杂草，天亮的时候人们发
现，自己的家园已经被烧成了平地。
”卢庆贻说：“坚持要老百姓离开，一个是怕伤害他们，再一个也怕汉奸混在百姓里头搞鬼。
”出城的人群中，有一个名为彭中志的年轻人却急着进城。
彭中志回忆：“那时我为什么要到衡阳去？
学校停课了，我哥哥彭中荣是预备第十师二十九团迫击炮连连长，驻在衡阳，我去他那里看一看，不
晓得要打仗了。
”从小崇拜哥哥的彭中志没想到这一去就留在了部队，彭中荣承认：“他去部队受我的影响。
”彭中志说：“我到了部队就对哥哥说，‘我留下来做事可以吗？
’他就跟团长讲，‘我弟弟在学生会搞宣传工作，会画，会写。
’团长就让我帮他们写标语，比如抗日必胜、还我河山。
”这个成天乐呵呵写标语的新兵，还无法想象这座城市将经历一场怎样的血战。
到了衡阳的杨光荣对这座城市印象深刻：“当年衡阳相当热闹，两个汽车站，还有个飞机场，能同时
起飞6架飞机。
”战争爆发后，上海、汉口等地工厂搬迁到衡阳，加上原本就发达的工商业，1944年的衡阳，被称作
“小上海”。
时为预备第十师三十团三营副营长的蒋鸿熙在回忆录中写到战前的衡阳：“多么繁荣的市面啊！
真是车水马龙，百货俱全。
我找不出什么适当的词语可以形容这热闹的场面，只可以套用两句话来包括：‘目不暇接，惊心荡魄
’。
”早在“一号作战”之前，毛泽东就认为，从战略上看，衡阳远比长沙重要。
不过，驻守这一重镇的第十军，却面临兵力不足的窘境。
1943年11月，被称为“虎贲”军的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8000多人，被日军3万多人围在常德城，经
过16个昼夜的血战仅剩300余人，师长余程万发出最后一电：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
职率副师长、指挥官、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部主任死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
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
时为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迫击炮营1连连长的钱庆杰回忆：“当时常德城实际上已经被破掉了，外
围友军无法赶到。
我们迫击炮营营长牺牲了，二连、三连的连长都牺牲了，只有我一个人活下来了。
算了，大家集中起来突围吧，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常德完了。
”常德失守后，余程万率104人突围。
时为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一六九团文书的吴荣凯回忆：“突围后，师长召集参谋部主任、指挥官
和4个团长开会，商量如何应付当时的局面。
”此时，援军第十军经过百余里急行军，在常德以南的德山和日军激战，伤亡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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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第十军第三师观察员的吴淞回忆：“死了1400多人。
”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因此战获得蒋介石赠匾，题词“忠义表天地”。
不过，面对惨重牺牲，方先觉高兴不起来。
方先觉之子方略说：“预备第十师师长孙明瑾阵亡了，我父亲派人去找他的尸体，找到之后，就从常
德运到衡山那座大庙。
我看到我父亲大哭。
”方先觉在孙明瑾灵柩前宣誓：“杀尽日寇为死难军民报仇。
”现在，常德保卫战结束半年后的衡阳，方先觉可以兑现他的誓言了。
1944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
正值衡阳开战前夕，蒋介石夜不能寐，凌晨1点起床祷告。
他知道，常德一役后，第十军的损失尚未补充完整，所辖3个师9个团中，第一九○师仅有一个团比较
完整，其余两个团只有干部没有士兵，第三师有一个团尚在衡山附近，实际守城部队只有17000多人。
而攻城的日军第六十八师团、第一一六师团以及配属的炮兵联队，共55000人。
第十军在如此悬殊的实力对比下，令人担心。
国民政府军令部报告上说：“衡阳已在日军严重威逼之下，第十军力量低劣，日军若一进攻，必与长
沙结果一样，只能守3天。
”不过，方先觉没这么悲观——第十军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的“泰山军”荣誉称号。
方略说：“第三次长沙会战，第十军坚守阵地，稳如泰山嘛，成为‘泰山军’。
”方先觉抱定死守决心。
衡阳城防原有工事是为4个军兵力设计，防御线因此收缩。
衡阳城东、城北靠水，城西池塘较多，不利于日军战车推进，方先觉将重兵集中在城南和城西南的丘
陵地带，修筑了坚固的防御战壕。
每个丘陵据点都构建交叉火力网，可随时互相策应。
彭中荣回忆：“衡阳的工事，主要是前面战沟加中壕，前面坑，后面机枪阵地，再后面步枪阵地，这
么一层层，工事相当好。
”彭中志也认为，“那工事确实修得好，地道战一样的，交通壕这里通那里，上面是钢轨、沙包这些
东西，下面都是大洞。
”杨光荣记得，丘陵底部都被削成了至少四五米高的断崖，“削得跟墙一样，直上直下，敌人爬不上
来”。
断崖上隐藏着手榴弹投掷点。
“在那种情况下，丢手榴弹比步枪好得多。
”彭中志说。
开阔地上铺满参天大树做成的鹿砦，有交叉火力网覆盖。
杨光荣说，“在那里，你就没有地方可退了，只有跟敌人拼。
那时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啊。
”6月21日夜，蒋介石给方先觉打电话。
蒋介石说：“此战，关系我抗战大局至局，盼你第十军全军官兵，在此国难当前，人人发奋自勉，个
个肩此重任，不负我对第十军期望之殷。
我希望你第十军能固守衡阳两星期，但守期愈久愈好，尽量消耗敌人。
”方先觉答：“本军不惜任何牺牲，战至声嘶力竭死而后已。
堪以告慰委员长者，据近日来的观察，全军官兵无一人有怯敌之色，人人喜笑颜开，努力构筑工事备
战，斗志极为高昂，未将即将来临之恶战放在心中，现在厉兵秣马，准备与敌决一死战。
”蒋介石在电话中连说三个“很好”，“你好自为之，祝你一战成功。
”第6天：“方先觉壕”6月28日，衡阳保卫战第6天。
6天前，6月22日，日军飞机首度轰炸衡阳城，湘江两岸市区起火。
当晚8时，日军第六十八师团进抵衡阳东郊泉溪，第一九○师驻耒水东岸的警戒部队与日军交火，衡
阳保卫战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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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日军第六十八师团欲强渡耒水，被守军击退。
6月25日，日军进攻衡阳城东湘江东岸的机场。
6月26日，日军攻占机场，并迂回至衡阳之南，截断衡阳守军的退路，从衡阳之西、西南形成了对衡阳
的包围。
6月27日，渡过湘江的日军向外围阵地猛攻。
6月28日拂晓，日军对衡阳发起第一次总攻，向中国军队阵地猛烈炮轰。
杨光荣躲在临时搭建的防空洞里等待轰炸结束，一颗炸弹落了下来，“没炸到防空洞，炸到墙边，把
墙震倒了，倒在防空洞上边”。
倒塌的墙体封住了洞口，出路只剩一个变了形的小窗。
“钻不出去，也得钻，浑身被刮出血了，我才钻出来。
”方先觉到一线阵地视察，差点被炮弹击中。
方略说：“日本人看到这么一群人，知道一定有高级将领，就把炮弹打过来了。
第一发打过来，大家一看，哗地就向四面散开了，趴在地下，我父亲却呆在那地方。
据我猜测，那个时候他一方面是吓呆了，这人之常情啊，再一方面他想着，不能趴下去，不然主帅的
风度就失掉了吧。
他的副官王泽洪趴下去以后，一看军长还站在那个地方，赶紧跑过去把他拉到坡下面去了。
那炮弹掉下来，就掉在离我父亲站那儿大概两三米的地方。
”日军根据经验，预计三天夺下衡阳，火力异常猛烈。
彭中志回忆：“有一座庙，后来我到那里看到，残垣断壁，东西都打烂了，只有一个莲花台子还是好
的。
”第十军先前构筑的工事发挥了巨大作用。
卢庆贻在中央银行的天台上看到，“日本人冲锋的那种情形很吓人的，不过，他们一接近阵地上那些
碉堡、铁丝网，我们的机枪、手榴弹就打出去，一排排打，一死就是一两百。
”对于中国军队的断崖工事，《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有这样的描述：“我军
既难以接近，也无法攀登，此种伟大之防御工事，实为中日战争以来所初见，也堪称中国国军智慧与
努力之结晶。
”日本人把这些防御工事称为“方先觉壕”。
在“方先觉壕”前，在中国军队的迫击炮袭击下，指挥作战的日军第六十八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
将、师团参谋长原田贞三郎上校及各联队长均负重伤，裹伤后送。
在“方先觉壕”前，横七竖八地摆了上千具日军尸体。
这一天，城南作为正面战场，战斗最为激烈。
双方反复争夺张家山高地，最后阵地依然在中国军队控制中。
停兵山、高岭据点守军全部牺牲，无一生还。
首次总攻失利的日军没有想到，对手的防御和战志如此强。
之前，一向是日军一个师团攻中国军队的四个军，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两个师团围攻中国一个军，
还攻不下来。
第8天：毒气弹6月30日，第8天。
天还没有亮，杨光荣在防空洞中，已经能分辨出日军飞机的声音。
一颗炸弹落下来。
“这是硫磺弹，把我帽子和衬衣都炸飞了，身上也受了伤。
飞机走了以后别人说，你头发怎么烧了？
我这才感觉到身上着火，结果就在地上滚，滚完了以后，拿土跟洗头一样在头上搓，火才灭了。
”燃烧弹引起了衡阳城的大火。
杨光荣回忆：“南方房子是木结构多啊，燃烧弹掉到城里，整个全烧，连城墙也烧，好像烧了几天几
夜，衡阳没有一间房子是完整的。
”浓烟中，彭中志闻到了一种古怪的气味。
“像辣椒的味道，闻到就打喷嚏，窒息似的，出不了气，很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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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示意他赶紧用毛巾捂嘴，说这是毒气弹，常德会战就用过。
杨光荣说：“我当时不知道啊，怎么觉得那么难闻啊，后来就是打喷嚏，流眼泪，别人说，这是毒气
，赶紧用手巾捂住嘴，蒙住脸。
”卢庆贻回忆：“他们放毒气，那个时候防毒的工具很少，就是用湿手巾捂住鼻子，我们中国兵遭毒
气伤害的不少。
”这天傍晚，五桂岭南端阵地，预备第十师二十八团三营七连除了不在阵地的特务长和炊事员4人外
，其余80多人全部中毒身亡。
后来据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化学战情报官的研判，这些毒气弹是芥子气与路易氏剂的混合物。
此举违背了国际公约，但显然，这些条例早已不适用于日本人。
毒气战确有成效，日军借机攻占了不少一线阵地，但很快，中国守军组织逆袭，夺回了一些阵地。
彭中志慨叹：“第十军老兵多，都是觉得不会有什么事一样的，有必胜的心理。
第十军背着‘泰山军’的称号，真是有这种精神的。
”到7月2日，日军攻城部队伤亡已经超过了1.6万，仅推进了1000米。
当晚，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不得不下令中止攻城。
日本方面承认，这是宏大的“一号作战”计划首次受挫。
日军尸首堆积成山，焚烧尸体产生的焦臭笼罩在阵地上，久久不散。
第16天：空投7月8日，第16天。
攻城日军仍在休整补充，没有发动进攻。
此时，中国军队开始面临给养问题——衡阳大火之后，囤积的物资付之一炬。
卢庆贻回忆：“炮弹一炸，一烧，把米都烧成了糊米子。
没有粮食，只能吃烧焦的米，拿盐水泡了吃。
如果不是衡阳人储备了很多粮食的话，我们就算不被打死，也要饿死。
”杨光荣回忆：“他们那么一炸呢，伤兵都没地方搁了，只能把破砖烂瓦垒一垒，搁伤兵，医药、粮
食没有了，弹药也没法补给。
”没有吃的，士兵们就上街想办法。
杨光荣说：“那个酱油店，有好几十口大缸腌的咸菜疙瘩。
日本人丢炸弹，那些缸还有没被炸的，我们就把这些咸菜捞出来，在酱油里一泡，泡个两三天，过一
过水，煮来吃。
”这天中午，中美空军飞机给衡阳守军第一次空投了物品，只可惜大多是毛巾、香皂、牙膏以及万金
油等生活用品，而部队最急需的粮食、药品和弹药并没有多少。
杨光荣说：“那空投，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啊，这么多守城官兵，哪能供应得上？
没有医院，伤兵往哪送啊？
所以只有困守，期望外边的部队来解围。
”空投物品中，杨光荣和战友们见到一些重庆的报纸，上面有对衡阳保卫战的报道，盛赞衡阳守军，
但关于所有人最关心的援军没有任何消息。
第23天：兄弟7月15日，第23天。
彭中志不用写标语了，已经在督军营工作的他，此刻最担心的是哥哥彭中荣。
7月11日晨，日军发起第二次总攻，向衡阳城倾泻大量炸弹、燃烧弹和毒气弹。
不过，日军虽付出极大的代价，仍无法突破中国守军的核心阵地。
彭中荣的迫击炮连，炮弹已经用完。
“炮弹已经打了两三千发。
”彭中荣说，他们被补充进步兵阵地。
彭中志回忆：“除了炮兵，那些炊事兵、警务兵也都改成步兵，带着手榴弹就上去了。
”步兵阵地比炮兵阵地危险，兄弟俩心知肚明。
这天黄昏，日军的飞机、大炮一起上，又一次进攻开始了。
彭中荣回忆：“敌人那个山炮，一排排地打，飞机来很多，打得我们抬不起头，不敢回子弹。
士兵死伤很多。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的抗战2>>

”轰炸声中，躲在战壕里的彭中荣隐约听见有人在喊他。
“有一个我的老兵，迫击炮连带过来的兵，叫杨志成，江苏人，日本人把他打中了，肚子打穿了，肠
子打出来，喊连长救命，赶快来救命！
”彭中荣很难过，但他无能为力。
“敌人飞机炸，机关枪打，哪还能够救得了？
这个士兵我记得很清楚。
这些兵很勇敢。
”凭借着火力优势，敌人又冲上来了。
彭中荣大喊：“弟兄们，杀！
杀！
”剩下的弟兄们已经做好了肉搏的准备，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彭中荣。
彭中荣回忆：“我冲在前面，敌人扫射的时候中的弹。
”他重重地倒在地上，背后鲜血渗出。
他没有叫喊，他看到旁边有死尸，他的士兵们正向敌人冲锋。
后来他昏死过去。
阵地保住了，但彭中志没有在退下休整的人群里见到哥哥。
不敢多想，他冲上了阵地。
“那个战场横尸遍野，惨不忍睹，天气热，臭得不行，我只晓得哭。
”彭中志一边哭，一边在死人堆里寻找哥哥。
来衡阳，是因为哥哥；当兵，是因为哥哥；回家时，不能没了哥哥。
彭中志终于找到了不知是死是活的彭中荣。
他看到的哥哥，“一颗子弹从胸前打进去，从背后打出来，一个鸡蛋大的洞”。
哥哥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
彭中志抱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后方走。
彭中荣叹道：“老弟把我抬下来，没有老弟就没有我的命。
那前面死了好多人，别人谁给你抬？
”在野战医院，彭中志听到了哥哥微弱的呼吸声，他笑了。
“哥哥头上一个小洞，只有六七天就结疤了，好了，但是背后那个洞，军医用黄色的纱布塞进去，拿
出来，血流了很多，哥哥痛得在地上打滚，那真是九死一生。
”手术后，彭中荣脱离了危险。
不过，醒来后的第一个消息就让他失声痛哭。
“我的两个排长都死了。
我这个连118人，就剩了13人，还不是最惨的，有的连只剩了七八个。
”彭中荣说。
野战医院的情况已经很糟糕：缺医少药，很多手术已不能做，棉花、纱布都快用完了。
时为野战医院护理长的罗立三对一个姓盛的伤兵印象深刻：“他肚皮被弹片划开一道宽约二寸的伤口
，露出一点肠子，四五天就活活痛死了。
”有个连长腰上受了枪伤，子弹没法取出，也活活痛死。
加上天气炎热，伤口生蛆，重伤后自杀的也不少。
对时为野战医院军医的肖光来说，每天耳闻目睹的都在考验他的心理承受力。
“这次打仗，一讲起就要落泪，打得好惨。
伤兵多得很，来了，去了。
”此时，一线阵地的预备第十师，伤亡已经超过70%。
日军也很凄惨，《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记载：“我军再度发起总攻之后，除
和上次一样的仅夺取极小部分阵地外，依然无所进展，而损失却更惨重，两个师团之原任连长已所剩
无几，大部分之步兵连已变为由士官代理连长，勉强支撑战斗之惨局。
第二次之总攻，又有联队长一名、大队长六名相继阵亡，而攻击前途却仍不见乐观，于是攻击再度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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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7月19日，日军再次停止进攻。
长时间厮杀过后忽然安静下来，那是一种可怕的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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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不是煽动仇恨，也绝不希望简单地激起民族仇视和对立。
我们想让大家知道，战争对人的残害到底有多严重影响有多久。
　　——崔永元像抗战老兵致敬，缅怀逝去的硝烟，让我们永远铭记这段历史。
　　——著名影视演员陈宝国在战争以外，我们学会了尊重生命，我的抗战，我的中国心。
　　——香港著名演员朱茵支持我的抗战，献出我的中国心，像抗战的英雄致敬，像那一段岁月致敬
　　——著名演员张译祝福所有的抗战老兵晚年幸福，对已逝去的英雄，希望他们他可以安息　　—
—著名演员、主持人郭金我怀着非常真挚的心情，像这些老兵们，老首长们，致以心中的问候，祝你
们健康长寿。
　　——著名影视演员、主持人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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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的抗战2》编辑推荐：柴静《看见》高度赞誉，共同关注：“有那么多人民更关心的事，为什么
要做陈年旧事，土地拆迁，医疗事故，教育腐败，哪一项都是人民更现实更切身的问题，为什么要去
掀动陈旧的历史？
 崔永元：“《我的抗战2》描述战争的血腥和残酷一定比故事片和电视剧更震撼心灵，我非常担心，
年少的孩子们有没有毅力看完此片，我们甚至很困惑，要不要把事实真相这样告诉他们？
会不会造成他们的困扰？
最后我们选择告诉。
因为不说不行。
那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我们不是煽动仇恨，也绝不希望以此激起民族仇视和对立。
我们想让大家知道，战争对人的残害到底有多严重影响有多久。
” 揭开密封的岁月档案，重现罕知的中国炼狱；60年来最真实最惨烈的抗战口述，300位亲历者全景
还原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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