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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丛林的记忆    中国远征军的最后枪声从这里消失，已经半个多世纪了。
    缅北丛林，以及穿越丛林的著名的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在宁静中送走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
    整整20年前，为争夺丛林，争夺道路，争夺生存而进行的那场战争，以日 军的覆灭、中国远征军的
辉煌胜利而告终。
当时，有人称缅北抗日的胜利，是盟军会师东京的先声。
也有人说，从缅北重新打通的国际通路，是直捣东京的胜利之路。
       这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胜利。
    但是，人们在谈论胜利的时候，且不要把失败掩盖了。
请记住，远征缅甸的作战是在经历了一系列惨败之后，才取得胜利的。
    人们在给凯旋者授予勋章的时候，且不要把阵亡者遗忘了。
请记住，茫茫丛林里、漫漫的公路下，曾经躺着中国远征军官兵不下10万具遗骸。
    战争不可能没有遗憾，即使是一场胜利的战争。
    当那场战争如火光雷电急促进行的时候，不管是起初在失败中挣扎，还是后来在胜利中行进，远征
军的将领们都没有忘记，每打完一仗，一定吩咐部队把阵亡官兵的尸骨收拢起来，选块干燥点儿的地
方安葬，并且留下伤兵看护陵墓。
丛林里．公路旁，战争的风火轮滚滚向前，而在战火残灰中，也崛起了一串串坟包。
    副总司令官杜聿明，在败退中身染重疾，对躺倒林中的官兵极为伤感，立誓要照料好烈士后事。
    军长郑洞国，每到一处，必然拜谒烈士陵墓，他指天誓地，告慰亡灵：好弟兄，再等一等，仗一打
完，一定把你们的遗骨迎回国内，葬到你们的家乡。
说完，他又挥师向前。
    师长孙立人，每安葬好一批阵亡者的尸骨，都献上一束野花，说，我们还在打仗，先让野花陪伴你
们。
你们听着，什么时候丛林里枪声停息了，什么时候我们来接你们。
说完，他的吉普车又向着硝烟和火光开去。
    师长廖耀湘，每看到阵亡官兵躺在阴暗潮湿的草丛里、荆棘中，止不住泪水模糊了眼镜片，说，委
屈你们了，等打完仗再说吧!说完，他骑着战马迎着枪声而去。
    心到神知。
战争激荡之际，难为这些官长们还记挂着葬身异国他乡的亡灵。
    可是，世事匆忙，命途多舛。
人的誓言也不是都能实现的。
缅甸之战还没打完，因为国内战场告急，1944年12月廖耀湘部首先紧急空运回国。
1945年夏，缅甸的战火刚刚熄灭，国民党独裁者便在国内筹划内战，企图独吞抗战果实。
郑洞国和孙立人急如星火，奉命回国，投入反共、反人民的内战。
    将军们万万没有想到，此次离开缅甸后，便再也没有机会回来。
    命运捉弄了他们。
    因为在缅甸创造了辉煌战绩，远征军部队作为精锐之师，被国民党独裁者投入最重要的内战战场。
杜聿明、郑洞国、廖耀湘、孙立人先后调往东北。
    没想到，这些在缅甸抗日战场上曾经是能征惯战、战功显赫的名将，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是如此不堪
一击，他们的军队随着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失败而土崩瓦解。
这是命运的捉弄?这是历史的警示?令人感慨欷欺!    然而，缅甸丛林里的数万亡灵，依然牢记着他们长
官的诺言。
他们天天等，年年盼。
山中的野花开了一遍又一遍，满山的枯枝落叶铺了一层又一层。
可是。
仍然不见长官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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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当年奉命看护亡者的那些可怜的伤兵，在无望中也熬到了生命的尽头，把自己的尸骨留给了丛林
。
昔日的旧坟旁又添了座座新墓。
    现在，这片山林中，不管是当年壮烈阵亡者的坟头，还是守墓人后来留下的新墓，经过风雨侵蚀，
岁月消磨，坟包平了，瘪了，塌了，埋到枯枝落叶之下。
有的地方，甚至从坟穴中窜起了一棵参天大树。
    于是，那些无家可归，没有着落的亡灵们在幽暗潮湿的丛林中到处游荡。
风声是他们的叹息，雨点是他们的哀求，雷电是他们的怒吼：    “我们要回家!”    “我们要回家!”    
半个多世纪了，他们依然水土不服，思乡心切。
尤其叫他们不得安宁的是，在这片山林中，日军的鬼魂也在四处游荡，并且仗着数量上的优势，常常
使中国官兵亡灵们处于不利境地，到了狂风大作，电闪雷鸣的时候，丛林中还会猝然响起阵阵喊声：
“冲啊!”“杀啊!”“打死他!”“掐死他!”    那是中国官兵亡灵与日本官兵亡灵在搏斗。
    呵!春去冬来，星移斗转，丛林外已是一个崭新世界。
当今，天下尽管还不太平，但饱经战乱之苦的人类正在尽力消弭战争创痛。
可是，在这片荒山野林中，亡灵们还在剧烈对峙之中。
    这不怪他们，他们属于半个多世纪前战乱的那一代。
    现在，缅北那片曾经是野人出没的洪荒莽林，正在逐步开发利用，那曾经为战争而诞生的滇缅公路
和中印公路，现在也成了增进国际友谊的重要通道。
丛林里的故事一点一点被人们遗忘。
但是沉默的山林，将目睹的往事深深地藏在自己的记忆之中。
    你瞧，那棵歪脖子树，它那经磨历劫的躯干隆起的一个个包块里，紧紧包藏着当年日军打来的弹片
。
那棵枝叶繁茂的老榕树的树干上，“反攻缅甸，消灭鬼子”几个大字赫然在目，那是当年中国士兵用
刺刀在树身上刻下的誓言。
天长日久，随着大树一圈圈成长，那字也越来越大。
那丛芒竹为何长得如此蓬勃旺盛，它很可能得到中国官兵白骨的滋润。
那片野花，为何开得如此绚丽夺目，红黄蓝白，异彩纷呈，在它的底下，敢说没有中国士兵的热血浇
灌?开山的犁铧翻出堆堆锈迹斑斑的钢铁，那是当年打日本鬼子的枪支。
运载木材的卡车在当年一寸寸开辟出来的公路上飞驰，车轮下吱吱作响，有人说，这是埋在路面下的
中国官兵们白骨的声响⋯⋯    呵，大丛林，你不可能磨灭中国远征军官兵浴血奋战的痕迹。
    如今，中国远征军阵亡官兵的遗骨已经和缅北丛林融为一体。
当年曾许下宏愿的官长们，一个个也都先后老去，不在人世。
于是，缅北那片丛林成了远征军亡灵长久的坟地。
    高高隆起的大山成了他们巍峨的坟头，蜿蜒而去的公路成了他们沉重的挽幛。
春天，满山遍野的鲜花是献给他们的祭品；夏天，滂沱大雨是献给他们的奠酒；秋天，铺天盖地的落
叶是献给他们的纸钱；冬天，峰峦之巅的积雪是献给他们的花圈。
    这是一座天造地设，无与伦比的巨大陵墓。
    遗憾的是，它同时也是一座没有碑记的坟地。
    所幸，随着社会的进步，历史真相的回归，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关注当年缅甸丛林里的发
生的战争事件，中国远征军的悲壮故事在越来越广的范围得到传播。
“中国远征军”、“缅甸抗战”，也逐渐成为当今社会热词。
甚至连远征军老将军们当年立了誓言，而来不及实施的迁回烈士遗骨这件大事，也得到积极推动。
在社会各界、民间团体和热心人士的发起和推动下，2011年9月，有19位中国远征军烈士的遗骨分别从
缅甸的密支那和西保墓地移回国内，厚葬于腾冲国殇墓园。
    亡者在天之灵有知，亦当笑慰!    当然，这19个亡灵只是一支小小的先头部队，为数众多的远征军亡
灵们回国的道路还十分漫长。
    重要的是，已经有了开头!    2012年4月4日清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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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整整70年前，为争夺丛林，争夺道路，争夺生存而发起的缅北、滇西抗战，以日军的全军覆灭、
中国远征军的辉煌胜利而告终。
但是，人们是否记得，在缅北和滇西的茫茫丛林里、漫漫公路下，曾经躺下的中国远征军10万余具遗
骸；是否知道那场战争的艰困、惨烈和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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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英军获救，孙立人获得一串盟军勋章
第五章 曼德勒大溃退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中国远征军阵脚大乱
　蒋介石连降金牌，遥控指挥，杜聿明回天无力
　日军攻占腊戍，掐住了中国远征军的咽喉
　总撤退，是中英指挥官下达的最没有争议的命令
　密支那失守，中国远征军归国之路又被切断
第六章 归国无路
　部署撤退，孙立人与杜聿明各持己见，不欢而散
　焚毁战车火炮，新22师弃车上山
　日军围追堵截，杜聿明部陷入野人山绝地
　第96师辗转高黎贡山，回国之时只剩3000残兵
第七章 缅北茅邦传来噩耗
　缅甸战败，惩办找不到人，奖励想起了第200师
　戴安澜用良心打仗，毅然冒险北进
　与友军失去联系，第200师孤军夜过南渡河
　突遭日军伏击，收拢残部，却不见师长
　遥望国境，将军倒在异国的土地上
第八章 孙立人率师退入印度
　退往印度路上，到处是英军遗弃的战车火炮
　新38师撤到印度，英国人无礼要求缴械
　霍马林遭遇敌军，齐学启将军以鲜血书写传奇人生
　参加盟军阅兵式，英国人对中国军队刮目相看
第九章 史迪威的雄心与困惑
　韦维尔揶揄史迪威：“将军脱险，值得庆贺”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殇（第五部）>>

　“西瓜事件”，导致总司令与参谋长之间矛盾总爆发
　史迪威：“我们没有被征服，必须打回缅甸。
”
第十章 太阳浴血
　在日军铁蹄下，缅甸乃至东南亚都在颤抖
　占领仰光，“皇军”兽性大发
　日军傀儡政府挂牌，缅甸百姓痛哭流涕
第十一章 野性野人山
　野人山里文明与野蛮的冲突
　人类由文明跌进野蛮，竟然就在一夜之间
　十来个玉米棒子的代价：多个士兵和野人死于非命
　野人山里的篝火：一个跨越文明的歌舞之夜
第十二章 丛林里的女兵们
　野人山里最为不幸的一群人
　猴子与人的战争：女人的最后防线崩溃
　饥饿和伤病夺走多少热血健儿的生命
　豸虫和瘴疠让细皮嫩肉的女兵们惨不可言
　大胡子男兵和5个女兵的生死征程
第十三章 丛林大救援
　杜聿明和他的部队挣扎在尸体横陈的丛林中
　总司令和参谋长闹僵，美国特使带来了耐人寻味的“口香糖”
　走出野人山，第5军残部没有一个像人样儿的人
第十四章 沸腾的蓝姆迦
　“打回缅甸去!”中国驻印军x部队发出了吼声
　晨曦中，兵营里军旗飘扬，战歌嘹亮
　“丛林食谱”让中国官兵长见识，长胆量，长本领
　野人别动队：一支独特的抗日战斗队
第十五章 x部队与Y部队
　史迪威将军说，鱼儿已经上钩
　从国内空运新兵，蓝姆迦兵营越来越热闹
　中国军官被撤职，让蓝姆迦兵营炸了窝
　组建Y部队，滇西成为对日作战前线
第十六章 印缅边境的战斗
　反攻缅甸，“茶碟”计划和“长炮”计划相互打架
　列多丛林里，藏龙卧虎，隐伏着数万精兵
　日军策划新的战略进攻，缅甸在战栗
　闯过鬼门关，密集的炮火把守关日军打蒙了
　修筑中印公路，缅甸之战成为激烈的交通战
第十七章 英雄的独木林
　中外丛林作战史上一场独特的战斗
　“树顶战场”，敌我双方在一棵大树上展开搏斗
　洞穴作战，敌方阵地紧贴我方阵地
　大榕树像一根拴马桩，把日军死死拴住
第十八章 开罗的暖冬
　丘吉尔的骄横态度，让蒋介石感到愤怒
　剖陈利害，罗斯福把丘吉尔拉回缅甸丛林中
　作为开罗会议参加国，中国代表团常常坐冷板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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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罗宣言》的发表，是中国人的盛大节日
第十九章 扬威胡康河谷
　中国军队反攻缅北，打乱了日军的作战部署
　激战胡康河谷，x部队一路摧枯拉朽
　发起总攻，孟关城外尸横遍野
　水陆空立体作战，瓦鲁班日军防线彻底崩溃
第二十章 攻占孟拱河谷
　用两只拳头砸碎敌人的两只“大螯”
　斧与锯：征服丛林的两样利器
　廖耀湘的紫藤杖敲开敌重兵防守的索卡道
　孙立人的象脚椅，助他运筹帷幄巧妙用兵
　战场成了军需库，廖耀湘和孙立人通话：恭喜发财!
第二十一章 “眼镜王蛇”行动
　密支那，中美军队锁定的下一个进攻目标
　中美特遣队的秘密行动和“摘除心脏手术”
　神兵天降，日酋尚在慰安妇的温柔乡中
　突袭日军机场，“威尼斯商人”款款而来
　“眼镜王蛇”行动成功!英国人颇为尴尬
第二十二章 密支那攻坚战
　首战失利，梅利尔身心交瘁无奈离任
　再战无功，麦卡门黯然去职
　第三轮攻势受挫，鲍特纳万分沮丧
　攻坚乏力，韦瑟尔斯忧心忡忡
　郑洞国临危受命，果断指挥，全歼守敌
第二十三章 五月渡泸
　对峙与冒险：日军向印度英法尔地区发动突然进攻
　斡旋与摊牌：蒋介石发出渡江作战命令。

　“五月渡泸”：Y部队10余万官兵突破敌人封锁，合击滇西
第二十四章 滇西大反攻
　腾冲攻坚：第20集团军令日军“黑风队”魂断古城
　松山之战：第8军8次进攻，3000“皇军”全员“玉碎”
　龙陵拉锯战：日军的“断”变为中国的“通”
第二十五章 x+Y=V
　中国驻印军扩编与史迪威将军黯然去职
　x部队攻占八莫、南坎
　第11集团军攻占芒市、遮放、畹町
　x、Y部队胜利会师，中印公路全线打通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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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而缅甸的战局仍然不断地恶化，特别是英军负责的西路作战，不断地传来令人忧心
的消息。
 放弃仰光后，在缅英军全部撤到了西线，将中路和东路防务交给中国军队。
英军在缅甸不断地打败仗，防区越来越小，部队越来越少，但是指挥层次越来越多。
亚力山大将军认为，他身兼缅甸总司令和在缅英军司令二职，还要具体指挥作战，职责过于繁重，因
此，要求增设军团一级机构。
印缅英军总司令韦维尔批准了这个要求。
于是，3月15日，斯利姆中将从印度飞到缅甸，就任军团长。
这样，斯利姆在亚力山大节制之下，负责指挥已经残缺不全的英缅军第1师、英印军第17师以及英军装
甲第7旅。
 在缅英军缺的是勇气，并不缺少将军，斯利姆中将的到任丝毫不能改变英军现状。
英印军第17师，在仰光以南的作战中受到日军重创，之后，虽然得到来自印度的少量兵员和装备补充
，但是在心理上已成惊弓之鸟。
从同古撤出的英缅第！
师，作战能力本来就不强，面对严峻的战场形势，士气也十分低落。
 而日军却是虎狼之师。
 在西路进攻的是日军第33师团。
第33师团从泰国攻人缅甸后，一直追赶着英军痛打，在仰光以南的狭长地带，重创英印军第17师。
3月8日，占领仰光以后，第33师团作短暂休整。
此期间，师团第二梯队也从中国战场赶到缅甸。
第二梯队由步兵团长荒木正二少将指挥，兵力包括步兵第213联队、山炮兵第33联队主力、辎重兵第33
联队主力。
在仰光经过10天的休整和补充，第33师团这只狼又嗥叫了起来。
 3月18日，日军第15军饭田祥二司令官给第33师团下达了如下作战命令： 第33师团在完成北进准备后
，应立即开始前进，沿伊洛瓦底江河谷前出到仁安羌北侧地区。
在此期间应尽量消灭当面之敌。
 樱井省三师团长接到命令后立即行动。
他将师团部队分为两路，分别沿着伊洛瓦底江东、西两岸向北突进。
原田栋大佐率领步兵第215联队，奉命从伊洛瓦底江西岸的兴实达出发，向北进攻，必要时转到东岸作
战。
师团主力部队以作间乔宜大佐率领的步兵第214联队为前锋，从伊洛瓦底江东岸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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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缅甸丛林是一片沉重而辉煌的土地，它属于上一辈人。
    20世纪80年代，我在研究抗战历史时接触到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抗日的零散材料。
于是，我冒冒失失地“闯”进了当年曾是野人出没的那片热带丛林。
我在北京逐一拜访当时尚健在的中国远征军的老将军们。
他们中有郑洞国将军、宋希濂将军、郑庭笈将军、覃异之将军，以及当年曾经参与设计、修筑滇缅公
路和中印公路的李温平总工程师。
老将军们领着我在缅北丛林里神游，向我讲述了当年中国远征军官兵在缅甸抗日的感人故事，还向我
提供了许多关于那场战争的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老将军们的殷切期待、热情鼓励下，我不揣浅陋撰写了长篇纪实文学《缅甸，中日大角逐》，并
于1990年7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此书出版后，在读者和学者中产生了广泛反响，多次重印，发行10万余册，被评为第三届全国优秀畅
销书。
    以《缅甸，中日大角逐》的出版为机缘，我又结识了散居在各地的许许多多的中国远征军老官兵。
他们及他们的亲属，通过各种方式和我建立了联系。
他们有的是来信索要书籍，有的是打听他们所关心的某个战友的下落，有的是反映他们生活的际遇，
更多的是向我讲述他们亲历的，或者亲闻的中国远征军当年征战缅甸丛林的往事，有的甚至希望我把
他们所经历、所知道的故事补充写进书里。
其情甚殷，其意甚切。
    我本人也深感《缅甸，中日大角逐》成书较早，限于当时的视野和历史条件，书中的内容难免有欠
缺，认识难免肤浅。
我有意于将此书作进一步的补充、完善，不辜负远征军老战士们的殷望。
我的文友唐得阳先生也热心此事。
年前，他专门就此事与我详谈，并提出一些指导性意见。
    在各方师友的关心推动下，于是，我动笔撰写了《国殇——中国远征军缅甸滇西抗战秘录》。
新作以《缅甸，中日大角逐》为蓝本，大量补充了远征军老战士们后来提供的珍贵的第一手素材，增
加了作者关于那场战争的新的认识，还参考或引用了近年来两岸解密的作战文电档案，新披露的回忆
资料，以及学界新的研究成果。
在新作成书之际，衷心感谢对此书提供了帮助的各位远征军老师长、老战士，以及文学界、史学界的
学长和朋友。
    谨以此书献给健在的中国远征军老战士!    并以此怀念长眠在缅甸战场的为数众多的中国远征军官兵! 
  作者    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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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殇(第5部):中国远征军缅甸、滇西抗战秘录》是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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