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年腊月间，我随8师编入中国
远征军54军，坐飞机到云南沾益，2月
换装美械，3 月进驻贵州晴隆和安龙
整训。1945年6月参与反攻广西，8月
进占南宁。日本投降后，10月进驻广
州受降。”抗战结束后，罗老因为不愿
意打内战，便请假回家，一直在老家以
务农为生。当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会的
志愿者去看望罗老时，罗老很是激动，

“保家卫国，义不容辞。现在国家强大
了，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这些
活着的，还有那些与日本鬼子进行殊
死战斗不幸牺牲的战友们都会倍感欣
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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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8月，我家中有四弟兄，几个哥哥
都已经结婚，母亲早年去世，按照当时的规定我
家必须有人当兵，思来想去也就只有我去了。”
罗奎说到当年入伍的场景，自己也忍不住乐了，

“我主动报名从军，但个子太矮，接兵部队不要，
先后9次都没被选上，最后一次家里给接兵军
官送了鸡鱼，才被准许入伍。翻过秦岭后在宝鸡
交给正式部队时，新兵连的杨连长是大竹人，见
我个头那么矮小也让人把我送回去。我一听，坚
决不回家，好说好歹最后终于留了下来。那个时
候装开水用的斑竹筒筒，筒筒上面串一根绳索，
杨连长的勤务兵把绳索提断了，开水一下淋到
我脚上，烫伤很严重。家住土溪的张班长好心找
来个毛驴把我给驮上。一直驮到甘肃，安排进野
战医院医治。我记得一起住进医院的有63人，
活下来的就只有我和另外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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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老兵档案：

罗奎,出生于1923年5月，渠县清溪场

人。1942年入伍，先后在灵宝、潼关、广西

等地与日军作战。

国难之时，他们入伍从军；抗战之中，他们浴血疆场。日前
记者与四川省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志愿者一道对达州抗战老
兵进行了逐一寻访，追忆他们走过的烽火岁月，记录他们保家卫
国的热血情怀，并将这些搜集到的老兵影像资料进行了整理，特
推出《抗战老兵档案》。

抗战老兵如今全部年过九旬，留给我们的时间是如此有限，
为了追上他们如风消逝的身影，唯有留下他们的影像资料，作为
对他们最好的纪念方式，并以此昭示后人，更好地传承爱国主义
精神，勿忘国耻，勿忘这段抗战史。

“我那批入伍的新兵
死得较多，战斗部队也就
不来接兵，我就留到 57 军
医院当了看护兵。通过一
年 多 的 训 练 和 学 习 ，到
1944 年夏天，日军入侵河
南灵宝，陕县一线，要进入
潼关，占领西安，我们接到
命令务必赶在日军到达之
前驻守关隘，抵抗日军。
当时正是麦子成熟的季
节，步兵赶紧帮老百姓抢
收麦子，然后工兵就在收
完麦子的土地上昼夜不停
地修筑战壕。”

灵宝战役是豫西会战中规模最大，
战斗最激烈，也是牺牲最惨重的一次战
役，前后打了 20 天。中国军队兵力十
万，罗奎所在的第8师担任主力，与97师
共同防御。

“日军的武器比我们好，而且还有重
炮和坦克，空中又有飞机轮番轰炸，导致
我们伤亡很大。当时，我们没有对付坦克
的武器，只好用手榴弹绑在一起，放在日
军正在进攻的坦克下面，另外就是埋雷，
实在没有办法，就挖壕沟来阻止日军的
战车。战斗太惨烈了，一颗炮弹飞来，有
的士兵当场被炸成几块，断腿、断手掌到

处都是，尸体成山，鲜血染红了麦子地，
风一吹血腥味就四处飘散。我在一线阵
地上给伤员做简单的包扎、止血后，由担
架队将伤员送往战地医院或后方医院。”

“军长刘安祺在撤退时，因为太累，
连马都骑不稳当。第8师在灵宝战役伤
亡八千多人，王副师长也壮烈殉国，97
师和军部被突围的日军反包围，死伤也
过半，师长由于提前撤退，被枪毙在临
潼，团营军官牺牲的就太多了。但是日
军伤亡同样巨大，也没有占到便宜，而且
并没有达到占领潼关的目的，只有撤退，
至此，潼关再无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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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郝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