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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贵，出生于1922年8月16日，家住达县渡市新

街166号。1938年10月入伍，随99军99师师部卫生队

参加抗战。

抗战老兵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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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10月，刚满
16岁的王芳贵就入伍抗
战，训练一个月后就上了
前线。

“我从南充太平镇太
平乡银沟村青岗嘴入伍，
送到川北师管区，经过万
县到达宜昌，船上拉了很
多前线下来的伤兵，乘小
船到湖南的浦口，经衡阳
到江西，训练一个月，背
上子弹又回到湖南。当
时桥口、湘阴、新墙河（马
家桥）一带正在与日军激
战。我被编入99军99师
师部卫生队，当看护兵。”

为了给建川博物馆、南京大屠
杀纪念馆以及中国抗战纪念馆收集
抗战老兵手印，四川省抗战历史文
化研究会的志愿者让王老按下了自
己的手印。

在手印旁写下自己的名字后，
王老讲述起了湘阴战役，日军的凶
残和曹克仁营长的牺牲成了王老心
中永远无法抹去的一道“恨”和
“痛”。

“1941年下半年，99师在湘阴
作战，我们卫生队住在城外的山
上。日军的飞机轮流轰炸湘阴县
城，大部队向城里发动猛攻。日军
久攻不下，伤亡巨大，派出海军的部
队偷渡过河，还派出了伞兵部队，天
不亮，有大雾，包围了湘阴城，同时
将文星桥破坏。”

“督战的朱师长被卫士救走，只

剩下曹克仁营长的几百人，曹营长
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打仗很厉害，抵
挡几千日军，差不多打了一个星
期。在弹尽粮绝的时候，被日军抓
住。这些日军为了报复，将我的兄
弟们和伤兵捆绑后，用鞭打、刀剐杀
死。曹营长气得大骂日军，被日军
割烂嘴唇，割下舌头、鼻子，挑瞎双
眼，斩断两手，最后用刺刀开膛，将
曹克仁营长的躯体钉在墙上，淋上
汽油烧，其他官兵被机枪全部射杀，
连伙夫也没有放过。”

“日军退去后，我们从山上下来
清理战场，掩蔽排负责埋尸体。为
祭奠牺牲的兄弟，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们都在头部上方点上大香，这炷
香也许就是给自己点的香，因为什
么时候死，哪个晓得哦。”

“那些年，家人跟着我吃了不少苦头，但我一直相信一切都会变得好起
来！”王老现在四世同堂，儿孙绕膝，安享天伦之乐，“战争太残忍了，也只有
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老百姓也才能真正安居乐业！”

抗战结束后，王老回到家乡，依靠部队学到
的那些医疗知识和技术开始了自己的从医生
涯，谨遵“悬壶济世”，成了乡亲们敬重的“王医
生”。而王老与“医”结下不解之缘，邓靖文是让
他一生最为感激的恩师。

“邓靖文是我的长官，湖南益阳人。他是部
队的医务主任，在贵州结婚，妻子是苗族人，在
斯平县开了百家堂，邓长官教我认字，教英文字
母，解剖学。打仗或者转移间歇，他会用小黑板
挂在树上上课，同时叫我管药房。有次我问他：
‘您怎么不教杨少平呢？他有文化，又聪明。’邓
长官说杨少平这人太聪明，太调皮，学医的人一
定要严谨。”

□本报记者 郝 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