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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前，中国
军民在亚洲战场牵
制敌人，为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的最后
胜利做出巨大的贡
献。自 1937 年至
1945 年，中华民族
与 侵 略 者 殊 死 抗
争，付出了巨大的
代价。2015 年，为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和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0 周
年，本报“纪念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专题采访组
一行，实地采访调
查，追索胜利背后
的家国情仇，寻访
革命先辈的光辉足
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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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国远征军—记中国远征军老兵尤广才老兵尤广才

杜恒说，父亲尤广才现在
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

市朝阳区第四支部
的党员，至今仍不
顾 高 龄 ， 身 体 力

行，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奔
走宣传。2011年 10月，老人编
著的《血鉴——一个远征军抗战
老兵的回忆录》一书出版发行，
他希望更多的人能记住那段历

史，记住民族苦难的时刻。去
年，老人受邀参加了纪念全民族
抗战爆发 77周年和纪念抗战胜
利 69周年的纪念活动，两次受
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切接见。

他的爱国事迹受到两岸媒体的广
泛关注，四川建川博物馆抗战老
兵手印广场，还专门拓印下了老
人的手印向世人展示。

驻印远征军攻打八莫、腊
戍，并打通滇缅路后，应国内
战场需要提前回国，尤广才所
在的第 50师于 1945年 5月最后
回国，被空运到南宁准备进攻
华南日军。1946年 2月，尤广
才随 50师从九龙登上美国第七
舰队登陆艇，在秦皇岛登陆，
转乘火车经过山海关开进新立

屯、彰武，3月中旬开到沈阳，
北上铁岭、开原。东北内战拉开
帷幕，尤广才亲历了四平战役和
德惠之战。1948年，尤广才晋
升为 150团少校团副，8月被调
往沈阳，驻守在辽中的茨榆坨。

1948 年 9 月，辽沈战役打
响，尤广才刚刚新婚，待他回到
沈阳时，沈阳已经解放，尤广才

遂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投
诚。因为尤广才不愿参加内战，
只想当老百姓，遂被安排回沈阳
定居。

因为曾经是国民党军官的身
份，尤广才被劳动教养，后来妻
子与他离婚，再后来被遣返回老
家峄县，到西王庄公社插队，先
后做过赤脚医生、民办教师等。

“文革”期间，尤广才被安排到
村里劳动，直到 1980年才完全
摘掉“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得
以凭着远征军时的英语底子，到
西王庄乡中学当了一名英语教
师。 1992 年， 70 多岁的尤广
才，从西王庄中学退休，得以和
23年没见面的女儿团聚，目前
随女儿一家在北京生活。

抗日战争期间，中英军事同盟组织的中国远
征军在印缅与日军作战多年。其中也有枣庄人的
身影——陆军五十师特务连上尉连长尤广才。为
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近日，本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采访
组记者联系了尤广才的女儿杜恒，对老人当年的
抗战事迹进行了了解。

驻印军50师官兵参加战友墓葬仪式习主席亲切接见尤广才

数年前，记者曾与尤广才老
人有过一面之缘，那时的他耳聪
目明，身体硬朗。但近两年老人
的健康状况不是太好，96岁高
龄的他出行靠轮椅，起居由女儿
照顾。曾在中国驻芬兰使馆和马
达加斯加使馆担任过多年外交官
的杜恒女士，很乐意向别人介绍
父亲尤广才的故事。在她的记忆
中，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男人，
因为他自己的那段远征军的经
历，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命运，并
使很多家庭成员受尽了苦难。但

在今天看来，父亲当年的抉择没
有错，随着她对远征军历史研究
的深入，她越来越觉得父亲形象
的高大。

尤广才的老家在台儿庄顺河
街新关庙的东墙外。当年在台儿
庄，“燕、尤、赵、万”被称为

“四大家族”，尤广才的本家祖父
尤民曾跟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
这对尤广才影响很大。

尤广才的曾祖父是清代的举
人，祖父是童生，耕读传家，那
时家境还比较优越。尤广才不满

四岁时，祖父、父亲同时去世，
两口棺材同时停在西屋和南屋。
后来家道败落，举步维艰，全靠
着母亲拉扯着他和哥哥艰难度
日。那种凄惨，尤广才后来每每
提起总是唏嘘不已。

10岁那年，尤广才一家搬
到了峄县城里，并在峄县北街小
学、高小上学，老师中，很多都
是国民党或共产党，邵子真、孙
伯龙、张捷三等峄县著名人士都
是他的老师。他们传授的革命思
想，使尤广才很早便了解了孙中

山的“三民主义”和“和平、奋
斗、救中国”的主张。小学毕业
后，因为义务当灾民文化教员，
尤广才受到峄县图书馆馆长孙海
秋的青睐，得以在图书馆工作两
年。两年里，他博览群书，并积
极张贴标语，参加抗日宣传活
动。1938年3月，日军兵临峄县
城下，台儿庄大战一触即发，尤
广才跪别母亲，离开家乡，投身
到了抗日救亡的洪流中。

尤广才和孙海秋馆长一行人
先到了周营弯槐树村附近住下，巧
遇已经参加了游击队的邵子真老
师，邵想吸收尤广才为游击队员，
但被有报考黄埔军校想法的尤广
才婉拒了。台儿庄大战结束，尤广
才带着仅有的六块大洋，告别孙海

秋，只身一人到了徐州。随着局势
的变化，尤广才随部队向着西南
撤退，十余天后到达第五战区司
令部所在地河南潢川。

此时，由战区司令长官李宗
仁创办的第五战区“潢川青年干
部训练团”正在招生，尤广才被

顺利录取，后归并中央战时工作
干部培训团，被编入战干一团三
总队，其间，曾多次聆听蒋介
石、周恩来、叶剑英等国共领导
人的讲话。1939年秋天，尤广才
随战干团到了四川，毕业后留校
当了区队长，后战干团被裁撤，合

为黄埔军校二分校第16期。1940
年，战干一团解散。第二年春，经
人介绍，尤广才和其他几位同学
辗转到了云南文山古木驻防，黄
维将军担任军长的54军，成为军
部军官训练团的教官，分期、分批
轮训部队的连排长。

1941年，尤广才任云南第
54军特务营排长、连长，部队
在滇越边境驻防，防御在越南的
日军进犯。3年后，其所在的50
师和 14师一起被编入中国驻印
部队，飞越“驼峰”空运入缅甸
对日作战，即第二次远征，亲历
了西保战役。

尤广才老人的女儿杜恒说，
1941年到 1945年，盟国援助中
国物资的81%是通过“驼峰”空
运实现的。这条航线从昆明到印
度东北加兰邦的汀江机场，全长
840公里，高度在6000米到6500
米之间，空气稀薄，受气流影
响变化大，很多飞机因此坠到
山谷里，机毁人亡。“驼峰”是
日军空军和高炮控制区，又被

称为“死亡航线”。通过“驼
峰”航线，中国向印度运送境外
对日作战的远征军士兵，再从印
度运回汽油、器械等战争物资。
50师在云南边境接受了美军的
武器装备，尤广才及他的战友们
飞越了著名的“驼峰”航线，进
入印度、缅甸。

杜恒后来曾撰文说：“1945
年3月，父亲时任中国远征军50
师特务连上尉连长。在攻占缅甸
北部的密支那后，全连官兵群情
振奋要求打仗，父亲向潘裕昆师
长请战，终于得到批准。3月16
日，149团进攻西保，拂晓时对
敌人发起进攻，在炮兵火力掩护
下，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父亲
带着传令兵和号兵到一排阵地察

看情况。行进中，被日军发现，
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刹那
间，跟随父亲的号兵不幸中弹身
亡。父亲不敢懈怠，摸爬滚进，
继续向前。来到一排，只见阵地
上刀光剑影，杀声震天。我军战
士正与日军展开肉搏。父亲急忙
叫传令兵传令第三排投入战斗。
两个排拼力厮杀，敌人终于败下
阵来，尸体遍地，逃兵蹿离。经
过一天的战斗，占领敌人盘踞的
西保重镇，这是继密支那战役之
后，又一次奇袭成功。”

远征军老兵的后人，前些年
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
《驻印军第五十师缅北战役战斗
详报·陆军第五十师缅甸西保战
役有功官兵勋绩表附表第八》

里，发现有关尤广才的“功勋事
迹”：“尤广才，师部特务连上尉
连长，二十八岁，军校十六步，
忠勇果敢，指挥从容，行动坚
决，于三月十六日一举攻破敌人
坚固阵地后，追击数英里，使敌
人不逞而抵抗。”

杜恒说，对于这段远征缅甸
的经历，尤广才写下《念奴娇·飞
越驼峰》一首感怀：“穿越云海，战
心切，大军远征印缅。驼峰横亘，
听说是，海拔万仞险关。敌炮轰
隆，高寒抖颤，胸中烈火燃。遥想
当年英武，觅敌求歼，敢骑虎登
山。万里擒贼囊物探，国威军威
赫显。战地神游，激情油然，重
现当年。疾风劲草，无愧吾生人
间。”

□ 逢盛世著书《血鉴》

□ 经磨难命运多舛

□ 遇大战背井离乡

□ 为救国报考黄埔

□ 越“驼峰”远征印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