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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旭暠

在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得知
我在北京的老母亲也获得了一枚抗战胜利纪念章，真替她
高兴。

母亲的家乡在山西省黎城县东水洋村，曾是太行山抗
日根据地，也是刘伯承领导的八路军129师的驻地。从小就
听父母亲讲述过抗战期间所经历的诸多苦难，日本鬼子的
血腥和残暴以及他们是如何投身于抗击侵略者的运动之中
的。当时，我的姥爷申纪年任村长、舅爷申整年是武委会
主任。在他们的影响下，年仅十五岁的母亲申淑惠也参加
了抗日，并担任村里的妇女主任。她在扫盲运动中教村民
识字，组织妇女们做军鞋，为八路军筹集后援物资。当年
听来的那些故事，我仍然记忆犹新。

母亲后来毕业于太原化工学校，曾在北京市俄文友好
报、中苏友协、对外文委工作。1985年从北京协和医院离
休。值此之际，谨向我的母亲和一切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作出历史功绩的抗战老前辈，致以最
崇高的敬意。

十五岁的妇女主任:申淑惠

八路军通讯员：郭兰亭
文/范立新

上个月，获知母亲郭兰亭荣获抗日战争70周年胜利纪念章，
在大洋彼岸的我们全家，为90岁的母亲庆贺！

我的家乡在山东省黄县。抗战最艰苦的1944年，只有19岁的
母亲，痛感当时社会的不平等，认为到八路军里可以过上人人
平等的生活，就参加了八路军。参军后，她做了一名通讯员，为
八路军在敌战区传递文件，出生入死，十分危险。日本鬼子扫荡
时，曾被追踪，四处躲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占领了山东胶东
地区，母亲被俘入狱，幸而不久获救。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
母亲随八路军工作团接管青岛，当了教育系统的干部。后来母亲
考入山东师范大学，毕业后从事了几十年的教育领导工作。1982
年离休时，母亲是青岛丹东路小学校长。今年母亲已经90岁了，
身体健康，思维敏捷，喜欢唱歌，只是学微信有些困难，但她会
QQ视频聊天，让我们有机会看到老人家的容颜。祝我们的父母们
身体健康, 安享晚年!

地下工作人员：萧扬和瞿端安
文/萧苏红

我的父亲，萧扬，离开我们快四年了。一直想写点什么纪念他。父
亲家境贫寒，年少即丧双亲，十三岁就离乡去武汉打工，在武汉大楚报
印刷厂工作时接触到进步思想，参加了地下党的一些外围工作。十八岁
时，由中共地下党引领下密赴鄂豫边区参加了新四军。后因工作需要，
到湖南从事地下工作，历时五年地工生涯直至湖南解放。他与妈妈瞿端
安就是在地下党工作时相识的，两人都是当时湖南衡阳地下党支部的负
责人。解放后两人又都是国家干部，将他们的青春和精力都献给了国
家。文革对我们家就是一场磨难，文革后父亲在湖南益阳师专任教，85
年离休。父亲小时仅读过四年私塾，后来在革命生涯中全是自学，晚年
学写诗词，经常有诗文发表，还著有《晚笛》等书。

今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电视里看到那些参加过抗战的老兵参加
大阅兵，深有感慨。如果父亲还在，一定会与他诗社的老战友们赋诗作
词。现将他以前写的一些与他的抗日生涯有关的诗文附上，以作纪念。

忆投军

（四）
相携渡激流，一往不回头。
传令衔枚走，夜阑过敌楼。

（五）
敌前迂敌后，炼狱转芳洲。
蓦见红旗面，一歌双泪流！

注：“老四”，群众对新四军

的昵称。

·萧 扬

1945年5月，我由地下党交通带领，从沦陷区武汉，潜赴抗
日根据地鄂豫边区投奔新四军。同行八人，皆热血少年。

（一）
大野悲风劲，江城锁战云。
少年皆热血，结伴暗投军。

（二）
娓娓交通语，偷关重若轻。
重重封锁路，鬼子暗藏兵。

（三）
或扮串乡商，或装放学郎。
从容穿敌哨，“老四”几轩昂 ！

编者按：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中国政府向约21万名抗战英雄或其遗属颁发了纪念章。而在我们身边，就有
不少华人朋友的父母或先辈，就是这些抗战英雄。本报特刊登专题，向所有为中华民族的兴亡而浴血奋战的老兵们致
敬！

向抗战老兵致敬！

萧 扬 老 前 辈 佩 戴
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奖
章。

郭兰亭老前辈佩戴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

申淑惠老前辈佩戴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

“我们不怕死亡，我们怕被遗忘”

左上：在天安门城楼上，这位老人兴奋地向空中飞过的战
机挥手。

左下：还有一位老兵，在阅兵结束后依然久久不愿离去。 
右上：94岁黄埔老兵焦正辉看到电视里部队接受检阅敬礼

时，他也保持足足半个小时的敬礼姿势。孩子们怕他身体受不
了，劝他把手放下，歇了一会儿后，焦正辉还是对着电视敬
礼。                                                （来源：久久阅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