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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忠：参加了击毙日军阿部规秀中将
的战斗员  口述：陈云忠     记录：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实习生 钟叶    摄影：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吴小兵

刚刚过去的胜利日阅兵，101 岁的抗战

老兵陈云忠看得兴奋、自豪。这位参加过平

型关战斗的老人，现在四世同堂，子女孝顺，

孙子在部队当兵，也为他自豪。在为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重述自己经历反日军扫荡、参与

击毙日军阿部规秀中将的黄土岭战役，以及

与狼牙山五壮士相关的往事时，他依然精神

矍铄，目光炯炯。

人物档案陈云忠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14 年 10月
抗战经历：1937 年 7月，晋察冀一分区骑兵班；
1944 年 12月，冀察军区。

杨成武司令员多次表扬他
认真谨慎

1937 年 11 月 7 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 立晋

察 冀 军区，聂荣 臻 任

司令员兼 政 委。 这 是

八 路军创建的第一 个

敌 后抗日根 据 地。 中

共中央和毛泽东誉之为

“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

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

区”。晋察冀军区司令

部旧址位于太 行山麓

的 河北省保定 市阜平

县 境内。 晋察 冀 军区

下辖四个军分区，其中

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系杨

成武。陈云忠当时是骑

兵班长，负责保卫杨成

武所在的司令部。

 

我是四川省古蔺县

人。1935 年 2月，我参

加了红军，那年我20岁。

杨成武的队伍就驻扎在

我家后面，我瞒着家里

人去参军，到中央红军

红一军团第二师的侦察

连当侦察兵。最开始我

是一名没有枪的侦察兵，

因为部队的枪支很紧缺，

只有一些有经验的老兵

才有枪。当侦察兵比较

辛苦，需要在前面为部

队侦察敌情；也要在后

面为部队打掩护，阻止

敌人的追兵；大部队转

移后，我们还要赶紧去

找自己的部队。

我随红一方面军（曾

称“中央红军”）改编

的八路军115 师东渡黄

河走上抗日前线不久，

1937年7月就当上了晋

察冀一分区的骑兵班

长。我们的司令员是杨

成武。我在杨成武跟前

当骑兵班长，整个司令

部都是我们保护。骑兵

班要负责护送整个军分

区的领导出行，特别是

到汉奸或土匪多的地方，

更是要保持警惕。杨成

武司令员还多次表扬我

认真谨慎。还有就是司

令部要去前线，我们也

要陪着他们上前线，要

保证他们的安全。

我们在采访时，曾表示感谢

他们当年的奋斗才换来我们如今

的幸福生活。陈老却摆摆手，说：

“谢我什么？不需要谢。要谢就

谢共产党，谢毛主席！”

陈老一生经历了无数次战

役，在炮火纷飞的年代，没有一

丝胆怯，以血肉之躯抵挡枪林弹

雨、接受生死考验，为我们后辈

搏来和平生活，这是陈老身上的

刚强之处。而在当下，种菜、做

家务、聊天、钓鱼，是陈老晚

年的生活常态，已过百岁的他每

日悠然自得、随心而活，吃饭从

不忌口，想吃就吃，过得甚是潇

洒自在，这是陈老身上的柔软之

处。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刚一

柔，才使他年逾百岁却活得年轻

富有活力。祝福所有的抗战老兵

都幸福安康！

（感谢湖南省军区东湖离职老干部休养所提供采访帮助）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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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名将之花”命丧太行山

1939 年夏， 日本 加 大了对

抗日根据地的重点“扫荡”。不

过，在日本国内被誉为“名将之

花”的阿部规秀中将没有想到，

他将会在黄土岭战役中被杨成

武的部队击毙。日本《朝日新闻》

更以通栏标题哀鸣 ：“名将之花

凋谢在太行山上。”

而陈云忠在此次战役中，也

被一块弹片打进右肩，直到 1951

年才取出。

 

1939 年 10 月，日军派了两

万余人，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

冬季大扫荡。我当时在的八路

军晋察冀军区奉命狙击，黄土

岭伏击战就开始了。因为日军人

多，我们人少，为了增加一线力

量，我这个警卫员也被调上前

线，并且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分

区特务连三排排长。我们是打

鬼子的增援部队，从易县增援

到黄土岭，负责打敌人的后方。

我们晚上埋伏好，发现敌人来

了，进入我们的包围圈后就猛

打，速战速决，很快结束战斗，

但是我在那里负了伤。当时敌

人的一个小钢炮打过来，一块

弹片打进了我的右肩，由于那时

候医疗条件落后，只对我进行

了一些简单的处理，这块弹片

直到 1951 年才被取出。我受伤

后，被送到医院和后方的老乡

家里休息。后来，就听说阿部

规秀被打死了。

在医院时，白求恩给我看了伤

口，上了药。他经常安抚伤病员，

对伤病员很好，大家都很喜欢他。

1939 年他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

去世，当时我们开了追悼会，很多

人都去了。

敌人在晋察冀军区扫荡时实

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

抢光，因为当时部队驻扎在山区，

粮食不多，最紧张的时候，就要

突破日本人的封锁线，跑到平原

地带的敌占区去“借粮”。那时，

虽然日子很困难，但是我们很少

去老百姓家里吃，多吃野菜。我

是四川人，口味偏爱麻辣，那时

候根本没有什么麻辣的东西，辣

椒也难得，我就把辣椒叶子晒干

了当烟抽，提神，辣椒叶子吃了也

有辣味。

狼牙山五壮士是他的战友
1941 年 9 月， 日军 分三 路

向易县进攻，想要包围剿杀杨

成武司令员指挥的晋察冀军区

一分区。杨成武司令员就制定

了“ 围 魏 救 赵” 的 作 战 方 案，

命令三团、二十团假装攻打管

头、甘 河这一带的日军，促使

日军从狼牙山东北方向调兵增

援，方便被围的游击队员与人

民 群 众 从 狼 牙 山 东 北 方 向 突

围。就是在这时，涌现了后来

有名的狼牙山五壮士，他们是

陈云忠的战友。

狼牙山五壮士当时是晋察冀

一分区一团七连的战士，而我们

是侦察连。部队转移时，我们发

现敌人已经拉开了一个巨网，把

整座狼牙山包围了。

我们当时就地躲藏，用树枝

挡住自己，拿玉米杆搭成棚子，

躺在里面，但有的伤兵藏在里面

还是被搜出来了。那七连的战友

为了拖住并吸引日伪军，就把日伪

军引向狼牙山的悬崖。那时候子

弹都打完了，他们就用石块去砸

日伪军，后来没办法了才跳下狼

牙山。

两个没有牺牲的狼牙山壮士

葛振林和宋学义，我在医院里面

见过他们。他们有很大的功劳。

解放后我和葛振林都在湖南，我

们经常交往，聊聊天，说说当年

的事情。我甚至开玩笑说“你们当

时是跑不快，所以被日军逼得跳

下去的”。

喜欢种菜钓鱼吃KFC
初次见到陈云忠老人，他饱

经风霜的脸上两只眼睛深陷进

去，却深邃明亮，和蔼的笑容让

人顿感亲切。作为百岁老人，陈

云忠非常喜欢钓鱼，只要说起钓

鱼，双眼顿时更为明亮。这或者

是他的养生之道吗？

 

我今年已经有101岁了，身体

还很硬朗。以前都是在打仗，战火

纷飞的，没有时间享受生活，现在

闲下来了，能做的事情就多了。

平时我喜欢与干休所的其

他老同志打牌、聊聊过去的事

情。我退休以后，就在房子前

后开了荒种了地，也喜欢自己种

些菜，然后自己煮来吃，每天

自己动手熬上一锅粥。我比较

喜欢辣的东西，四川人嘛，还

是要吃麻辣，吃的清淡了口里

没味道，我早餐也是要老干妈

就馒头的。我还喜欢吃 KFC（肯

德基），那个老头子的东西很

好吃，我经常让家里人去帮我

买。只要是我牙齿咬得动的，

我都喜欢吃，不忌口。不过我最

喜欢的还是钓鱼，有了大把的空

闲时间，我就开始买钓竿学钓鱼

了。在我的带动下，东湖干休所

里已经有四十多位老人喜欢上了

钓鱼。我的眼神还很好，下半年

干休所里要举行钓鱼比赛，那我

肯定要拿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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