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忘的老兵 

 陈广祥  

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事情让我们都己淡忘了，但那些浴血奋战的英雄，将

终究在我们心中，永远的铭记并传承下去，让我们的后人永远地记住他们。今天

要讲的这位老兵，已被人遗忘了，但他那一生戒马生涯的事迹，在少数人中传承，

至今难忘。这位被人遗忘的老兵，他就是黄埔军校炮兵系，第十三期学员张永纲。  

张永钢一九一六年五月初生，北京市房山区河北镇口儿村人。民国时期，父母寒

心如苦培养他上学，让他成家立业，而他却不愿一生在山沟里悠闲，没有跟家里

商量，决心走出大山，奔向那杀敌的战场。  

一九三六年初春的一天，他报效祖国，离开可爱的家乡，离开了生他养他的

地方，那个山青水秀的村庄。毅然考取了黄埔军校，他是黄埔军校炮兵系第十三

学员。在校期间，他刻苦学习，钻研军事技能，成为炮兵系高材生，并获学校的

嘉奖，毕业进了国军第六十军 182 师当炮兵参谋。  

一九三七年秋天，他曾回过家乡准备看望年迈的父母，千里迢迢回到家乡，

没有到家门，当他走到坨里时，看到日本的炮楼，直到河南村都设有日本的炮楼，

鬼子伪军横行霸道，感觉到自己的家乡也必将遭到日伪的侵略，他义愤填膺，产

生了对日本侵略者刻苦仇恨。他没有回家，而且放弃了看父母的愿望，回到部队

他热血沸腾，毅然投入抗日队伍之中。他随部队转战大江南北，满腔热血在胸中

燃烧。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胸中燃起愤怒的怒涛。体现了一

个热血青年应有的气质和勇于担当责任。  

他一生中经历即坎坷又传奇，在生死线上显示出他超强的智慧和胆识。虽然

误入了国军系列，但他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他曾参加过台儿庄大战。这

是国军最辉煌的一次战役。 

 那是一九三八年初，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人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日本侵

略者，从芦沟桥事件开始，准备战领整个中国，它们痴心妄想。英勇的中国人民

不畏牺牲，勇于战斗，打击日本侵略者。特别是台儿庄战役，也是他参加国军最

残酷，最激烈的一场战役，而是写入历史中最辉煌的战役。中国军队也打出的威

风，让世人知道中国军队大获全胜。 



那是在一九三八年初，张永纲所在的部队徐州的滕县打阻击战，当时滕县上

空飞机横飞，炮火连天，硝烟迷漫，当一颗炮弹落在他附近，他凭着炮兵的

知识，迅速跳入另一个弹坑，死亡擦肩而过，惊险随之平静，抖了一下身上

的炮土。他更加勇敢和智谋冲杀在抗击日本的战场。当时到处是战火飞纷的

场面，日军强大的攻势，大有亡我国之心。但中国军队奋力反击，做为一名

炮兵连级军官，打出的每一发炮弹，可以说都仇恨的炮弹打在强盗的阵地，

遍地开花，使日本侵略者如丧家之犬。而中国军队为保家卫国，而英勇献身，

那是军人的天职。每个军人只有牺牲一切，这才是军队的责任，就是剩下一

兵一卒，也要勇敢去战。如不这样对不起国家和人民，那是军魂的气质，那

是气壮山河精神。战场上的将士在身中数弹之后，血流不止，还在呼喊着：“中

华民族万岁“那都是中华儿女，欲血奋战的勇士，还有那不怕牺牲的精神。在

滕县阻止日军的进攻，打垮了日本精锐之师，也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做了

巨大的贡献。 

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打破了日本鬼子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中华

民族抗日的士气，坚信了中华民族抗战的决心，也给那些抗战消极的人沉重

的打击。 

台儿庄战役结束后，张永纲随部队南下，来到美丽的云南。一九四一年底，

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的侵略扩张，中华民国与英国方面在重庆签暑《中

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英军事同盟形成，中国支持英国在滇缅抗击日本法西

斯，并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组建中华民国远征军。 

张永纲也是去远征军的人选，他所在的炮兵团也将出征缅甸，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官兵们也充分准备，试目己待，来迎接这场出国作战，为了保卫祖国西南美丽的

家园。 



但事必其反，经过刻苦练兵的张永纲等到命令下来，他却被留在了云南有特

殊任务，没能参加远征军出国作战，该团却被他的一个黄埔校友带团出征，

后来听说这位战友在缅甸一次战役中，因受敌人重重围击，在突围中壮烈牺

牲。每当提到这段经历时，张永纲都泪流满面，心中内疚。那次出征任务，

本就是张永纲，却没想到落到了战友的肩上，而且壮烈牺牲，长眠在缅旬国

土上，让他永远怀念那朝昔相处的战友，他那同窗黄捕校友。 

虽然没有参加远征军，在那战争年代，枪林弹雨，处处有危机，时时刻刻都

有牺牲的可能，更何况他是一位军人，一位黄埔出来的军人，有着智慧和才华，

实足的判断能力和英勇的斗志。 

有一次张永纲去拜访一位黄埔老校友，在朋友家住了两天，回去时那位校友

怕他迷路，便找一位马帮的朋友有些照应，让张永纲随马帮一起走。而云南地处

高原山林，山谷峭崖。而马帮在云南崎岖的山路行驶，马帮这职业也是很危险的，

土匪、山洪、疾病威胁着他们，也随时有危险发生。他同二十多位马帮朋友享着

小曲，曲声玲声混在一起，声音悦耳响彻山涧小路，那真是山涧玲响马帮来，这

是马帮的标志，他们运着布匹，食盐，茶叶在山涧中来回贸易，生意很兴隆。 

当马帮队行驶到一山谷之中，突然遭到土匪的抢劫，上百名的土匪，手持刀枪在

山涧中袭击了这伙马帮，顿时枪声响成一片，子弹横飞，土匪们手持大刀直冲马

帮队中，使人马惊吓，让马帮没有还手之力。而张永纲凭着他多年的战场经历，

他深知土匪是抢物不抢人，而马帮却舍命不舍财，自己又不是大姑娘，被抢去成

为压寨夫人，而他又身无任何物品。他凭着自己的智慧，把他身上唯一的衣服脱

给了土匪，就这样，他躲过这一劫。回来之后，想起那段经历，让人毛骨悚然，

时刻不忘那惊险的一幕。 

后来回忆，那次惊险的一幕，就是电影《山涧玲响马帮来》就发生在张永钢

当时遇险的地方。 

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兵，有着传奇的色采，更有超人的智慧，枪林弹雨，炮声

隆隆，煅炼了他坚强的意志，云贵高原上更显示他的军事才干，出生入死，不畏

艰险。为了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献策献计，始终充满了对日本帝国主义

的仇恨，而且坚定把日本赶出中国的决心。 



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卢汉作为中国战区主官去越南河内

参加日军投降仪式。张永纲所在的部队也随卢汉将军带领下，日夜兼程直奔越南

河内。一路上铁路被破坏，公路严重受损，加上车辆极少，只能步行，部队穿越

渺无人烟的原始森林，森林里闷热潮湿，蚊虫成阵，蚂蟥叮咬，有时还有黑枪打

过，防不胜防。指挥官只能派出小股部队前面侦察探路，那些抗拒投降的，但中

国军队也给予猛烈的打击。有些日军丢盔弃甲，抱头乱窜，许多不愿投降的日军

疯狂跳江，企图顽抗，被中国军队团团围住，全部消灭。一路上也是惊险不断，

边打边走，一路狂奔直至越南河内。 

进入越南河内后，中国军队最高指挥卢汉将军参加受降仪式，还有越南临时

政府官员，美国代表，英国联络部官员参加。中国军队便迅速接管越南境内的集

中营，集中营里有法国战浮，印度战浮，中国军队迅速解除看押人员的武装，解

除战浮关押，恢复自由。并与有关国家政府联络，接回所有战浮。 

看似是受降，而处处都隐藏的危险，中方军队在北方接受日本投降，而英方

军队却在南方接受日军投降。在越南河内，大街上外国人较多，而又复杂，而在

礼堂内。卢汉与两位参谋长接受日军 38 集团军投降。日军在受降书上签字并呈

上花名册，物资上交情况表。随后卢汉宣谈命令，当时日军显得很狼狈，那种不

可战胜的神话被抛的九宵云外，他们被集中在一起，外出要请假，而遇到中国军

人，还是立正行礼，昔日的疯狂的侵略者，瞬间变成一个归顺的小羊。张永纲这

位国军一位高级参谋，亲眼目睹这一辉煌的时刻，也是激动人心的时刻。中国军

队自甲午战争之后，以胜利者接受日军投降。 

在越南参加授降后，历经一年多的时间，张永纲这位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老

兵，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在国际环境极为复杂的情况下，完成他组织交给的任务，

并顺利地返回祖国，仍然为炮兵的高级参谋，为云南和平解放默默地工作，尽到

一个老兵的责任。 

战事突变，大势所趋，一切都以人民意志为转移。这位有着爱国之心的老兵，

面对当前的形势，云南即将阳光普照。在云南这个美丽的地方，因位于“云岭之

南“而得名，并有“七彩云南“之称。而云南这个地方，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地

方与中央之间的矛盾都很尖锐。做为卢汉将军手下高级参谋张永纲，他深知卢汉

的处境，兵少将寡，而原 60 军在东北起义，九十二军又在锦州被解放军打垮，



而手下只有九十三军加之地方保安团这些部队。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八军和第

二十六军在一旁虎视眈眈，随时有吃掉他们的可能。 

而在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攻击和军事打击下，卢汉部队显得更加不安，只

有寻求一条光明之路，那就是走和平解放云南，成为人民的功臣。而在种环境下，

国民党政府私心滔天，排斥异己，而且特务活动猖獗，使得民众更加向往光明。

父老则冤苦填膺，青年则延而走险，人民革命的洪流是不可挡，形成一种强大的

热潮，冲积着国民党反动统治，人民将迎来光明。 

为此，张永纲也暗中工作，望早日弃暗投明，实现云南和平解放，让处在水

深火热的一千多万云南各族人民必免战争的创伤，过上和平的日子。起义之前，

召开军事会，将中央军第八军李弥，第二十六军余程方招来，被当场扣留看押起

来，同时也将国民党特使张群热情招待在卢汉公寓中，使他失去了自由。12 月

9 日，卢汉坐车来到光复楼宣布起义。云南脱离国民党反动中央政府，国民党军

队，各专员，县长维护地方秩序，听候人民政府接管，10 日凌晨，在昆明，五

华山等地都升起了五星红星。 

而一些反动势力，还有国军第八军，第二十六军顽固抵抗，向昆明发起进攻。

于是一场昆明保卫战开始，他们坚守阵地，而第八军和二十六军孤军作战，最后

在解放军强大的攻势下，迅过进入云南消灭这帮残敌。由于解放军行动神速，致

使残敌惊惶失措，军心瓦解动摇。除一小部分空运去了台湾，零星残敌逃入了越

南，还有少数残敌他们抢渡红河，逃窜云南去了境外，其余全部被歼灭。起义部

队与解放军胜利汇合，昆明城一片欢呼声，庆祝昆明和平解放，人民欢呼声响彻

昆明的上空。 

云南和平解放后，张永纲的部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军，成为人民

子弟兵。于是他做为解放军指挥员，带领部队在西南这个土匪居多的地方剿匪战

斗。穿山林，越山谷，凭着他在云南的经历和了解，在剿匪中战功显赫，被西南

军区特设嘉奖。  

那是一九五一年秋，当张永纲的立功喜报由地区政府敲锣打鼓送到张永纲老

家中，立功喜报上面有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邓小平签暑命令。家里人

才知道张永纲还活着，而且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年迈的老母亲喜出望外，

“噢，我儿还活着“，老母亲把立功喜报捧在手里，热泪盈框，嘴中说不出话来，



这么多年让母亲伤心痛哭，每到清明还是为他烧纸祭扫，如今看见儿子的立功喜

报。  

自从张永纲不辞而别离开了家乡，当时也不知他的去向，而且那时又处在战乱时

期，通信不畅，不知死活，年轻的妻子为此等着张永纲的归来，忧虑时常，卧病

在床。这次看到立功喜，连说几句：“永纲还活着，永纲还活着“，但终没有等

待丈夫的回来，却在一九五五年秋离开了人世。  

立功喜报传递着张永钢以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并煅练成一名优秀的指挥

员，而且为祖国的国防事业默默地工作，做了突出的贡献。这样家乡与云南书信

来往，传递着各地情意。 

一九八三年九月的一天，张永纲终于回到了故乡，他带着岁月的痕迹，当他

踏上家乡的土地，一样都变了，河套河里己变成了柏油公路，院前的大槐树己不

见了，他感到很陌生，当年的小煤窑己变成了国营大矿，可日夜思念的父母早己

去世，还有结发妻子一直得不到丈夫的消息，忧郁成疾，却相继离开人间，就连

他的老兄弟也过早地离去。这让张永纲悲痛，他触景生情，很是悲伤，于是他却

流下那伤心的泪水，家里人也跟着伤心。离别四十七年，终于回到故乡，家中却

失去了四位亲人，他痛恨战争，给人民带来了灾难，让他心中牢记。 

早年一起的伙伴相聚家中，来看望这位几十年没见的少年时的伙伴，如潘自

然、潘金城、朱启芝、蔡泽如、潘希文等，昔日的小伙子，现在都己到花甲之年，

张永纲跟他讲走后的经历，走出大山，去黄埔军校上学，参军打日本直到一九四

九年十月云南和平解放，他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过程，经历坎呵而又传奇，危

险随时都有，特别是云南和平解放前期，他在国军里有十多年的经历，国民党相

当黑暗，派系分别清晰，而且内部斗争也相当激烈，让人看不到希望。而卢汉提

出弃暗投明，和平解放云南，跟着共产党走，才能实现民主自强，深得广大民众

的心。 

每当想起那些伤心的岁月往事，就像做梦一样，心里总不是滋味，多多少少

有些后悔。而那时热血青年，只知保家卫国打鬼子，参加了国军。但他非常赞同

卢汉的行为，为了云南和平解放。他为了靠扰人民，投奔共产党，忍辱负重，委

曲求全，冒着极大的风险，总算把我们领到光荣的起义道路上，让我们追求革命

道理，接收革命思想，永远跟着共产党，努力为人民事业多做贡献。 



而是在历尽沧桑之后，从内心中发出的声音，跟着共产党走，才是最光明的

选择。他戒马一生，半个多世纪，他转战大江南北，在外漂泊几十年，直到年老，

才回到自己的故乡。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作主，过上安逸的生活，他很欣慰。

这次回来，他又去市里黄埔同学会，看望那些还健在的黄埔同学，便回到云南昆

明。 

这位房山老兵，一位在外的游子，从一个国民党老兵到解放军一名优秀的指

挥员，一生的经历，九死一生，非常坎坷，而又传奇。一九六二年转业，定居在

云南昆明，二零零三年在云南昆明去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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