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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别再叫我俘虏兵》讲述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
然而倭虏虽去，战争却并未停息，一场兄弟之间的内战紧接着又打响了，而我们的故事也将从这时讲
起。
于成山，滇缅战场上的抗日英雄，国军队伍里的老兵油子。
他有着鲜明的个性，讲义气但是爱耍小聪明，勇敢却又带着几分痞子气。
在抗日的战场上，于成山屡立战功、深得旅长廖高轩的赏识。
然而内战刚一打响，他便在一场阻击战中成了八路军三十六团的俘虏。
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于成山的人生也开始迸发出新的光彩。
被俘之初，他先是几次三番想逃回国军队伍，接着又和俘虏他的八路军排长丁柱产生了瑜亮情节。
两个人你不让我，我不服你，从比拳脚到比文化，整天斗来斗去，或者折磨。
1945年秋，就在于成山被俘之后不到两个月，三十六团北上出关。
原本还对逃跑抱有幻想的他彻底傻眼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于成山在冰天雪地的大东北亲眼目睹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从共产党人对俘虏士兵的格外照顾，到土地改革掀起的滚滚热潮。
于成山逐渐意识到共产党的队伍才是人民的军队，而一个士兵的使命就应该是为人民而战。
随着觉悟的一点一点提高，于成山渐渐从一个国民党老兵油子成长为合格的革命战士。
曾经的对手丁柱成了他的生死兄弟，而东北姑娘张英则以其特有的爽朗、泼辣让于成山体会到了别样
的柔情。
从1945到1948，东北大地风云激荡。
国共两党在这里厉兵秣马。
于成山的老长官廖高轩也带着三分无奈和七分骄气陷入了内战的漩涡。
所有人的命运都在大历史的激荡中起伏挣扎。
于成山该如何完成从俘虏到英雄的转变？
他又该如何将枪口对准曾经的长官？
严寒刺骨的辽西大地，战火熊熊，而在烈火中燃烧的则是英雄的情怀、男人的情义，以及一个民族破
茧重生的激昂！
《别再叫我俘虏兵》缘起：作者祖父少年时参加辽宁北票当地革命组织，后加入四野，因锦州战役负
伤 转至后方工作；其伯祖父为国军廖耀湘兵团警卫连副，后随上峰起义，加入四野，曾历经辽沈战役
、平津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
其高祖父生前为北票河东地区警署署长，一生耿直，颇有美名。
外曾祖父兄弟二人曾为抗联成员，在北满一带长期从事抗日斗争，号“七省占山”，经历复杂。
《别再叫我俘虏兵》有部分内容为几位老人当年的一些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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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凌列（1979-），凌列，辽宁北票人，现居北京，做过报社记者、编辑。
曾出版有历史随 笔集《奈何江山唱晚》、《谁说美人如玉》等。
另有诗歌、小说等作品 若干，散见于各报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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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别再叫我俘虏兵——第一幕 冀东被俘国军排长于成山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俘虏。
自从参军以来，他一直随国军四十五旅南征北战。
抗日战场上，这是一只英雄的部队，在滇缅前线战功卓著。
旅长廖高轩留美归来，是一员不可多得的猛将，虽然不是黄铺嫡系、不受重用，但为人正直，对国家
民族赤胆忠心。
然而，历史的脚步无法预测，命运的转折更是令人感慨。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民党便露出狰狞面容，四十五旅被调防到冀东平原，同时他们也遇上了真正的
对手——八路军三十六团。
从来没有想过被俘的于成山，终于面临了从军以来的最大窘境⋯⋯第一章 这一仗，窝囊！
1、以准确的时间而论，此时正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中午12：30，阳光很足，如果能毫无遮拦的照在大地上，我们势必可以使用明媚这个词来形容。
不过事实总是和理想相去甚远，此时的平原县城外已是一片焦土，上空是浓厚的硝烟，即便有火光攒
动，也如傍晚一般，烧焦的皮肉发出难闻的气味，到处都是残肢和尸体。
于成山把身子朝左边挪动了一下，用力拉过一条缺了半支胳膊的尸体挡在自己前面，那是一个标准的
胖子，看样子足有一百七八十斤。
“抗战抗了八年，居然有人长成胖子，简直就是他娘的畜生！
”于成山一边嘟囔一边把尸体上的土掸了掸，仔细一看，原来是营部的司务长张文武。
这家伙平时贪生怕死，滇缅会战的时候就把身边的兄弟甩下，自己跑了出来，被四十五旅收容后靠给
长官拍马屁才坐稳了高级伙夫的宝座。
于成山朝张文武“呸”一声，吐了口唾沫。
抽出挎在腰间的刺刀，用张文武的衣襟擦了擦，然后猛一用劲儿插在那肥胖的肚子上。
血汩汩的冒了出来，于成山伸手摸了一下，还有些温，看来这肥猪刚死不久，没准就是五分钟前那排
手榴弹拍死的。
平原县外围的战斗已经打了一夜多，于成山简单估算了一下，共军的部队大约已经发起近十次冲锋了
。
一批批人倒下，另一批人又顶上来。
“一个屁大的小县城至于吗？
”于成山嘟囔了一句。
按照地形来讲，平原县无险可依，孤零零地被扔在国军和共军的地盘中间。
大部分时间国军的指挥官、四十五旅旅长廖高轩都只派一个连在这充当前哨。
但是自从8?15日本投降之后，两军之间的气氛愈加紧张，直到上个礼拜，四十五旅大举进攻根据地。
而共产党的部队也立即发起了一系列的反攻，一时间战火弥漫，平日里不起眼的平原县也成了必争之
地，廖高轩派了足足两个加强营，构筑阵地的时候他又亲自来视察，并且声嘶力竭地大喊：“必须给
我堵住共军！
精诚团结！
杀敌立功！
报效党国！
”翻身喝水的功夫，于成山摸了摸子弹袋，那里面还有二十来发子弹。
靠这一把铁蛋活下去、而且还想要立大功，报效党国，那简直就是笑话了。
想想刚当兵那会儿，国军征兵的人告诉他，只要不怕死，打日本人就能当大官，带队伍。
可结果呢？
自己现在才是个排长。
妈的，国军说话不算数，太不算数了！
现在英雄怕是当不成了，狗熊还差不多，于成山一想，心里就特别难过，他觉得自己的情况大概和戏
里的楚霸王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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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于成山正在胡乱琢磨间，张文武的尸体突然一顿乱颤。
是机关枪!于成山一边大喊：”快卧倒!” 一边转过身来。
透着尸体搭起的掩体向前看去，共军的一个小分队正在迅速地接近国军的工事，这些人时而匍匐，时
而快速冲刺。
不过令他奇怪的是，这些人的目标好像并不是国军的主碉堡。
准确说，于成山认为，这些共军的目标是一门炮。
那是一门属于国军序列的日本92式山炮，二十分钟前，于成山的排，任务就是保住那门大炮。
仗打到这个份上，火力就是一切，谁的火力猛，谁就能挺到最后。
如果不是刚才共军一气儿扔了二十几颗手榴弹，炸死了炮手和死守第一道防线的十几名士兵，这门炮
肯定还在向对方的阵地怒吼。
于成山明白，这门炮对于双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家伙儿，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共军抢去。
想到这里，他慢慢的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姿势，把枪从两具尸体间的缝隙伸了出去。
他的枪是一把美式的M1A1汤姆逊冲锋枪，和共军手里的三八大盖比，精度虽然差了些，但火力要强
出一大块。
以自己的枪法，现在的距离，于成山有把握靠点射解决所有敌人。
共军的抢炮分队很快就抵达了大炮的位置，他们并没有想到对面的阵地上有一杆枪正冷静地指向他们
。
啪、啪、啪、啪，一溜点射，抢炮的共军就倒下了三个。
剩下的三人见状急忙侧身滚开，躲在了一堆尸体的后面。
于成山嘿嘿一笑，对着身后的一个士兵说：“看见没，老子的枪法准吧，一个铁球一个，叫他们有来
无回！
”身后的新兵秃嘎急忙谄媚的说道：“排长厉害，这可是三块银元啊！
”“去你妈的银元，老子不稀罕！
”一听到银元这两个字，于成山就气不打一处来。
国军的军官们不知道是什么毛病，一到决战的时候就抬出一箱箱的大洋。
妈的，谁要啊？
给这东西，还不如多给两个手榴弹。
能不能活下来都不一定，还他妈银元！
想到这儿，于成山翻过身来，对着刚才搭话的士兵就是狠狠的一脚，“去你妈的银元，赶紧给老子拿
几个手榴弹来！
”秃嘎一看马屁拍到了马腿上，一时间郁闷至极，本想还嘴，但转念一想，这于成山可是全营出了名
的刺儿头，别看官不大，却是连长都不敢轻易得罪的老兵油子。
在缅甸的时候，廖豹子亲自给他带过勋章，跟他扯皮和找死没什么两样，于是只好灰溜溜朝后面摸了
过去。
“哒哒哒⋯⋯”掩体前又掀起了一片鲜血，那几具尸体已经快被打成筛子眼了。
于成山慢慢地把身体往左挪了挪，躲到了一堆碎石后面，然后一甩头，朝外飞快的扫了一眼。
看样子，这会儿共军也打疯眼了，机关枪拼了命的扫射。
于成山把头缩回来，朝左右看了看，一排的兄弟已经死的差不多了。
虽然美式的冲锋枪还在叫唤，但密集程度比前一个小时又小了很多。
看样子，挺是挺不了多大一会了。
防线现在已经收缩到最后了，只要自己这排人死光，城门前的工事也就变成了一堆狗屎，单靠两个暗
堡是屁用都没有的。
“妈的，没死到日本鬼子手里，却让土八路逮了个正着，真他娘的窝囊。
”于成山一边想，一边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悲哀。
算一算，从三八年参军，自己打过太原，守过长沙，缅甸的丛林里跟鬼子拼过刺刀，好不容易赶走了
日本人，结果土八路又他妈造反！
不过也真奇了怪了，按理说这帮家伙也没什么啊，比武器，自己手里拿的是美国的冲锋枪，八路是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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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造和抢鬼子的三八大盖，怎么打起仗，他们就这么勇猛呢？
这一天多下来，国军防线到处开花，听说东面的112团已经基本没有了。
和自己一起守平原城正面的五百多弟兄死得就剩下十几口，因贪财和嗜血而著称的营长也免费坐上土
飞机，被炸成了一堆血沫子。
现在城门楼子上指挥的已经变成磕巴营副，可是后边坐镇的廖高轩还逼着死守，说什么平原县这一战
事关党国的荣誉。
“党国的荣誉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
老子当兵是为了杀鬼子报仇，和党国有个屁关系呢？
要是党国那么好，他廖豹子早该是将军了。
在滇缅前线打了多少胜仗啊，结果不还是个旅长。
荣誉？
娘的，狗屁荣誉！
”3、一场战斗是否和荣誉有关？
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话题。
此时的于成山显然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他之所以在牢骚满腹中坚守着阵地，靠的是一股悍勇之气以
及对旅长廖高轩的一份敬仰。
这位西点军校毕业的猛将，没有一点假洋鬼子的架势，说话举动活脱脱是个国产货。
而此刻，就在距离平原县城五公里远的磨盘庄，廖高轩凝视着地图一动不动。
作战参谋胡杨给他倒了一杯水，轻声问道：“旅座，平原县我们还守不守，部队伤亡太大了！
”廖高轩没有回答。
胡杨继续嘟囔：“旅座，那两个营可是咱们旅的精锐啊，当年缅甸追歼分队的人一大半都在那里边！
”廖高轩还是没有回答，但神情却明显落寞了很多。
是啊，那两个营确实是自己的心肝宝贝，可也正因为是心肝宝贝，所以才用到了平原县的刀刃上。
“胡参谋，112团那边怎么样？
”廖高轩突然问。
“被八路军两个团包围了，现在正在往外突。
”“76混成旅的援军怎么还没到？
”“人家说山路难走！
唉！
旅长，咱们不是嫡系部队，你又不求人家，谁救啊⋯⋯”胡杨满腹怨气地嘟囔道。
“少他娘废话，我们是滇缅战场的英雄部队，不是要饭花子，76旅不救，我们自己救！
”“可是我们的部队都在作战啊，距离112最近的113团在平原县已经被分成两截了。
”“让113团的外围部队撤出战斗，把112给我救出来！
”“那平原县城里的两个营怎么办？
”“不管了⋯⋯不管了⋯⋯”廖高轩无力地挥了挥手。
是啊，此时此刻也只能放弃了。
丢掉两个营，113团的建制还在，可要是112团全被干掉，那他这个旅可就少了一半儿的建制。
事实上，从个人角度来讲，抗战结束后，廖高轩真的不想再打仗了。
但是共产党的割据局势已成，国共双方的谈判又陷入僵局。
作为一个军人，他深知国家统一的重要，墙上的那面“青天白日满地红”在时刻地督促着他，拿起武
器继续战斗。
“内战？
”他在心里小声地问了一下自己。
他只敢这样偷偷地怀疑。
只要喉咙一放开，他的声音就会立刻变得慷慨激昂，就会立刻视共产党为匪徒。
此刻他不敢多想，也不能多想，因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八路军131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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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团！
高华！
”桌子上，一个笔记本敞开着。
廖高轩低头看了看这行字，狠狠地咬了咬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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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谨以《别再叫我俘虏兵》献给在1945年-1950年期间阵亡的所有中国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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