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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后记　　《滇缅战役大事辑》中记载：时逢雨季，一部份于五月份转进印度，沿途病饿比战斗中
死亡尤多。
　　按四月三十日炸毁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大桥这天推算起，进山这天是五月七日，廿二师自入缅作战
至进山后七天(大概是五月十五日)才开始下雨，虽不绝对准确，但比&ldquo;大事辑&rdquo;笼统
的&ldquo;五月份&rdquo;较具体，同时也说明了并不是&ldquo;时逢雨季&rdquo;才进山，而是进山后才
逢雨季；所谓&ldquo;一部份&rdquo;就是廖耀湘所部的廿二师和杜聿明所率的小部分军直属部队。
　　本记所述各章，就是&ldquo;大事辑&rdquo;中所谓&ldquo;于五月份转进印度&rdquo;的&ldquo;一
部份&rdquo;廿二师自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二日出国作战至一九四三年六月，雄纠纠气昂昂的铁血男儿变
成白骨演绎成黄金的始末。
　　整个滇缅战役将近三年，被记史者有意或无意划分为两段。
前段因是大败仗，对转进野人山的廿二师只是轻描淡写的&ldquo;时逢雨季&hellip;&hellip;&rdquo;两句
，后段反攻缅甸是个大胜仗，非但大书特书歼敌五个师团的战略战术、如数家珍般地层次分明。
竟连日期的时刻和战地的小址也阐述得很清。
这可能是因为前段因为野人山环境过于恶劣将战史失掉了，或是记史者饿死病死在山里，战史随着成
为陪葬品，也可能是有意掩饰这个大败仗不光彩的真相。
姑且不论是哪一种原因，历史终究是历史。
从整个滇缅战史来讲譬如一个人走路，走过的路等于是这个人的历史，而对后段的偏重记载，似乎成
了该战史的跛脚．这不但抹煞了曾经败道野人山的官兵们的报国热血，同时容易使不谙前段战史的人
误以为后段的胜仗完全是借助盟军的力量。
笔者的目的，就是为使整个战史不致被写成跛脚。
　　&ldquo;中英联军&rdquo;是个在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名称，国人对它的胜败存亡和国际声誉自当有
所关注。
当时的人们茶余饭后对此也多有议论，再加上野人山幸存者的讲述，内容则更加充实，以致流传到现
在还有人知晓。
然而当时人们对于野人山行军的了解只不过是一鳞半爪，而后的人则更要打个折扣。
今天出现关于野人山的片断刊载，与流传不无相关，其内容不系统、欠完整，同时某些情节还有讹误
，甚至有隐贬扬褒之处。
　　笔者当时是廿二师政治部少尉干事。
政治部的主责是做军民之间的桥梁(在缅甸根本没有起到作用)。
我的分工是负责保管每驻一地的风俗、习惯、人口、特产等资料(国外亦然)。
因为工作的原因，所经之处所历之事都有经常性的记录，这就是我在战时的日记。
日记本在缅甸一个不知名的车站遭遇敌机轰炸时丢掉了，后来补写的在滇西反击战又被敌炮轰毁了，
但毕竟有了两次撰写，印象还是很深的。
缅战给我留下一个终生的纪念&mdash;&mdash;双脚上至今还没有知觉的七个大疤痕。
每触疤痕，那艰苦的历程和几次生死攸关的往事就历历在目。
为了还原久已风尘可能湮灭的这段败退野人山的历史真相，笔者趁尚未作古以拙笔如实写下了这部《
野人山转战记》。
笔者是个小人物．仅知肤表，对重大的军事战略、战术部署不知内情，深感遗憾。
随着岁月的推移，黄金这个&ldquo;谜&rdquo;，我终于在四十四年后知晓了其内幕。
一九八。
年我往贵州探亲，遇到了分别三十多年的欧阳隽叔叔，取得了通信联系。
当时他已经七十七岁高龄，在贵州省府参事室工作。
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八日他给我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除笔者按外皆系原文) &ldquo;由印度回国时，
你我是和封筠等一道经加尔各答到丁江候机的。
在加尔各答旅馆中，封筠携巨款我知道，但确实数目我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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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款的来源，是部队清饷后的剩余款项。
国民党时代部队是&lsquo;责任经理制度&rs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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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九四二年三月，中国远征军由杜聿明率领，进入缅甸与英美军队携手抗日。
由于盟军配合不力，远征军虽然英勇奋战，然而终究遭遇大溃败的战局。
归国通道被日军切断，五月，中国远征军大部分官兵在杜聿明的带领下选择了一条凶险的回归之路。
以二十二师为主的这支部队，走进了茫茫数百里的野人山原始森林。
五万余条年轻的生命，消失在这片被称为
“人间地狱”的原始丛林⋯⋯ 　　本书详细记载了这段苦难与屈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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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锡纯。
远征军幸存者。
现年86岁。
湖南省平江县三市镇三星村人。
1941年在湖南东安参军，隶属新编二十二师。
初为文书上士，后升任政治部准尉。
1942年任少尉录事。
1942年3月随师入缅甸与英军协同作战，抗击由仰光登陆的进犯日军。
作战中，为掩护友军，进入野人山。
经过艰难行军，于同年8月抵达印度边界。
1943年4月回国，进入交通辎重兵学校学习，后负责后勤辎重输送炮弹给养。
抗战胜利后，相继在（美军遗弃的）汽车修理厂、湖南省长潭局车队、平江县农机厂工作，担任过驾
驶员、会计等职。
后回家务农至今。
65岁时，朱老受叔父欧阳隽（在贵州起义时为少校）委托，开始整理远征军史料。
历时三年，完成《野人山转战记》。
该作品被作者爱如生命，唯一的愿望是希望能印刷成书，让世人传阅，让更多的人知晓那段凄惨悲壮
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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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雨季断粮在无边无际莽莽苍苍如海涛般起伏的大山里，今天翻过这座，明天迎来那座，白天像黄昏，
夜晚更是漆黑。
有时遇到特别高的山，一到山顶，滚滚翻腾的浮云浓雾，使人混混沌沌直觉视线模糊如入迷阵，听觉
也似乎有点失灵，心里就像被什么堵塞了似的。
今天是从昨晚唱歌的宿营地出发的，除开饭的时间之外，根本谈不上休息。
今天的目标宿营地是对面的山顶，不休息也是为了缩短行军时间。
当我们一路攀爬跌滚不歇到达目标地时已是黄昏。
晚餐后，我照例摊开雨衣在大树下露宿。
晚上，树叶上发出不停的“哒哒”声，把我惊醒了，这是入缅以来第一次下雨。
我上身穿着华蓝绒感到不凉不热很是舒适，在密密层层的树叶遮盖下，很少有雨水滴在身上。
因为身上有了舒适感，又是初次双手抱膝、头伏膝上，也还是睡熟了。
随着天亮的到来，雨也加大了，但还是没有直接滴下来。
不过地面上的涓涓细流，把篝火流湿了，害得伙夫们用嘴巴挨着地吹火，行军锅灶也得不时地向高凸
的地方转移。
饭后，大家冒雨下山。
由于昨晚雨水淋洗，高凸的地方冲去表层泥土露出了石子，平凹的地方泥泞溜滑，稍不小心就会摔倒
。
弟兄们摔倒后，爬起又走，一直下到两山山脚之间，被一道浑浊的山溪拦住了去路。
这是进山以来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景象。
如果不是昨晚和今早的雨水汇合，本可毫不费劲地跨过山溪。
但是现在它有二十来米宽，浑浊的漩涡与枯枝败叶一起向下流去，竟不知这山溪有多深，大家只得站
在岸边观望。
幸而这时雨停了，士兵中有胆大的，把炒米袋缠在肩颈上，双手举枪，横溪而过，泅渡至中间又凫了
一段，终于走上了对岸。
他们其中一个把枪支装备卸下，拾起拴在树干上鸡卵粗的树藤，又凫过来，接应这边的人渡过去。
有了这根树藤作依靠，大家就互相横搂在胳肢窝下开始泅渡了。
我把半袋炒米往头上一缠，也加入了这个横渡的队伍。
那个凫过去又返回的士兵双手握藤向前，带着一条人链直往彼岸横渡。
初时我的脚能点地还不见，到了中间，脚不踏实，心里不免有点发慌。
朱斌瞟了我一眼，大概是看出了我的脸色不正常，他说：“不要怕，人的浮力大，大家可以把你一同
带过去。
”上岸后，大家除了炒米袋没沾水外，枪支、装备都湿了，尤其是衣裤湿得紧贴贴的。
前面的已前进了，后面的又要继续渡过来。
我们过来的这一伙，由于有行军任务，根本不可能把衣裤晾干，一行人就湿淋淋的像群落汤鸡一样，
迎着树林里的岚雾赶路了。
路上朱斌问我：“你长在湘江边上，怎么还是个旱鸭子？
”“我母亲只知溺爱，不准我去江边玩耍，所以不识水性。
”“我是东北人，为了抗日，适应战斗的需要，刻苦锻练才学到了游泳的本领。
像今天这样的泅渡，”朱斌和大撤退时一样又吹起牛来：“我只当去厕所里打个转。
当兵要吃得、饿得、跑得，不但在陆地上有打仗的本领，还要有水上的功夫。
以后整训，你要刻苦学会游泳泅渡，才能适应战争的变化。
”我羞渐地只是“嗯嗯！
”地接受。
虽然是在大山里沿着深茅乱棘鱼贯而行，但还是有小块小块的几寸至两三尺深积水的洼地。
对于这些，我能绕道的就绕道，不能绕的就穿洼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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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身上就很湿，再加上洼地的积水，我就更加的泥糊满身了。
一到宿营地，大家有烘衣服的，有烤背包的，篝火就特别多了；幸好满山枯枝败叶俯拾即是，柴多火
烈。
一会儿，我把前胸烘干后，又把背上和其他的装备也烘干了。
借着烘烤的热气蒸发，我顺便也搓去了身上的汗渍条。
晚饭后我和昨晚一样穿着雨衣，贴胸抱膝，依树而眠了。
昨晚和今早的雨，只不过是雨季到来的信号。
今天晚上的雨就像小冰块一样，从空隙中往下淌，即使密密层层的树叶，也挡不住瓢泼的大雨。
顺着树干流下的雨水，就像山泉源源不断地从我倚在树旁的雨衣上倾泻而下。
平常树林里白天就像夜晚，此刻是什么也看不见，伸手一摸，咫尺之内遍地是水，水虽然不深但还是
令人惊骇。
在这黑漆漆的夜里，既摸不到遮蔽的地方，又不敢再靠树干，更不敢席地而坐，只好穿着雨衣，两手
抱膝，勾头躬背，一直蹲到天亮。
今天又遇上了一条拦住去路的急流，约莫四十来公尺宽。
昨晚上的倾盆大雨致使山洪汇聚，形成滚滚黄流。
在这洪流的岸边，不少的士兵在用大刀、缅刀和马刀砍伐森林中的竹木，有的则用堆积的绑腿在地面
上捆扎木筏。
第一只木筏下水了。
筏上站着五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其中两个撑篙。
可是筏子在河面行到不足三分之一的时候，篙就撑不到底了，就只好把篙权当桨用。
不到河中心，湍急的黄流把后面的篙弹下了水。
几秒钟后那篙又浮出水面，随着黄流的起伏，像条水蛇似的随波逝去了。
木筏在河中少了一根篙的控制，就失去了航向，于是随着黄流的旋力在河中间打转转，一下子滑向下
游五十来公尺。
筏子上的士兵还来不及喊“救命”，湍急的黄流就已经把筏子冲散了架；接着在几个漩涡之中，两个
士兵都被卷得看不见了。
剩下的三个人，每人抱着一根碗口粗的竹子。
又是一个漩涡，两个士兵随着竹子沉了下去。
等竹子再浮起来时，两个人又被黄流吞噬了。
剩下的最后一个人，抱着竹子用力向对岸划去，迎着急流奋力横渡。
只见远远的一个黑点终于靠岸了，站在这边岸上的人，包括我在内，才咽下含在口里的唾沫。
半个钟头后，这个没被黄流吞噬的幸存者，攀藤越岭到了对岸。
他的钢盔和枪支已经没有了，正对着这边叫喊。
河面虽然不宽，但有黄流“哗啦啦”的湍急声和浪击岩边的“嘣嘣”声干扰，任凭他捧着双手当喇叭
，放开嗓门大声喊，我们还是听不清他喊些什么。
这边的人齐声要他打手势，他这才左手指着脚上的绑腿，摇摆起右手，表示绑腿扎筏不中用。
这次木筏的失败，使大家吸取了教训，于是用来捆扎竹木的东西改成了通信器材、藤蔓。
筏子后加了两根茶碗粗的树棍，用铁丝绞紧当作舵把，筏上又加了一只筏，还添加了通信器材、刀具
等。
仍然是五个人，但卸掉了随身装备，一个执长篙掌舵，四个手拎短篙当桨，一切准备就绪。
第二只木筏一下水，两边四把短篙使力齐划，后面舵把稳住航向，直向彼岸划去。
虽然黄流的波浪好几次淹过了筏子，石崖回转来的漩涡几乎把筏子旋得打转、冲下去好几十公尺，然
而掌握航向的士兵前弓后牮抵住舵把，航向才没改变。
撑篙的士兵们比划龙舟挥桨还要快，终于渡过了汹涌湍急的中心，渐渐地靠岸了。
四个划桨的像纤夫一样背着藤蔓，刚才掌舵的撑着长篙，沿着岸边逆流而上。
有了这个示范，接着一只、两只、三只⋯⋯，许多木筏带着捆扎架桥用的通信器材铁丝和藤蔓陆续地
横渡到了对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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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也有被滑往下游远一点，随着黄流的水势慢慢消沉的，然而木筏都先后到达了对岸。
于是两岸的人就为架桥忙碌了起来。
我坐在树底下，眼望黄流滔滔，耳听水冲石崖。
他们在忙着架桥，我却袖手旁观，感到很惭愧，于是转移到另一棵树下。
雨天里蹲着睡觉，泥泞中上岭下墈使我感到非常困倦，朦胧间不知不觉地就伏在膝上瞌睡了。
也不知瞌了多久，嘈杂的声音把我吵醒了，我一看黄流的水势消沉了很多，真是“易涨易退山流水”
。
在河床上，已经横架起了一排浮桥，桥端有人监督过桥。
我踏上浮桥，浮桥也随之有点起伏，黄水也随着漫了上来。
虽然有点吓人，可比凌空渡过那独木桥要好得多。
为了使骡马也能渡过，浮桥上陆续增铺了一层削平了的树条，用铁丝绞紧。
今天宿营的时候，虽然雨停止了，但树枝树叶都挂满了水珠，轻微触动或者由风吹摆，就会像冰雹似
的颗颗往下落。
这几天下雨，大家都没睡好觉。
现在终于有人想出宿营的办法来了。
人们三五成群地用刀具砍的砍、扛的扛，一会儿就架起了一个人字形的棚子，再把雨衣往上面一盖就
可以宿营了。
有的棚子上面还加盖了芦茅或是芭蕉叶，有的则在棚子内平铺树条隔潮。
我也学着大家的样子，与石磊合作，用随身携带的缅刀砍了一至两寸对径的树条，扎好两个叉，叉上
又搁上一根树条，再在两旁斜搁了几根树桠。
为了隔潮，我又一刀一根砍了十几根树条，垫在地面上，然后把雨衣盖上。
这样直躺躺地终于可以睡觉了，虽然背上被顶得胀痛难受，但比蹲着睡觉还是舒服多了。
平时部队在整训的时候，遇到下雨一般都会停止操练，或整理内务或听军事课。
今天在这渺渺茫茫的绿海里，不但环境上不允许休息，同时因为有缩短行军日期的命令，也不管你终
日爬山越岭、翻崖渡河多么疲劳，反正必须走完预定的路程。
这比在平原上作战的急行军还要急行，越是走不动，命令就越是急。
因为给养严重短缺，已成燃眉之急，我们得赶紧摆脱这个困境，所以只要有点晕光，就得作好急行军
的准备。
大家在这连续不断的大雨小雨中，有时在海拔三千公尺高的原始森林里，摔倒爬起、爬起又摔倒了不
知多少次，都没有丧气，因为大家心里有个精神支柱：只要不投降，再累也值得。
我罩着雨衣，跟着前面的人闷头闷脑地寻找着足迹。
突然听到一声“救命啊！
”，我就停下脚步，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竟然看见在这高山上也有沼泽。
我怕沼泽的水弄湿衣服，所以绕道而行。
谁知有个士兵想走近路，要从沼泽上面过，结果不慎陷在了沼泥里。
水已经到了胸部，在他旁边的士兵急忙将枪管伸过去。
被陷的抓住枪管，没有继续往下沉，可是搭救他的人却也陷进了沼泽里，已经到了腹部。
这时候，两个人只好一块慢慢地下沉，先陷下去的又是一声“救命啊！
”。
这两声的呼救，引起了已过沼泽的、在沼泽旁边的和后面跟上来的几十个人的注意。
这两个士兵继续慢慢地下沉，站在沼外的那些人急忙解绑腿接起来，将一端系上枯枝，扔到了两个陷
进沼泽的士兵身边。
他俩拾起浮在水面上的枯枝，紧紧握住绑腿，沼外的人就用力地拉。
因为被陷的人脚下没有附着力，绑腿终于承受不住，被拉断了也没拉动他们一下。
两个士兵继续往下沉，前一个沉得只露脖子在水面上，枪也摔了，救他的那个人快淹到胸前了。
正在这危急的时候，一个士兵从沼泽外砍了一根鸡卵粗的树藤，扔到了两个被陷者的身边；沼外的十
来个人像拔河一样，好不容易才把这两个被陷者拖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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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的枪支都丢了，身上也糊满了淤泥。
沼泽中还有四五个人，既不敢再冒险前进，又找不到被水掩盖了的原路，就开始喊：“弟兄们！
快来救我们一下！
”树藤又扔在距他们不远的地方，这几个在沼里的就手牵手拾到树藤，跟在握藤的后面，沼外有人收
藤，才一步一探走出沼泽。
有好心人在沼泽的险处插上一根树木条，木条上端又扎个歪十字，表示禁止通行。
在细雨飘飞中急行军，穿着雨衣不但没有透过来凉气，反而还觉得闷热，不穿雨衣又会淋湿衣服。
起初的雨倒是与干燥调和了一下，现在却一连几天阴雨连绵。
树林里到处是湿漉漉的，身上成天半湿半干并且散发着汗馊，加上森林中的闷气熏蒸，把我憋得够呛
。
晚上宿营还要靠自己搭盖棚子，才能安睡，比在平原上的战斗环境更加恶劣。
幸好有这把缅刀，师部的官兵们都来借用。
我也就沾了它的光，不用自己干活儿，也能分得晚上睡觉的一席之地。
这是渡过浮桥后第五天的早饭，不是英国有糠气的大米，而是使人不敢想象的酸腻腻的马肉。
欧阳隽叔叔悄悄地告诉我，这是骑兵连的战马，看来师部的粮食已成断炊之状。
撤退时六十五团是后卫，转进野人山才改六十六团为后卫，都在村庄上弄了不少的粮食。
他准备跟六十六团走，要我赶上六十五团，团里的指导员大部分在战斗中牺牲了，再由部里派下去一
些。
越走在前面越好，甚至赶上尖兵连更好，因为弄吃的东西要比别人捷足先登。
我真的听了他的话，不等出发的号音叫响便拔腿就走，路上遇到人家和我打招呼也无心闲聊，逢着窄
路拥塞的险处，就插空钻过，逢着宽敞的地方，就加快步伐抢先。
中饭时，我从干粮袋里取出保护玻璃瓶的罐头筒。
因为沾了水，瓶口又溢出盐液，罐头筒变得锈迹斑斑。
于是我就抓起地上的湿泥擦去内外的锈迹，在到处都有的小泉水里冲洗了几次，用行军锅煮起饭来。
我从来没有煮过饭，筒又没有盖，结果煮成上生中烂下焦的三层楼，就想干脆把水灌满煮成稀饭。
不料燃炭忽然塌了，筒身一侧，倒得满地都是米饭，只好细心地在灰炭中把米拣出来，一再地清洗，
才慎重地把它煮成了稀饭。
这一餐铁锈加灰炭的中饭，总算是果了我的腹。
吃完后我又继续向前走了。
我下到山脚一看：前面一条山涧，越涧而过的分成了两路；一路是步兵，胆大的把枪举过头顶，正在
十几公尺宽的山涧中横渡；横渡的人最深之处只有齐胸深，一步一探地鱼贯而行，也有赶着黄牛、骡
马横渡的；另一路距离横渡的地方约莫一百多公尺远，在两山山脚之间，远看不宽，似乎架有木桥，
大部分是扛重机枪的；不过上游山涧的两边是峭壁陡崖，并未经过刀斧砍伐，完全靠人踩踏出来的，
茅深棘乱崎岖难走，甚至称不上是条麂行路。
我踌躇了一下，认为越山容易越水难，同时我又不谙水性，如果要横渡过去，不慎踏着山涧中的乱石
一滑，危险性比爬山大得多。
为了防患于未然，我决定从上游过山涧，再说爬山也只不过是多花一点时间。
于是我挨着山边沿着踏出的痕迹，一路攀藤摸墈下到山底，越过已被踏成木粉的两根朽木，继续挨着
山边往上爬。
走在我前面一个扛重机枪身的士兵稍不小心便脚下一滑，连人带枪滚下了深涧。
随着凄惨的“救命！
救——命”，枪和人一起坠落。
重机枪撞在深涧突出的大石上，发出一连串“咣啷啷”的金属声。
惯性把它弹起很高，然后轱辘辘地滚进了山涧的水里。
那个人却直躺躺地倒在涧石边上，一动也不动了。
我被这骇人的场面吓得脚杆子都软了，不是后面继续有人爬上来，我可能还一直愣愣地发愕。
 深涧两边的路都不是工兵开的，人们也没有预想能否越过大山，就盲目地在山涧上游架上几根朽木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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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跨越山涧。
谁知山涧这边的山势，更是险峻，要踏着山边而行。
这就非常危险，也才有了失足坠落的不幸事故。
有鉴于此，我爬山走路就更加小心了。
我挨山摸墈走到一处既窄又陡的绝壁之处，将有一人高。
要爬上去，就得事先踏在别人的肩上，上面再有人一拉，才能上得去。
我仗着身上没有装备，身手轻灵，就左手攀住一根拇指粗的小树条，右脚尖勾住陡壁的石缝，利用小
树条稳住身体，右手搭住顶上的石边，借助左脚的弹力撑了上来。
后面的人学着我的样子，也上来了两个。
可是这根小树条被雨水渗透了根部，已经不能再承受重量。
到第三个人的时候，他用力一撑，连树蔸也拔了出来，往后一仰摔了下来。
墈边只有尺多宽，哪里还稳得住人，只见他连人带枪一起往山下滚去。
“咯哚咯哚”的枪碰崖石声响到涧底，跌在涧中尖滑的大石上，枪管不见了踪迹，枪托还在他的身旁
。
在五六十公尺的高山上，辨不清这个士兵的头部是血浆还是脑髓，在慢慢地流着。
这次士兵摔死的事故，我感觉是我间接造成的，因此非常惭愧。
此时后面继续有人赶来，不容许我继续在这里停留观望，我只好一边走一边向山下的遗体望去，含着
内疚的眼泪与他告别了。
这山上有山、山下有山、山外有山的世界，远看就像波涛起伏的大海。
山脚相接之处，有长短宽窄不一的山涧和洼泽之地。
要是旱季只不过几分钟就可以越过，自从进入雨季以来，这些都成了大小缓急宽窄不一的黄流。
虽然已是司空见惯，但还是要架桥横渡，这对缩短行军日期是个很大的妨碍。
当我们翻过那座摔死两个士兵的大山下到山底时，又被一条不宽的黄流挡住了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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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远征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为支援英军在缅甸（时为英国殖民地）抗击日本法西斯、保卫中国西
南大后方而派遣的出国作战部队。
战争中，远征军以数倍甚至十数倍于日军的伤亡，取得了一个个胜利。
远征军的历史并不为很多人熟知，宣传及客观地写出这段历时，是对逝者的祭奠、尊重，也是对民族
及未来的尊重。
    ——北京明天远航文化编辑这是一篇摘自湖南平江县政府网的文章。
当时广为转载。
前一阵子，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的热播让观众进一步了解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远征军在缅甸
的真实历史经历，而与剧中人物背景、命运相似的生活原型也逐渐浮出水面，原中国远征军的湖南平
江籍老兵朱锡纯就是其中一位。
1924年9月28日，朱老出生在平江县三市镇。
1939年，年仅16岁的朱锡纯参军走上抗日救国之路，他所在的部队编入中国远征军。
1942年3月，朱锡纯随军进入缅甸，在中缅印三国交界的野人山与日军作战，他们在山中转战3个多月
，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人生。
在遮天蔽日的野人山，朱锡纯所在的部队遭受着断粮、疫病、毒虫猛兽的重重考验，伤亡惨重，8000
多人的队伍，只逃出来557人。
1942年6月17日，他坐汽车随部队转移，汽车翻车，他负伤，当时，一年轻护士对他抢救，包扎，一问
，才知道她也是湖南人，名叫刘桂英，他一直记着这个恩人的名字。
朱锡纯作为录事，在缅甸与日军作战的过程中，经历了好几次生与死的考验，每次都是死里逃生。
1942年4月29日，他所在部队全体官兵坐火车到当时缅甸陪都曼德勒（当时的首都仰光被日军占领），
日军的一群飞机追着火车狂轰滥炸，并用机关炮扫射车厢。
霎时，枪炮声震天动地，火车随时都有被炸毁的可能。
朱锡纯当时不到20岁，他背着背包蹲在车厢下，只感到背上凉风飕飕。
宿营的时候他发现，背包里头的毛毯和衣服都被日军机关炮射得百孔千疮，没有一件衣服是好的。
神奇的是，他竟然毫发无损，原来是子弹射穿车厢后成了强弩之末，射到背包上，衣服毛毯又起到了
缓冲子弹的作用，朱锡纯就这样幸运地躲过一劫。
1942年5月1日，部队正在一条小河边行军，日军飞机又来轰炸了，他看到一颗炸弹从天上向他飞来，
说时迟那时快，他立即滚到河堤下面草丛中，只听“轰”的一声，炸弹在河堤上爆炸，五、六个战友
倒在血泊中。
他却因为机灵的一滚又一次化险为夷。
第二天行军途中，一个迫击炮炮弹就在他身边一丈开外落下，他心想这下完了！
没想到，这是一个哑弹，真是上苍保佑，朱锡纯再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从野人山撤退后，朱锡纯于1942年8月转到印度，在盟军集训基地兰木伽住院继续治伤，同年10月伤愈
出院。
1943年4月，他回国并进入贵阳市第十八汽车三级修理厂工作，1947年，他在贵阳市与贵州省湄州县黄
家坝姑娘邓邵芬结婚。
1962年,朱锡纯回家乡当了一名农民，在农村，他学会了犁田、打谷、插秧，样样农活都会干。
1976年到1985年，他先后调到平江县安定区、三市镇农机修理厂开拖拉机，兼当修理员。
2008年，大女儿朱训传华把他接到县城，以便照顾。
现在他是平江县老年京剧队的成员。
业余时间，朱锡纯爱写点东西。
1989年至1992年，他根据亲身经历，详细记录了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历史，他撰写的25万字的长篇回忆
录叫《野人山转战记》，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很多出版商想出版他的回忆录，但都因朱老不同意作任何更改而搁浅。
10多年来，他一直都在修改、补充、完善这个回忆录，希望为这段历史作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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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哈尔滨出版社准备出版他的回忆录。
2005年，朱锡纯被中央军委授予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金质勋章，从去年到今年，全国多家报刊、电视
台、各大网站都相继报道了他的事迹。
今年8月，关于他的专题片还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今年3月，当北京电视台记者到平江县采访他时，他向记者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见到67年前救过他的那
个护士刘桂英。
后来，通过多方努力，北京电视台终于找到了刘桂英。
4月，朱锡纯专程到安徽看望了已是90岁高龄的中国远征军军医女战士刘桂英，相隔半个多世纪后，两
位老人的手再一次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    ——湖南省平江县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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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野人山转战记:一位远征军幸存老兵的战地日记》作者：朱锡纯。
远征军幸存者。
现年86岁。
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各媒体数次采访。
65岁时，朱老受叔父欧阳隽（在贵州起义时为少校）委托，开始整理远征军史料。
历时三年，完成《野人山转战记》。
该作品被作者爱如生命，唯一的愿望是希望能印刷成书，让世人传阅，让更多的人知晓那段凄惨悲壮
的历史。
● 一位远征军幸存老兵的战地日记● 它是被尘封已久为世人遗忘的历史● 它是记载野人山悲惨与英
勇的战记● 它是一曲为民族之尊严而作的哀歌● 他们不能被世人遗忘 他们应该被我们所有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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