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金监
●出生年月：
1928年
●籍贯及现居住地：
伊川县高山镇坡头村

金监老人14岁时，跑到龙门参了军。“我在第一战区直辖独立第5旅614
团三营八连，旅长叫马雄飞。”金监回忆。洛阳保卫战打响时，老人所在的部
队因装备不精良，在洛阳外围与敌军周旋。洛阳保卫战后，老人随部队进入
陕西，后又参加西峡口战役。抗战结束后，老人回到伊川老家务农至今。如
今，金监老人双耳失聪，只能通过纸笔讲述那些难忘的过往。

（2012年7月3日 摄）

●姓名：
魏增停（海常法师）

●出生年月：
1916年

●籍贯及现居住地：
南阳市唐河县/

洛阳白马寺

海常法师，俗家名：魏增停。当年黄埔军校招生，魏增停老人和哥哥一
起考上了黄埔军校，是七分校十七期。日本投降那一年，老人跟哥哥一商
量，俩人决定回家当老百姓。64岁时，老人安排好家人后出了家，1988年到
了白马寺。1991年，黄埔军校同学会有人联系老人，说老人上过黄埔军校，如
果能证明身份，会有奖金，老人称自己“已出家，啥都不要”。

（2014年9月3日 摄）

●姓名：
郭合义

●出生年月：
1926年5月

●籍贯及现居住地：
偃师市首阳山镇新庄村

1942年，郭合义老人的舅舅在部队当连长，郭合义、郭合理兄弟就去投
奔舅舅。之后，老人进入第九军辎重兵团一营一连。如今，老人身体不错，
能详细描述战争细节，包括装机枪子弹的动作甚至子弹不同的呼啸声，但
记忆时断时续，无法将自己的经历连成一条清晰的线。如今，老人和老伴
单独生活，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姓名：
郭合理
●出生年月：
1928年12月
●籍贯及现居住地：
偃师市首阳山镇新庄村

郭合理是郭合义的弟弟，1942年当兵，进入第九军辎重兵团，之后辗
转多个部队。辽沈战役结束以后，老人一心想回家，然而事与愿违，又被
抓兵的人带走。在天津打仗时，老人与三哥郭合义，一个攻城一个守城，
一个在城里一个在城外。之后，老人在战争中负伤，便回到了老家。如
今，老人和老伴单独生活，有一儿一女，每月有1000多元的退休工资。

（2014年9月3日 摄） （2014年9月3日 摄）

致敬，我们身边的抗战老兵！
（上接A12版）

●姓名：
罗明耀

●出生年月：
1923年

●籍贯及现居住地：
伊川县城关镇罗村

1942年，罗明耀从黄埔军校毕业，被分到15军辎重团，两年后参加洛
阳保卫战，连打20多天，城内弹尽粮绝。原本主要负责运输物资的辎重团
也拿起枪参加战斗，罗明耀负责守卫洛阳西关。因为出身中医世家，回伊
川县城关镇罗村后，罗明耀老人在村里行医，因医术高超而远近闻名，但很
少有人知道，老人曾是一位用生命捍卫家乡的抗战老兵。

●姓名：
李振华（2013年5月离世）
●籍贯：
西工区洛北办事处
西小屯社区

1937年，李振华老人响应“全民对敌抗战”的号
召参军，进入国民党军14军85师254团九连任连
长。他所在的部队原本驻守黄河，洛阳保卫战爆发
后，他们奉命增援龙门防线。之后，老人又参加
了远征军，赴缅甸抗击日军。战争让老人
的下颚内留下一个
指甲大小的弹片，
无法取出。

杨平志老人1943年入伍，在55师164团通讯连，随部队转战河南、湖北等
地。在战争中腿部受伤，现在不能走路。老人2013年患了脑梗，目前住在康复
中心，生活能够自理，但记性不如以前好，有三个儿子。之前，有志愿者给他送
了一件长袖，后面写着“抗战英雄 民族脊梁”几个字，老人经常穿着。以前觉得
自己是国民党兵，老人只敢在村里说说，现在越来越多人重视他，让他很骄傲。

关五全老人1937年2月被征召入伍，在中央军第91军第166师497团一营
二连当步兵，军长郜子举，师长刘希程。1937年2月部队经灵宝过黄河，在泰水
县补充团训练后，关五全被充实到166师497团一营二连当战士，在济源、山西
太行山一带和日本鬼子打过几仗，最后一仗打得很激烈，因炊事班人少，安排
他去帮着做饭，等送饭上去时，全军覆没了，他找不到部队，只好回了家。

●姓名：
关五全

●出生年月：
1919年

●籍贯及现居住地：
宜阳县张坞镇

尚午村二组

（2014年9月3日 摄）

●姓名：
杨平志
●出生年月：
1927年8月
●籍贯及现居住地：
宜阳县高村乡孔昌村

（2014年9月3日 摄）

（2012年7月3日 摄）

（2012年7月3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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