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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石碑见证“抗战建国”夙愿

●2015年7月7日 星期二 ●编辑／小勇 校对／玉龙 组版／庆岗

□记者 丁立 社区特约记者 刘彦军/文 记者 张斌/图

说起鲍养玉，我们并不陌生，本报曾报道过这位抗
日英雄（详见2013年8月3日A08版）。近日，偃师市
《西亳通讯》又刊出一篇重头报道《难忘那段峥嵘岁
月》，95岁的鲍养玉再次成为热点人物，《洛阳晚报》记
者来到偃师市首阳山镇南蔡庄村，想再采访一下这位
抗日英雄。

采访就从鲍养玉正在守护的院子说起。原来，这个
院子曾是一家经营得红红火火的预制板厂，由鲍养玉于
1986年创办，是当时首阳山镇第一家工厂。在厂区前
面，鲍养玉还盖了两层楼对外出租，这两层楼，是首阳
山镇最早的楼。办厂时，鲍养玉已经65岁，他在工厂里
一直干到快80岁，精力有些不济了，才改为每天来这里
看院。

一位抗日老英雄，如此富有经济头脑，竟能成为新
时代的弄潮儿，真让人惊讶，可如果您了解鲍养玉的传
奇人生，又会觉得这种转型很正常，因为他一直是个精
明强干、头脑灵活的人。

早在汉中补充兵训练总处教导总队做学员时，鲍养
玉就被挑选到国民党军队的特种兵队伍。

后来，鲍养玉成功打入日伪军内部，为国民党军队
传递情报。

鲍养玉还有带领敢死队突破日军包围的经历：他用
日语和日军哨兵交谈，顺利进入哨所，抓住了两个日军
军官，以此胁迫日军部下投降……

因为种种特殊才能，鲍养玉在解甲归田后，还被当
时的县公安局聘为外调员，帮助侦破疑难案件。

当着记者的面，鲍养玉的儿媳忍不住夸赞公公：

“老爷子是个能干的人，在哪儿都中，什么东西一看
就会。到这个年龄了，神志还可清楚，生活也完全
自理，现在每天来看院，看报纸、电视、书，样样都不
耽误。”

关爱抗战老兵，新春都制药和你同行
友情提示：新春都·红他丁牌红曲胶囊、维健康牌维

C口含片向抗战老兵致敬！55周岁以上居民凭本报及
本人身份证可免费领取维C口含片一瓶。（数量有限，先
到先得）领取电话：18860236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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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9月18日 洛阳举行救亡游
行大会。

是月，洛阳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中共地
下党利用这一合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中共豫西临时工作委员会改为豫西特委。

上海救亡演出一队、二队在洪琛、冼星
海、贺绿汀等率领下来到洛阳，进行抗日宣传
活动。

● 1937年12月12日 侵华日军第一
次轰炸洛阳，在北关和城内投弹两枚，有
人畜伤亡。是月，中共豫西特委发出《为
准备建立豫西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而斗
争》的指示。

● 1938年1月15日 蒋介石在洛阳召
开第一、第二战区军事会议。这次会议除国
民党高级军官外，中共方面的朱德、彭德怀、
刘伯承、贺龙、林彪等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 1938年1月30日 苏联援助中国抗
战的志愿军空军在洛阳击落日机4架，友机2
架受伤，迫降于洛南。

● 1938年2月 为阻挡日军西进，国民
政府下令将陇海铁路郑洛间线路拆除。12
月16日，拆至洛阳车站东五里处停工。

● 1938年3月22日 蒋介石抵洛阳视
察军事。

● 1938年6月 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
由郑州迁到洛阳，驻西工。自此，洛阳成为抗
战第一线。

● 1938年7月3日 日军飞机两批11
架次轰炸洛阳老城，炸死炸伤200余人。

● 1938年8月 河南省政府在洛阳设
立防空司令部。

● 1938年10月 第十八集团军驻豫通
讯处在洛阳建立，后改为第十八集团军驻洛
阳办事处，1942年撤销。

● 1938年12月6日 国民党河南省党
部由南阳迁到洛阳。

（记者 赵硕 整理）

□记者 王斌/文 张斌/图

在八路军驻洛办事处纪念馆内，一座太湖石碑静静矗
立。与不少抗战时期的碑刻不同的是，这座石碑上所刻的
文字并非豪言壮语，而是关于“抗战建国”的内容。

“抗战建国同时并进。民国三十三年春。孟兴富
志。”乍一看刻在石碑上的这几个字，许多游客都摸不着
头脑——“抗战”可以理解，这“建国”是什么意思？

“这里所说的‘建国’是指建设国家。”洛八办纪念馆
业务部主任王志军介绍，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
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
领》。“纲领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以抗战为指导思想，二
是确立三民主义为一般抗战行动及最高准绳，三是‘联合
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的外
交政策。”王志军说，“该石碑上的题词‘抗战建国同时并
进’即反映了纲领的基本思想。”

据王志军介绍，石碑的题词者孟兴富是山西太谷人，
曾就读于山西武备学堂和保定军校第一期，后任晋绥军
第17师少将师长。除此之外再难寻找到关于他的信
息。那么，这座石碑又是怎么来的呢？

事实上，这座石碑是2005年由洛八办从洛一高征集
来的。关于石碑的来路，现任洛一高语文教研组组长、洛
阳日记博物馆副馆长的王延水更为了解。

“洛一高老校区建在明朝福王朱常洵为其母亲所建
的迎恩寺旧址上，抗战期间，这里曾是一些政府机关的工
作场所。”王延水猜测，石碑可能是孟兴富在洛期间留在
迎恩寺附近的。“学校里曾有许多石碑，其中一些被埋入
地下。这座石碑发现得早，又很有艺术和史料价值，就被
较为完好地保存下来了。”

孟兴富于1944年春天给石碑题了词，不久洛阳却被
日军攻陷了。

“夙愿难了，恐怕连他本人都没想到。”王延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