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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档案
姓名：松井实
出生年月：不详
出生地：日本京都
所在部队：中野九纵政治部前方战俘

收容所医护组
牺牲地：郑州
家庭情况：不详
讲述人：原中野九纵政治部文工团宣

传员段绪德

与松井实的邂逅，是我们
最大的意外。隔着60年的时
光，隔着遥远的日本海，这个
将热血抛洒在异国的土地
上，却仅仅留下一块墓碑和
碑上寥寥数字的日本人，注
定成为本次寻访过程中最大
的谜团。静静躺在自己为之
献出生命的异国城市一隅，
松井实和中国战友们一起安
宁地憩息。在岁月的重重迷
雾中，他的音容笑貌和生平
都已无迹可寻。我们却循着
墓碑上支离破碎的简短信
息，试图寻找和还原关于他
的一切。当然，这非常困难，
但——我们只为铭记。

晚报记者 邢进/文 马健/图

9 月末的一天，为了搜集郑州解放六
十周年大型纪念报道所需的资料，我们来
到了郑州烈士陵园。寂寂的墓园中，被青
草和不知名的野花环绕的烈士墓碑，格外
肃穆。穿行在烈士们身边，我们的脚步和
呼吸都放得很轻很轻，生怕惊扰了他们安
宁的梦。

就在这时，墓园的一角，一座墓碑忽然
闯进我们的眼帘。一式的半圆形碑顶，墓碑

上方正中装饰着一颗五角星，然而，在烈士姓
名的位置，却刻着一个日本名字——“松井
实”。这意外的发现，令我们惊讶无比。解放
郑州战役的烈士中，居然有一个日本人？他
是怎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他为什么会
在解放郑州的战役中捐躯？是什么样的信
念，支撑着他为异国的土地献出生命？一个
接一个的疑问在一瞬间涌上心头，我们找到了
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

我们的疑问，并未在这里轻易得到解
决。年代久远，而当年留下的资料又极其有
限，烈士陵园所能提供的，只有墓碑上镌刻的
寥寥数字——“松井实”，“日本京都人”，“九
纵”。寻访松井实其人其事的过程，因而变得
极为艰难。

在长达 10 余日的调查和寻访中，我们
所能想到的可能保存关于松井实资料的机
构——市民政局、市档案馆，都没有查到一丝
一毫的线索。在一片茫然无绪中，我们开始

把寻找的目光转向松井实所属部队、九纵目
前在郑的老战士中。

所幸的是，本报郑州解放六十周年大型纪
念报道，吸引了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为数众多的
当年九纵的老战士们。回忆起那时激情燃烧
的岁月，一个又一个老战士打来电话，来到报
社，向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我们因而得以一
次次向他们询问：“您知道当年九纵的日本籍
战士松井实吗？”在一次次预料中的失望之后，
我们终于找到了揭开这个谜团的一丝转机。

10月8日下午，我们偶然在报社采访中心
大厅门口遇到了两位来报社讲述解放郑州故
事的老战士。惯性使然，我们几乎不抱希望
地问：“您是九纵的吗？有一位日本烈士松井
实您认识吗？”老战士们的回答，令我们大喜
过望。他们说，知道松井实这个人，好像是
在太行山抗战中俘虏的日本士兵，受到感召
之后加入了反战同盟，成为“日本八路”。但
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他们出主意说，原九
纵政治部的老战士段绪德和松井实在一个机

关，他最有可能知道松井实的详细情况。几
经辗转，我们找到了家住石桥东里的老战士
段绪德。

78 岁的段绪德是 1943 年参加革命的，
1947 年，16 岁的他加入九纵，任九纵政治
部文工团宣传员。就是在此时，他认识了
松井实。得知我们要来了解松井实的情
况，段绪德非常认真地连夜写了一份证明
材料，将他所了解的松井实不多的情况作
了简短的说明。

松井实身份查明，九纵政
治部战俘收容所医生

1947年六七月间，太行军区在着手组建中
原野战军第九纵队时，考虑到战俘收容问题，给
九纵组建了一个前方战俘收容所。这个所共有
50多人，大部分成员都是由太行军区战俘军官
教导团调来的。除战俘管教人员外，还有一个5
人组成的医护小组，专门救治受伤的战俘。在
这个医护小组中，有一个日本人，就是松井实，他
是一名医生。

当年的段绪德，方才16岁。他与松井实并
不熟识，隔着60年的时光，他甚至想不起松井实
的模样，只记得他是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个子
不太高，人很斯文，中国话说得非常流利。

与松井实同在政治部工作的时间，只有短短
的一年。大家都忙着自己的事情，段绪德总共也
没见过松井实几面。然后，就是郑州解放战役之
后，他听到了松井实牺牲的消息。至于松井实是
如何加入的八路军，究竟是参加中国革命的日本
共产党员，还是被俘后感化的反战同盟成员，段绪
德都无法确定。

寻访松井实的家人与后
代，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说到想要寻访松井实在日本的家人和后代，
段绪德连连摇头，“这实在太难了”。当年的松井实
还很年轻，他在日本是否结婚，是否有妻儿，都是未
知数。仅凭着日本京都人这几乎等于零的线索，在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的60年后，又如何寻觅松井实
家的踪迹？

为了尽量帮助我们寻找，段绪德还提供了
另一条线索。当时，九纵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
刘增钰是松井实的直接领导，段绪德说，他现
在北京总参干休所休养，离休前是总参测绘局
的政委。

此时，我们的一组记者正在当年解放郑州
的部队驻地采访。我们立即与那里的记者取
得了联系，希望能够通过部队找到刘增钰。但
是，不久之后传来消息，部队方面答复说，刘增
钰估计调离较早，老干部办没有他的资料。

满怀希望征集线索，本报
想要将松井实与日本重新连结

去国万里，松井实静静地安憩在郑州这片他
曾用鲜血染红的土地上。在当年特殊的时代背景
下，他远在日本的家人是否知道他的下落，又是否
曾经收到过他牺牲的消息？他的家人，是否曾望
断天涯，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一天天苦苦等待
着他的归期？60年时光的海洋，千万里的遥远距
离，横亘在他与日本之间，在合上眼睛安睡的那一
刻，他是否曾想起家乡著名美丽的樱花和母亲慈
祥微笑的脸庞？

为了铭记和表达所有郑州人深深的感激和
敬意，本报联合新浪网寻找松井实家人的线索，
如果你知道他，哪怕只是蛛丝马迹，也请来电
（0371-67659999）或上新浪网告诉我们。

烈士陵园“邂逅”松井实，是最大的意外

寻访松井实其人其事的过程，极为艰难

一次次失望之后，我们找到转机

松井实烈士之墓。

段老讲起当年的故事，仍然记忆清晰。

见证人：段绪德
时任九纵政治部文工团宣传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