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仪式现场照片，赵振英觉得仪式现场照片，赵振英觉得
左上角的军官就是自己。左上角的军官就是自己。

1945年9月9日9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中央军校大
礼堂举行，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签署投降书，向同盟国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总司
令何应钦表示无条件投降。整个仪式历时15分钟。

仪式结束后，何应钦说：“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已在南
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8年抗战的结果。中国将走上和平建设
大道，开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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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23日的那个下午，赵振英搭乘“七七事变”后的最后
一列火车，离开了故乡北平城。

赵振英原本想考北京大学，但随着卢沟桥上的一声枪响，这个
梦想被彻底击碎。从那一刻起，他和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汇
聚到抗日救国的历史洪流中来，立志要将侵略者赶走。

在此后的 8 年里，赵振英的战斗足迹遍布湖南、四川、广东、云南，并一路晋升。1944
年 4 月，27 岁的赵振英随中国远征军入印缅作战时，就已是少校营长了。

赵振英所在的国民党新六军，被称为国民党军队“王牌中的王
牌”，军长廖耀湘，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1945年8月，抗战已接近尾
声，蒋介石点名要求新六军进驻南京。

1945年 8月 28日，赵振英的第一营从湖南芷江飞往南京。跳出
机舱踏上南京土地的那一刻，赵振英与他的士兵们就注定被载入史
册——这是8年抗战以来，第一支收复南京的中国军队。

随后，年轻的少校被上峰委派，负责1945年9月9日日军投降签
字仪式会场的警戒工作。在许多参战部队眼中，这个任务是“中国参
战军人的最高荣耀”。

19451945年的今天，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年的今天，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
有一位老兵为我们讲述了那段不得不说的故事

赵振英，93岁，曾任国民党新六军14师40团第一营营长

他是受降仪式上唯一能自由走动的人
一间昏暗狭小的房间，只能

摆一张双人床和一张书桌，书桌
上的镜框里是妻子的遗像。今
年93岁的赵振英就是这个房间
的主人。在过去的 30 多年里，
他谨言慎行，连子女都不知道他
曾亲历中国历史上最为荣耀的
时刻。

1945 年 9 月 9 日，侵华日军
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这
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抵抗外来
侵略的第一次完胜，时任国民党
新六军14师40团第一营营长的
赵振英，是仪式会场内外警戒工
作的负责人。

那本该是这位少校个人经
历中最光荣的一页。但此后，因
为国民党军官身份，他背着“国
民党反动军官”的罪名坐了牢。
出狱后，老人一直蜗居在北京西
郊的一处居民楼里，并决定永远
将这个“秘密”埋葬。

2008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
赵振英的儿子赵精一结识了一
个叫晏欢的香港人。而晏欢的
外公是中国远征军驻印军50师
师长潘裕昆。当年5月，晏欢到
北京看望赵振英，从此揭开了一
个老兵不得不说的故事。

“我能亲眼目睹这一切，荣耀啊”
投降签字仪式的地点，是在南京中央军校的大礼堂。
从礼堂门口一直到外面的大街上，每隔50米，就竖着一根旗杆，

用蓝白相间的布条包裹，旗杆上挂着同盟国中、美、英、法、苏的五面
国旗。

每根旗杆下都站着一个全副武装的第一营士兵，他们身着绿色
卡其布美式军装，戴着钢盔与白手套。为了防止走火，士兵的枪膛里
并没有上子弹。

签字仪式时，赵振英的位置在日本代表团投降席的左后方，他的
士兵遍布整个会场。

在签字仪式的十几分钟里，会场上唯一能够自由走动的人就是
赵振英。

受降仪式后不久，1945年10月6日，在南京的新六军军官俱乐部
开幕，新六军营级以上军官都出席了。随后，新六军中的美军联络官
也完成使命，离开中国。

回国之前，约翰·葛顿南少校拿出一个红色笔记本，让在场的中
国军官签名留念。

“当时略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兴奋！”老人自豪地说，“从甲午战
争以来，中国就没有打过胜仗，经过 8年抗战，终于把日本人打投降
了！我能亲眼目睹这一切，荣耀啊！”

起床第一件事是跟逝去的
妻子说说话

1966年，“文革”开始，在一片“打倒”声中，赵
振英背着“国民党反动军官”的罪名，被判20年有
期徒刑。在狱中，他和爱妻宋玉岐离了婚。

1975年，这场噩梦总算结束了。当年3月，赵振
英被特赦了。出狱的第二天，他便与妻子复婚了。

二老的晚年生活平静而幸福。他们在阳台上
养了许多花，有君子兰、月季、海棠……每到春天，
赵振英就骑三轮车带着妻子去附近的玉渊潭公
园，他们手挽着手，在樱花树下一走就是大半天。

2005年12月18日，妻子去世了。临终前，宋
玉岐还念叨着：“老赵，剩菜剩饭要烫烫，每天记
得烧两壶开水。”此后，赵振英再也不去公园了。

直到今天，这位老兵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
就是对着遗像和妻子说上几句话。

在国殇墓园每走几步就要
敬个军礼

2009年，在晏欢的帮助下，赵振英的故事被
拍成了纪录片。

在云南和四川拍摄时，有一个场景，深深刻
在晏欢的脑海里。

那是在云南腾冲的国殇墓园。通往山顶的
台阶很长，赵振英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敬个军
礼。晏欢劝老人先休息一会儿，赵振英却一直爬
到了山顶。他告诉晏欢：“这些弟兄都是战死的
英雄，很多人连名字都没留下，都在山顶的大碑
里。我要是停下来休息，不是让他们看笑话吗？”

那一刻，晏欢没控制住自己的眼泪。

“我已尽了一个中国人的责
任，知足了”

在建川博物馆的老兵手印广场上，博物馆的
工作人员将赵振英的手印放大了 120%，印在了
一块高3.7米、宽2.4米的钢化玻璃上。

这个手印并不孤独。与它相伴的，是其余40
多块钢化玻璃上的近 4000个老兵手印。正是这
些手，挡住了来势汹汹的日本军队，拯救了整个
中华民族。

在手印广场的不远处，还有个“壮士广场”。
在这个10000平方米的广场上，陈列着215尊高2
米的铁合金雕像。这个钢铁铸成的战阵里，有打
响抗战第一枪的马占山，有卢沟桥抗敌的宋哲
元，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也有蒋
介石、宋美龄、陈绍宽、张灵甫、孙立人……都是
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杰出代表。

在“壮士广场”，赵振英很快就从 200多尊雕
像里发现了自己的长官——新六军军长廖耀
湘。老人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然后把一束鲜
花放在雕像面前。

之后，晏欢问了赵振英一个长久以来一直藏
在心里的问题：“如果知道后来会受这么多苦，你
还会选择参军抗日吗？”

“我不后悔。”老人的回答很干脆，“我尽到了
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又一直活到今天，知足了。”

看着老人步履蹒跚地走在“壮士广场”，晏欢
突然产生一种幻觉：这个拄着拐杖、背影佝偻的
老人，与威武雄壮的铸铁战阵融为了一体。

“是英雄而不自知者，才是真英雄。”晏欢感
叹道。 据《中国青年报》

提起当年受降仪式上的事，提起当年受降仪式上的事，9393岁的赵振英精神抖擞。岁的赵振英精神抖擞。

二十七岁已是少校营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