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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广播了
裕仁天皇的“终战诏书”，宣布接
受同盟国的条件停战。这一天在
99岁的抗战老兵宋茂田心中有着
独特的意义，经历过抗战峥嵘岁
月的他，记忆更加深刻。

宋茂田老人小时候非常喜欢
武术，他的舅舅是中国现代武术
奠基人、西北军赫赫有名的五虎
将之一的张之江上将。张之江在
一次回家探亲时，把宋茂田带到
了南京国术馆学习。作为台儿庄
战役研究会副会长、台儿庄大战
纪念馆特约研究员，郑学富在赴
河北采访了抗战老兵宋茂田老人
之后，为我们写来了《舅舅携外甥
共赴国难》一文。在台儿庄战役期
间，舅甥二人亲历过日军的飞机
轰炸、包围对峙，张之江更是作为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顾问，
向李宗仁提出了“近战夜战”的重
要建议，直杀得日军丢盔卸甲，一
举收复大片阵地。老兵宋茂田去
年还曾接到央视《开学第一课》栏
目组的邀请，与来自全国的其他
29位老兵一起录制了2015年的《开
学第一课》。据老人回忆，由于练
武，他的记忆力、眼力都很好，第
五战区军事地图都能背下来，不
用看地图就能清楚回忆起哪个
军、师的驻守方位。“有一次，李宗
仁看见我背出地图，拍着我的肩
膀说我‘短小精干’。”

其实，还有很多作者给我们
写来了记录抗战老兵英雄事迹的
稿件，如在古薛大地一直流传着
王延林英勇杀敌、抗战牺牲的事
迹。“热血洒鲁南，肝胆照后人”，
王延林为抗日救国身经百战，足
迹遍及津浦、临枣铁路沿线，抱犊
崮山区，微山湖区及运河两岸，后
因汉奸告密，不幸遇难。这是值得
我们永远铭记的历史，更是值得
我们学习和继承的抗战精神。

从上期开始，我们的“对话”
栏目围绕儒学复兴的忧思这一话
题，约请专家，从儒学复兴、学术
交流、比较文学等多个角度，透视
儒学热，以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
提供一些启示。本期，本报记者黄
体军就新一轮的传统文化热，对
话中国国学中心顾问、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主任龚鹏
程。龚鹏程直言不讳：新时代儒风
大盛，儒学研究其实却并无太大
进展，没有新学派，也无新理论，

“甚是萧条”四个字让人看着触目
惊心。

钱文忠亦曾用几个问号表达
过同样的意思：“现在搞语言学的
哪个接近王力先生的水平？讲《楚
辞》的哪个接近游国恩先生的水
平？如今又有哪个搞哲学的能接
近上世纪30年代冯友兰的那两卷
本《中国哲学史》？单是陈寅恪、容
庚、商承祚，他们的学问我们现在
守得住吗？”

正因如此，龚鹏程在对话中
直言：现在发展儒学，首先不应在
方向路线上争辩，而是应沉潜下
来好好读书。在浮嚣的社会风气
中，知识人首先要静得下来，深思
熟虑，做点理论的突破或文献的
掌握。根深自然叶茂，深入了才能
浅出，要做社会推广，先得努力钻
钻象牙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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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江受邀任

李宗仁高级顾问
张之江为河北省盐山（现为

黄骅市）滕庄子乡留老仁村人，一
身绝世武功。张之江的外甥宋茂
田住在相邻的朱里口村，受舅舅
影响，自小也非常喜欢武术，14岁
时练了一身好拳脚。1934年，时任
中央国术馆馆长的张之江回家探
亲，把外甥带到了南京国术馆学
习。那一年，宋茂田１7岁。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宋茂
田和同学们义愤填膺，纷纷要求
参军抗战。当时驻防中山门的桂
永清曾致信张之江，如有学生报
名参军的，入伍就当班长。宋茂田
闻讯后，和两个大个子同学拿着
证明到中山陵园征兵处报名。征
兵处的军官问：“你们来投军，天
上有日军的飞机，地上有日军的
坦克，你们不怕吗？”他们回答：

“为国家收复失地，赴汤蹈火，牺
牲生命在所不辞。”军官很满意，
把两个大个子同学留下，跟宋茂
田说：“你个头太小，又是个白面
书生，部队里都是二三十岁的壮
丁，你当班长怕压不住。”同学求
情说：“别看个子小，他可是我们
班的尖子生，两个鬼子兵也打不
过他。”军官说：“以后有的是用武
之地。”

宋茂田回忆说：“当时没当上
兵，我感觉很惭愧。我个头确实不
高，到21岁上黄埔军校时，才1米
66。”张之江得知后，安慰他说：“当
不上兵也不丢人，以后跟着我有
用得着的时候。”

“八一三”淞沪会战时，战报
一次次传来，张之江想上战场报
国杀敌，苦于自己无一兵一卒，急
得在屋子里直跺脚，哀叹道：“老
蒋不会用人，能带兵打仗的不让
干。”南京沦陷前，中央国术馆迁
馆于长沙。

正在张之江着急的时候，时
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给
张之江打来电话，并派人送来公
函，聘请张之江任第五战区司令
长官部高级顾问。在北伐时期，张
之江在南口与北洋军阀作战，曾
经助过李宗仁一臂之力。1934年，
李宗仁曾邀请张之江到广西传授
武术，二人也是老朋友了。李宗仁
的邀请正合张之江的心意，他积
极行动，带着5０名国术馆学生亲
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参加工
作。而宋茂田正是其中一员，他被
安排为张之江的贴身卫兵，负责
掌管机要文件。

李宗仁夸宋茂

田“短小精干”
在台儿庄战役期间，驻守曹县

的是第三集团军孙桐萱部，第三集
团军是西北军的老班底，将领大多
是张之江的老部下。有一次张之江
带领国术馆的学生军前往曹县视
察，在陇海路的一个小车站，三架
敌机前来空袭。车站又无防空设
施，他们仗着武功好，每人抱着一
棵大柳树与敌机周旋，敌机用机关
枪扫射了好久才飞走，大家竟无一
人受伤，树皮都被打穿了，后来孙
桐萱派来一辆大卡车把他们接到
了曹县。张之江等50多人住在曹县
城东关的一个教堂里。

由于汉奸告密，有一天夜晚，
鬼子四百多名骑兵包围了教堂，而
他们只有50多人，形势异常险峻。但
是张之江非常镇静从容，向他们说
道：“你们不用怕，敌人远道偷袭，
没有重武器。我们藏在屋里，在暗
处，敌人在明处，来多少打死他们
多少。”宋茂田老人回忆说：“我们
当时用的是木把勃朗宁手枪，快慢
机，我们的枪法很好，鬼子也不敢
靠近。我们边打边试图突围，但敌
人人数众多，最后他们只剩十几个
人了。就在这紧要关头，孙桐萱派
一个团赶到，才给我们解了围。”

由于跟着张之江在指挥部
里，宋茂田能经常见到李宗仁。
李宗仁的卫兵刘奋强后来还成
为宋茂田的黄埔同学。由于练
武，宋茂田的眼力、记忆力都很
好。第五战区军事地图他都能背
下来，哪个军、师的驻守方位不
用看地图就能说出来。宋茂田老
人回忆说：“李宗仁很和善，没有
架子，他曾拍着我的肩膀夸赞我
短小精干。”

台儿庄战役后期，张之江曾
给李宗仁提过一个非常重要的建
议。宋茂田老人回忆说：“当时我
就在旁边，张馆长建议李长官，敌
人武器先进，气焰嚣张，而我们人
多，适合近战夜战，何不效仿29军
夜袭喜峰口之战，给鬼子来次大
范围的夜袭！”这个建议被李宗仁
采纳，在台儿庄战役进入到白热
化的时候，第二集团军多次组织
敢死队，利用夜间偷袭鬼子，用手
榴弹炸，用大刀砍，直杀得日军鬼
哭狼嚎，收复大片阵地。

正是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
顽强地抗击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
略军，经过半个多月的鏖战，歼敌
一万余人，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
儿庄大捷。

毛泽东曾致信

张之江
台儿庄战役后，张之江历尽千

辛万苦组织国术馆南迁，得以继续
办学。到昆明后改名为国立国术体
育师范专科学校，张之江自任校
长，后又迁到重庆。张之江始终坚
持“健身强种，自卫卫国”的馆训，
校歌中也有“明耻教战，强种御侮”
的词语，因此吸引并培养了大批热
血青年和爱国华侨学生。很多学生
学成后奔赴抗日前线。

1938年６月，宋茂田考入位于广
西桂林的黄埔军校六分校，1939年
12月，昆仑关战役打响后，宋茂田等
黄埔的热血青年学生拿起枪，来到
了前线战场，当时宋茂田是纵队一
个连的重机枪手。在昆仑关作战的
日军正是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的第
五师团，真是冤家路窄。宋茂田说：

“鬼子的炮火可凶了，可我们的炮
火也不弱，我们手中的武器把鬼子
打得抬不起头来，３天过去了，鬼子
们奈何不了我们，扔下一大堆尸体
后就仓皇撤退了，我杀了不少鬼
子。后来关麟征的部队开来，才把
我们替换下去。最后我们黄埔军校
毕业典礼的时候，长官给我专门戴
了花，以表彰在昆仑关时的英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张之江以爱国人士的身份，被
特邀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
员。参加了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
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
员。宋茂田一直跟随着张之江，形
影不离。1955年2月11日，毛泽东主席
曾致信张之江：之江委员:惠书早已
收到。本想约谈，因循未果。近日查
询，知先生已返上海，只好待之将
来了。先生热忱爱国，如有所见，尚
望随时赐教。顺致敬意。

1956年2月，张之江在全国政
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发言，对发展
中国武术提出自己的见解。同年
秋，国家体委在北京举行全国武
术表演，张之江应聘为总裁判长。
1969年5月12日，张之江在上海华东
医院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张之江逝世后，宋茂田回老
家务农，一直坚持习武锻炼，曾在
当地的武术协会担任职务，教过
不少徒弟，所以老人身体很好。老
人以书报为伴，喜欢收集一些战
史资料。老人遗憾地说：“毛泽东
主席给我舅舅写的信用的是草
书，我用楷书给注释下来。我一直
保留着，可是前段时间不知道让
谁给拿走了。现在找不到了，不过
信的内容我能背下来。”

6月份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东方战场》全景式展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辉煌历程，其中西
北军著名将领、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上将身处闲职，本可随学校迁往后方避开险境；但
满腔报国热情的他应李宗仁之邀，慨然就任第五战区高级顾问，参与指挥了台儿庄战役，
多次历险。不久前，笔者前往河北省黄骅市朱里口村，采访了张之江的亲外甥、曾跟随他参
加台儿庄战役、现已99岁的抗战老兵宋茂田老人。

【刊前絮语】

根深才能叶茂

宋茂田当年戎装照张之江上将


	A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