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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国家公祭日前，亲历南京大屠杀的老兵孙进良讲述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血血与与泪泪的的记记忆忆不不能能忘忘，，当当下下才才是是最最幸幸福福的的时时代代

身边·人物

老人回看当年重回南京的照片。

12日，在第四个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来临之际，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在微山采访到了目前所知山东省唯一健在的南南京大屠杀亲历者，98岁的孙进良(曾用名孙
晋良)。

面对记者，他说那段历史他永生不忘。南京保卫战中死伤的场景、侥幸逃过一命的危难时刻……然而面对当下生活，身身体健朗、生活安逸的他和记者分享着日常点
滴，感慨“最幸福的时代，就是现在”。

年轻时的孙进良。

孙进良幼时家境贫穷，小学毕业

后，为了争取每月5元钱的生活津贴，

14岁的他投考位于兖州的山东省立

第四乡村师范。这是一所专门培养

“乡村教师”的中专学校。

“那年一共 8 7 5人考试，录取

了40人，我们县有近百人投考，只

有我一个人考上了。”直到今天，

老人依旧清晰地记得具体人数。

孙进良说，当年自己是名人，别人

都喊他“神童”，周围村子乡镇都

知道小房头有个孩子考上了兖州

乡村师范。

1937年“七七事变”后，正在师范

学校读四年级的孙进良坐不住了。

“我要当兵，我报名！”一腔热血涌在

心头，孙进良一心只想到前线去，没

有考虑过自己的生死。

但是，当年17岁的孙进良只有

1 . 5米高，部队没有答应他参军的要

求。在参军被拒的情况下，他和几位

同学决心去南京投靠师范学校的校

医孔德刚，也就是当时三十七陆军医

院的医务主任。

又一个公祭日
思绪重回80年前

孙进良(曾用名孙晋良)，98岁：

1920年出生于济宁微山；

1928年，就读于韩庄镇韩庄小学；

1934年，考入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

1937年，当兵被拒后前往南京参加南京保卫战救护工作；

1938年，报考黄埔军校，最终成为十六期一总队炮科学员；

1941年，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孙进良历经弹药队队长、少尉排长，最终在洛阳担任国民革

命军15军军属炮兵营营长。

1948年底，孙进良回到微山家乡。

孙进良个人简介

12日早10点多，微山县韩庄镇小方头

村一处老屋内，一台老式彩电正在播放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新闻。98岁
的孙进良穿着黑色的厚外套，坐在距离电

视只有一米的旧沙发上。

新闻正在播放《拉贝日记》等影印本

南京首发的消息，老人不想落下新闻里的

每一句话，眼睛看不清了，就把耳朵往电

视跟前凑。这条新闻也将孙进良的思绪拉

回到了80年前他参与的那场南京保卫战。

南京，这两个字对于孙进良来说有着

特殊的意义。1935年，他曾在南京接受童

子军大检阅，1937年，作为看护兵参加了

南京保卫战，侥幸逃过一命后，他机智逃

过日军层层哨所，最终平安回到南京难民

收容所。

去年，孙进良受邀去南京参加南京大

屠杀相关纪念活动，儿媳带他在南京街头

散步时，被好几个南京当地的年轻人喊

“老爷爷，我能和你合影吗？”胸前戴着纪

念章的孙进良，也是穿着这件厚外套与年

轻人一一合照。

决心弃笔从戎
却因个不高被拒

南京城门失守
他幸运逃脱枪杀

抵达南京后，孙进良在万国红十

字协会医院做看护兵，亲历了南京守

城的艰难时刻。“1937年12月10日-13

日，这三天南京雨花台、光华门、紫金

山都遭到了轮番打击，到13日南京沦

陷，守不住了……”回忆到这里，孙进

良紧闭双眼低下头，嘴角使劲往下压。

“光华门被日军用大炮打穿了，

失守后遍地都是伤兵，有的就躺在地

上疼得喊‘妈妈’。”那个场景，孙进良

如今仍不愿意去回忆，期间数次低下

头沉思。

在这个时期的回忆中，孙进良提

到了与他同在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

范读书的师弟王孝芳。南京沦陷后，

孙进良和王孝芳被日军带走，前方面

如今，孙进良有7个孩子，平时他

们轮流过来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从

老人的气色和状态，能看得出孩子们

对他照顾得很是细致。“今天早上喝

了一大碗鸡蛋肉丝面，放了俩鸡蛋，

老爷子早餐就爱这口。”老人家的七

儿媳张建萍告诉记者，老人现在一天

四餐饭，最近几年开始怕冷了，每天

都要保证屋里暖暖和和。

“每天晚饭一碗汤，不吃面食，睡

前一定要刷牙，不然牙齿不舒服，觉

也睡不好。”孙进良很开心地和记者

分享他的生活点滴。老人家保养得

当，心态好，虽然98岁高龄，但是牙口

很好，胃口更好。

“最幸福的时代，就是现在，没有

更好的形容词来形容现在的生活。”

孙进良站起身，对着记者笑着说，他

想不出更好的形容词可以形容当下

的时代，每天能够吃饱穿暖、儿女围

绕身边，这样的生活他很享受，想继

续活着、继续享福。

如今年近百岁
畅享幸福的生活

文/图 本报记者 黄广华 孔令茹 李岩松 通讯员 冯黎丽

回忆起那段血泪史，老人仍心绪难平。

一句机智回答
赢得保命通行证

被日军放走后，孙进

良走得很慢。“我该去哪

里，前边会不会还有‘机枪

点名’？”孙进良一边走一

边想，遇到了招兵的中岛

部队蒲州联队的军官。

“他在路边吃饭，问我

要不要‘密西密西’，当时我

虽然很饿，但是我绝不会吃

他们的饭。但我很委婉的拒

绝了，态度很友好。”孙进良

回忆说，这名军官随后向西

方开了一枪，想让他跟随日

军作战。

孙进良在脑海中快速

想着应对方案，很“诚恳”地

表示愿意跟随作战，为家中

的父母争取口粮。在获得日

军的信任后，他提出了一个

要求，那就是要进城回家向

爸妈告别，并表达了会立即

归来的意愿。

就是这一句机智的回

答，让孙进良取得了日军

的信任，并顺利得到了一

张写有“中岛部队蒲州联

队，允同”的路条，并盖有

一个椭圆的章。这张可以

保命的通行证，让他顺利

通过了接下来的十几个日

军哨所，最终安全抵达了

南京难民收容所。

对的将是残忍的杀人坑，也就是传说中的

“机枪点名”。

就在这时，身高只有1 . 5米高的孙

进良在人群中很是显眼，虽然已经17岁
了，但日军误以为他只是一个小孩子。

一名日军对他说：“你滴小孩，开路开路

滴。”

就这样，孙进良侥幸逃过一劫，但是

他的师弟王孝芳，孙进良之后再也没有见

过。

经历过生死劫
他毅然报考军校

经历过南京大屠杀之后，孙进良

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把当时的自

己当做“死过一回的人”。此时的他心

怀一腔热血，想为死去的伤兵们报仇

雪恨并亲自作战。于是1938年，18岁
的孙进良报考了黄埔军校，并最终成

为黄埔军校十六期一总队炮科的学

员，到重庆铜梁县入伍。

1941年，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孙进

良历经弹药队队长、少尉排长，最后

到位于洛阳的十五军六十五师炮兵

营任营长。

孙进良参加的最重要战役就是洛

阳保卫战，“守住洛阳”成为十五军的

主要任务。“晚上突围，身上只有一把6

颗子弹的手枪和10枚手榴弹，碰见小

日本实在不行就同归于尽。”后来，孙

进良利用日军发射照明弹的工夫突围

成功。但最后，洛阳还是失守了。

这场战役之后，在1944年底，孙

进良和战友们去甘肃接骡马补充军

需。途中路过六盘山时，寒冷的气候

把战友们冻坏了，衣少人多，身为连

长的孙进良将大衣让给其他战友，鼻

子因此冻伤，直到现在还有鼻炎的老

毛病。

老人说，活在当下才是最幸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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