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8月1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郭爱凤

热线电话：(0531)85193307 Email：gaf@dzwww.com人物10

自1938年秋开始，在嘉陵江和长江重庆段
的河谷地带，先后有17家兵工厂扎根，聚集了9
万多兵工员工。

其实，不仅仅是在重庆，在整个西南和西
北大后方，1938年经宜昌内迁后，一批现代化
的钢铁厂、兵工厂、航空电讯、能源机械和纺
织工业在大后方相继建立，为国民政府组织反
攻和夺取整个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

1940年6月12日，当日军如狼似虎般占领宜
昌时，侵略军占领的是一座空城。事后，日本
方面十分懊恼地叹道：“假若在昭和十三年
(1938年)攻占武汉的同时攻占宜昌，其战略意义
就更大了。”

让日军吞下战争苦果，是民生公司职员等无
数爱国志士用铁血换来的。他们用生命写就中华
民族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一页！

梦寐毋忘国家大难

当上海等沿海地区的工厂内迁重庆后，大
如屋、小如碗的各种机器在河滩上堆积。当
时，没有一台机动车，也没有任何起重设备，
所有的大型机器都要靠人力，一点一点地用滚
木搬运。赤手空拳的工人们，在萧瑟秋风中，
在敌机的扫射下，光着膀子，打着赤脚，操着
上海话、湖北话和四川话等不同的口音，齐声
喊着统一高亢的劳动号子，何等壮观！

机器的轰鸣声，接续着中国工业的命脉，
也撑起了国家和民族救亡图存的工业脊梁。第
二历史档案馆的统计表明，抗战期间，全国械
弹有三分之二是重庆造的！“三次长沙会战，
中国自己造的械弹立下大功。特别是第三次会
战，中国军队更是展示出强大的火力。日军受
到中国军队的沉重打击，日军共伤亡10 . 7万
人。”兵器史专家李意志介绍道。

时至今日，从宜昌逆流而上的那些物资，
播下的工业“火种”依然在燃烧。新中国第一
根钢轨、第一辆民用摩托车、第一辆吉普车，
长安集团（原金陵兵工厂) 、长江电工工业集
团（原第20兵工厂) 、重钢集团（原第29兵工
厂）都在这火苗中闪耀。

这“火种”的传递者中，民生公司功不可
没。据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教授刘重来介
绍，“广义的宜昌大撤退，从1937年下半年就
开始了，一直持续到1940年宜昌沦陷。为了抗
战内迁，民生公司有117人献出生命，76人伤
残，先后被敌机炸沉炸毁的主力船舶是16艘，
炸伤的69艘。”

在北碚卢作孚纪念馆中，有一张抗战期间
民生公司受损船只名单，其中列着船只名称、
受损原因、时间地点、死伤人数等信息。其
中，绝大多数船只是在1939年之后被日军轰炸
击沉。“这恰恰说明，民生公司承载的战时运
输任务，贯穿了整个抗战岁月，宜昌大撤退不
过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章。”西南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教授、《卢作孚年谱》一书作者张守广介
绍道。

早在1930年3月，时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
的卢作孚赴华北、东北考察，历时五月余。在
东北，他看到了日本人处心积虑地经营着，为
国人对此尚懵懵然不知而深感焦虑。他深深意
识到，东北问题不只是东北的问题，“实是国
家根本问题”。

1933年，在民生公司纪念“九·一八”事
变两周年大会上，卢作孚明确表示抗日的坚强
决心。他对民生公司全体职员提出以下要求：
1、应作义勇军的预备，训练成军人的身手；
2、应作国家总动员的准备，调动一切人畜物质
的力量；3、应作牺牲的准备，于值得牺牲时不怕
牺牲；4、应作有血性有肝胆的男儿，对于我们群
众议定的和约信条及一切议案，努力去做。

民生公司的抗日动员不仅行动早，而且卓
有成效。卢作孚嘱咐公司所有轮船的舱室和职
工宿舍的茶具、卧单上，到处印着“作息均有
人群至乐，梦寐毋忘国家大难”之类的醒目口
号。他发动职工和家属“不为日本人服务”“不与
亲日华人为友”，并竭力用公司的业务工作超过
日本轮船，作为爱国抗日的实际行动。

最艰巨的是准备运输

1937年仲夏的上海，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
孚正准备赴欧洲考察，忽闻卢沟桥事变。大街
小巷人潮涌动，到处是抗日的呼声。民族和国
家危亡之际，彻夜难眠的他毅然放弃去欧洲，
决心要动员民生公司全体职工投入到抗日大潮
中。

继上海失守，江阴封锁后，民生公司在长
江下游的业务减少十分之九。有人忧虑认为战
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生命几乎完结了。卢作
孚却恰恰相反，他认为：“国家对外战争开始
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

他对公司职工说：“我们要以事业报效国
家，我们要以身尽瘁事业。我们虽然不能到前
方去执干戈以卫社稷，拿起武器打敌人，当尽
本身职责，努力去做一员战士，以增强抗战力
量。”

在卢作孚应邀赶赴南京参加起草抗战总动
员计划时，他电告公司全体职工：“民生公司
应首先动员起来参加这场战争！”“一切工作
迅速地转移到战争的轨道上来，以满足战时运
输的紧迫需要！”

从1937年冬开始，民生公司调派十余艘轮
船，抢运在南京、芜湖等地的兵工器材到重
庆。12月15日，民生公司与兵工署签订抢运汉

口军工器材的合同，调派“民本”等6轮，担任
汉宜段抢运；又调派“民主”等6轮，担任宜昌
重庆段抢运，两个月时间完成抢运撤退物资
12900余吨。

“这期间，我父亲除了忙于眼前繁重的运
输工作外，还忙于为今后战时运输物资做准
备。他后来反思，整个抗战运输中最艰巨的工
作还不是运输，而是如何准备运输。”今年93
岁的卢作孚次子卢国纪介绍道。

卢作孚敏锐的眼光，在战争爆发伊始就已
显现。首先，他要解决的是燃料问题。当时，
民生公司有46艘轮船，其中有32艘以柴油为燃
料。江阴封锁后，柴油断绝了来源，情况十分
危急。他决定将寻求柴油作为第一大事，遂动
员民生公司各地的机构和人员，从香港、广州
和长江沿岸尽力购买，总共收买到4000多吨柴
油。

审时度势的卢作孚，在宜昌大撤退最关键
的40天中，预感到宜昌如若沦陷，整个民生公
司在川江航运的燃油将严重缺乏，要提前做好
动力能源的改造。他指示，立即将数十艘烧油
的轮船改为烧煤。事实证明，他的决策是英明
的。抗战后期，民生公司大量轮船用四川品质
良好的煤炭作为动力，无须担忧能源的短缺。

其次，是轮船维修问题。当时民生公司的
轮船如需修理，钢材完全取自上海。还有一部
分外国制造的机器，配件主要来自国外。战火
从上海滩燃起时，这些物资完全断绝了来源。
轮船修理的重担，全部压到了民生公司自己肩
上。寻求五金钢材，就成了卢作孚要解决的第
二件大事。“经过巨大的努力，公司先后从上
海、香港、汉口等地购买了五金钢材共两千多
吨，准备5年的存储。这是抗战初期的大工
作。”卢国纪介绍道。

星夜运兵出四川

逆流而上的民生船只，除了装载着工业机
件物资外，还有几十所高等学校、职校、中
专、中学的师生，以及他们携带的教学仪器设
备，其中有：大夏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
学、山东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工
业专科职业学校、航空器材学校、中央陆军学
校、国立戏剧学校、中央警官学校、武昌中华
大学……

有人入川，也有人想出川。抗战全面爆发
后，以刘湘为首的川军各部，纷纷请缨出川抗
战。1937年9月，民生公司将刘湘率领的川军4
个师、2个独立旅从重庆和万县运往抗日前线，
参加南京保卫战。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弃守南京，迁都重

庆。国民政府开始准备武汉保卫战。从1938年5
月开始，民生公司又投入到保卫大武汉的运输
战斗中，派出数十艘船只，从重庆、涪陵、万
县分三路，抢运奉命出川的川军第29集团军和
30集团军。从5月30日至6月22日，共运送出川官
兵79674名。抗战八年，川军共有6个集团军零1
个师出川抗战，其中大部分都是民生公司冒着
炮火送到前线去的。

“1938年，从5月至11月，这半年当中，轮
船和岸上各部职工好像全知道他工作的重要，
昼夜工作，毫无怨言。也是因为他们亲眼看见
一批批的出征战士，星夜开到前线去牺牲生
命，要到前线去捍卫国家，那种壮烈耐苦的精
神，让人崇敬，让人感动，所以民生公司的职
工，有时候挨几句骂，多跑几步路，多费一点
口舌，少睡几夜觉，那简直觉得不算一回事
了。”民生公司职员李邦典曾回忆道。

“从1937年9月到1945年抗战胜利，民生公
司就运送出川部队和壮丁270万人，武器弹药30
余万吨。”刘重来介绍道，除了运送军队出
川，民生公司也运送伤兵入川，仅1938年，便
将前线退下的伤兵一万余人运往四川。

整个内迁期间，民生公司还安排专轮运送
了多位抗日将领灵柩从宜昌回重庆：1937年12
月，“民俭”轮运送23集团军第145师师长饶国
华；1938年1月30日，“民勤”轮运送抱病率军
出川抗日而病故武汉的川军主帅刘湘；1938年5
月19日，“民俭”轮运送22集团军第125师师长
王铭章；1940年5月27日，“民风”轮运送第33
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

“在宜昌大撤退中，被川军爱国精神感染
的，还有默默无闻的职员杜国祥。”据民生公司宜
昌分公司经理郑新介绍，杜国祥本职工作是引领
船舶航行的领航者，当地人称之为“领江”。

1940年6月12日，宜昌沦陷，日本军队扣留
了宜昌港所有船只。其中，长江南岸有6艘国民
政府的大货船，船上的数千吨枪支弹药等军用
物资，眼看就要成为日军的战利品。

手无寸铁的船员，如何能摆脱全副武装的
日军，并将6艘硕大的船舶开走？得知这一情况
的杜国祥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当天深夜，
借助月色掩护，他从岸边泅水到江南岸，冒死
爬上“鸿大”轮，领头引航。

“在鸿大轮的带动下，其它五艘货船的船
员们顿时精神振奋，他们纷纷启动船只，紧跟
鸿大轮，浩浩荡荡驶离宜昌。这让还没有布防
水上力量的日军猝不及防，‘三八大盖’的射
程也够不着。六艘轮船汽笛长鸣，向日军讽刺
性地‘集体告别’。”郑新介绍道，因为这一
爱国壮举，杜国祥多次受到嘉奖。

“宜昌沦陷后，上游80里外的三斗坪代替

了它的位置，成为前线与后方、军需与民用物
资的转口地。那时仅秭归一个县，就有上万名
背夫为几十里外的前线部队输送军粮，山路漫
漫，披星戴月，年纪小的背二三十斤，年纪大
的背百八十斤粮食，还有一些妇女也参与其
中。在荆州到宜昌的长江水域上，有国民党的
海军游击队，在江面上布水雷封锁线，日军的
船队不敢继续朝上游行进。这都为内迁创造了
难得的机会。”郑新说道。

死就死吧，绝不能走

民生公司的职工也正如卢作孚所言，人人
“努力做一员战士”。长江在三峡段尤为艰
险，如瞿塘峡口的滟滪堆，秋冬水枯时，它在
江心显露出庐山真面目，长约30米，宽约20
米，高约40米，好似一头巨兽矗立江心。此
时，上水船会因水位太低，极易触礁。待夏季
洪水暴发，一江怒水直奔滟滪堆，狂澜腾空而
起，涡流千转百回。这时滟滪堆已大部分浸入
水下，行船下水，如箭离弦，分厘之差，就会
船翻人沉。1959年，为清理长江航道，当地用
了7000斤炸药，才将其清除。

像滟滪堆一样艰险的水域，在三峡航道中
有上百处。内迁的轮船除了要应对处处鬼门关
的航道，还暴露在日机随时的空袭之下，他们
用血汗和生命守护着这条大撤退的“生命通
道”。

1941年8月底，“民贵”轮船主周海清率船
由重庆开万县。船刚开到涪陵，情报来矣，三
架敌机飞来！周海清立发命令，加足马力逃过
涪陵，开到涪陵下韩家沱。开进了沱，船头直
靠上沙滩，约十五分钟，船上所载士兵千余统
统上岸，躲伏在玉米地中。隔了十多分钟，敌
机在上空飞过，解除警报，兵士上船，再向前
进。

等离万县只五里许，时在上午10时，瞥见
岸上难民，扶老携幼，大哭小叫。船将到万
县，周海清用望远镜望去，街上行人绝迹，就
加足马力，开过万县市区，即听到飞机声炸弹
声，见黑烟上冲，高入云际。

形势万分严重，领江曹伯祥吓得面如土
色，三步并作两步奔走到周海清面前，大声
说：“前面的船已炸，快开到岸边躲避！”

周海清回答说：“事已临头，不要慌张。
岸边停泊，尽是石头……”正在谈话，又听到
飞机声，急查河床图，知道北岸有猫儿沱，马
上驶去，将船停泊。兵士下船，暂时躲避在玉
米地里。轮上机器立即停火，以免冒烟，避去
视线。将铁丝攀住大树根，前后绞牢，船身紧
靠山壁。

周海清马上命令水手船员，全体动员大斫
树枝、竹子。四川又多柏树，船身四面拿柏树
枝吊起，全船再拿树枝竹子盖满。船顶上竖立
柏树枝，好像从地上生长出来一般。周海清到
山顶上拿望远镜眺望，连自己也辨不出这是一
只轮船，真像是一座山坡，蔚然成林，由此躲
过数次敌机轰炸。

而几乎在同一时间，不幸却降临在其他船
只上。1941年8月22日，“民俗号”从巴东运送
伤兵和旅客时，遭遇7架敌机的轰炸，船被炸
沉，船员死亡70人，其他乘客死亡180人。民生
员工在这次轰炸中的表现，更是惊心动魄、可
歌可泣。在民生公司保存的《通、俗等轮被炸
经过报告》中，管中窥豹，我们得以寻找到英
雄之壮烈：

加油工人邱宝定在机舱值班工作时，弹片
穿破腹部，流血不止，叫他赶快离去，他却回
答：“死就死吧，绝不能走！”仍扪腹忍痛工
作，毫无畏怯，竟与船舶共沉亡。船将倾倒，
机舱人员尚望挽救，然机器已被炸停，可是全
体值班人员均未离去，仍照常工作。加油杨培
之，看炉水罗绍修等，均随同船舶被炸沉而英
勇殉职。

水手长龙海云，当船将倾覆沉没时，仍屹
立船头，继续工作。船长数次催其逃生，他却
慨然回答：“船长不走，我怎能离去！”船又
一次被炸时，龙海云腹部中弹牺牲。三引水王
炳荣奉船长之命执舵被炸伤，船长改命徐鸿章
执舵，叫王速离船逃生，但王仍坚守岗位不肯
离去，后随船沉没殉职。

大副李晖汉，当船被炸沉时，他急赴驾驶
室将航行日记簿、船舶证书及其他重要文件抱
于怀中，忽一弹片飞来，削去嘴脸，即倒于血
泊中牺牲。报务员陈志昌，当船被炸沉时，已
不能再发电报，但仍保护着电报机而不离去，
终被炸死殉职。

护航组长申志成，茶房唐泽民、袁文彬，
当敌机临空投弹扫射时，乘客骚乱，他们却不
顾个人安危，冒着枪弹，照样维持秩序，企图
保持船身平稳，但敌机不断轰炸、扫射，弹如
雨下，袁、申被炸惨死，唐被炸断其臂，昏倒
于血泊中，英勇牺牲。船沉没后，幸存水手辜
华山，仍不顾个人安危，急泅水至岸，抢推木
划，在惊涛骇浪中救起伤兵和旅客数十人。其
余未被炸死的船员均积极抢救浮于江上呼救之
客人。

无名英雄岂能忘却

整个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从上到下不计
成本，不计牺牲，所属船只担负了90%以上的运
输量。而在1938年底的那40天之中，民生公司
的运力还显得不足。为解决这一问题，卢作孚
派员紧急征集川江上大批木船参加抢运。在沿
岸各县的支持下，1200艘木船很快齐聚宜昌，
数万名衣不遮体的船工和纤夫冒着敌机的轰
炸，冒着船只沉毁的危险，与民生轮船职员们
一道昼夜装卸抢运。

“1938年11月10日，经济部工矿调整处业务
组组长林继庸也来到宜昌。他征用木船850余
艘，参加抢运的船夫、驾长和沿岸的纤夫总计
在3800多人以上，参与到大撤退中。”原宜昌
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朱复胜介绍道。

“这2050余艘木船，一般载重六七十吨。
木船在黄昏后和大雾里不能行驶，加上宜昌至
重庆的660公里川江航道上，险滩林立。各滩又
有枯水滩与洪水滩之分，在西陵峡的青滩和泄
滩，就有不少木船被撞翻沉。”朱复胜介绍
说。

“各厂矿的物资、设备分别散装在各艘木
船上，木船被编成几十组，各组由4艘至7艘编
成，以便沿途相助。过险滩时，每船只留驾
长、掌艄及搬艄的在船上，乘客及纤夫在岸边
步行，有时还要帮助拉纤。”朱复胜说道。

“一二百名纤夫迎着锋利而寒冷的江风，
在前头汗流浃背拼命拉纤，他们口嘘腾腾热
气，同声嚷着不成调的短促而苦楚的歌声。往
往拼命半小时，而船不得前进半尺。一行人众
伛偻身躯，体向前倾，背高于顶，合力前
拉。”林继庸回忆道。

在峡中的险滩，一般都要经过二三个小时
的奋力拉纤，才能拉过一滩。由于岸边岩石尖
峭，拉纤时纤绳4根中被磨断1根是常有的事。
若是2根纤断了，为安全起见，必须立即将其余
2根一齐砍断，任船下流至静水处，纤夫重回原
处，再从头拉起。若遇火轮船经过，大浪涌来，水
入船中，船往往是翻身下沉，葬身鱼腹。

“每逢夜间停船，船夫和乘客念及一路的
艰难困苦，静听江水滔滔，各人心中都如同江
涛怒吼，个中艰辛，非笔墨所能形容。充满着
我民族的冤仇血恨。”这种景象，林继庸终生
难忘。

“除了民生公司的职员，还有那些装卸
工、船夫、纤夫，更是无名英雄。他们因此负
伤乃至牺牲，没有人予以抚恤，但不能忘记他
们为国家和民族无私的奉献。”2008年，“宜
昌大撤退纪念园”开园时，卢国纪曾如是嘱咐
郑新。

如今，在园中纪念碑的西壁上，刻着“宜
昌大撤退牺牲船工英名录”。在列举完民生公
司牺牲的职员后，下方刻着“以上是民生实业
公司有记载的名单，还有其他公司员工和宜昌
民众牺牲者无法记载，以此垂悼。”

笔挺的石碑正对西方，在奔来的滚滚长江
水畔，默然无语。

抗战期间，全国械弹有三分之二是重庆造 !生产这些械弹的兵工厂，绝大多数都是经宜昌大撤退内迁到重庆的。在整

个宜昌大撤退中，民生公司可以说是不计成本，不计牺牲。大撤退中，民生公司的船只担负了90%以上的运输量，有117

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先后被敌机炸沉及炸伤的轮船有16艘。作为一家民营轮船公司的员工，民生职员在国难当头时的

慷慨从容一点也不让于浴血战场的将士。

■ 周末人物 英雄儿女·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铁血西迁中的“民生人”
□ 本报记者 卢昱

1939年9月，卢作孚在汉口航政局改良木船试航典礼上发表演讲。

“民生”轮船公司在宜昌的办公楼旧址。

抗战初期“民本”轮从南京转运难民。

民康轮运输支前物资后空船返回重庆。

宜昌大撤退路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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