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民革命军 88 军新 21 师狠狠打击日本侵略军的故事，
在金华坊间被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们津津乐道。这是一支
川军队伍, 抗战期间主要活跃在金华、永康、武义、丽水、温
州一带与日寇浴血拼杀。据研究川军抗战的学者调查，新21
师的一万多将士们手臂上都有“21师”的纹身。遗憾的是，新
21 师的川籍将士，至今健在的，一个都未被找到。施金友是
目前金华地区找到的唯一一名健在的“浙籍川军”，在他的
左手臂上，依稀可见“21搜”的纹身，上方，还有两横模糊的痕
迹。他说，那是代表新21师师部搜索连，以及曾参加新21师
军事大队训练营受训时的“二”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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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内战打响，施金友感觉中国

人打中国人没有意思，就离开了部

队，回到老家溪田村，在家种地兼做

“杀猪老师”。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主

动提出去了大西北支援边疆。再次

回到永康，施金友已经 30 多岁，到了

38 岁才结婚生子。现在一个儿子和

两个女儿都已经成家立业，家庭经济

条件都不错。可惜施金友老伴因病

早早离他而去了。

今年 91 岁的施金友目前身体还

算硬朗，在自家屋顶菜园种植了好多

的蔬菜瓜果，每天都要上楼顶劳动一

番，并体验收获的快乐。

施金友很喜欢读书报看新闻。最

近一条新闻很让他兴奋，为了纪念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9月3日将举行盛大阅兵

仪式。在抗战老兵的阅兵方阵中，将

有10名川军老兵代表在其中，接受党

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而最让施金友

高兴的是，所有这些参加过抗日战争

的健在老兵，也将得到一枚“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纪念章。

富家子主动投军
打日寇手臂刺字

1925 年 6 月，施金友出生在我市

龙山镇溪田村，祖父做药材生意，家

境比较殷实。1942 年，日军侵入永

康，当年18岁的施金友非常痛恨日本

鬼子。他听说附近四路口驻扎着一

支国军部队专门打日寇，便瞒着父母

投奔了部队。长官看施金友人高马

大、身强体壮，又是主动要求参军打

仗的，便心生几分好感，就留他在师

部的搜索连一排当战士，还给他改名

叫“施文钦”。施金友后来得知这支

部队番号是国民革命军 88 军新 21

师。在抗战时期的永康，主要是新21

师与日寇在争夺抗衡。

师部有两个直属连，即特务连和

搜索连，担任师部警卫工作的特务连

从不离开师部，搜索连则在确保师部

安全的情况下，有时候也作为机动部

队参战。施金友至今清楚记得 88 军

军长刘嘉树，新 21 师师长罗君彤，副

师长李文密，连长杨柏亚，排长周国

兵⋯⋯

根据部队传统，施金友的左手臂

上刺下了“21 搜”的纹身。部队常喊

着一句口号：“生是 21 师的人，死是

21 师的鬼”。从那刻开始，施金友的

生死就与21师紧紧联系在一起。

参军后不久，部队就离开永康向

缙云县进发。武义狙击战是施金友

从军后的第一次参战。

那一天，连队吃了晚饭后从缙云

河阳村出发，第二天中午到达武义清

风岭附近的村庄，部队停下一边构建

工事，一边埋锅做饭。施金友和排长

刚刚吃完中饭，就看见有大批日军从

对面山上过来，双方立即开火交战。

日军不知道我方有多少人员，所以不

敢贸然进攻，只是利用迫击炮不断轰

击我方阵地。

新21师战士们边打边撤，幸亏山

上有茂密的山茶林，部队没有多大伤

亡。之后日军动用三架飞机轰炸了山

下两个村庄，百姓生灵涂炭。施金友

他们隐蔽在山茶林中一直坚持到后半

夜，61团一个连与他们换防，施金友他

们才撤了下来。到山脚一看，公路、桥

梁已经全部被毁，师部已经向丽水进

发，他们也连夜尾随去了丽水。后来

和施金友他们换防的这个连，大部分

官兵都被日军俘虏，扩充成了汪伪政

府和平军。抗战胜利后，该连连长在

杭州被抓捕，被枪毙于诸暨。

富家子主动投身抗战

1944 年 7 月，驻金华日寇兵分两

路从缙云、武义进犯丽水城，国民革

命军由 63 团担任主力正面狙击，团长

由司令部下派的少将参谋彭孝儒担

任。彭孝儒是黄埔军校第7期毕业学

员，军衔级别与新 21师师长罗君彤相

同，但缺少实战经验。63团虽属中央

嫡系，但成员绝大部分是在浙江招募的

新兵，还在训练培训中，战斗力不强，且

装备落后，尽是些老式步枪。师长罗君

彤命令63团驻扎在丽水城内守城，同

时把小水门浮桥拆除，形成背水一战

阵势，并将从四川调过来的 61 团和

62团部署在水南，由61团督战，62团

作为机动力量。

在离丽水城不远的一个山谷里，

有几个村庄，驻扎着一批日军。搜索

连受命守候在山谷口，狙击企图冲出

山谷去增援攻打丽水城的日军。施

金友是机枪手，他占据了制高点，日

军一冒头就用机枪扫射，吓得日军如

缩头乌龟。搜索连在阵地坚守两天

两夜，鬼子一直不敢出来。第三天夜

里，搜索连接到上级命令只防不打，

结果当夜鬼子就跑出了山谷。到了

第四天上午，搜索连遭到了日军包

围，施金友他们只得一直往乡下撤

离。由于人生地不熟，他们和师部也

失去了联系，施金友和战友们又饥又

渴，只能摘红薯叶充饥。

这次丽水保卫战，63 团打得很

惨烈。由于丽水城内有汉奸出卖，加

上丽水县军合处主要官员畏战潜逃，

开战第一天晚上，63团团部指挥系统

瘫痪，各自为战，师部又没有及时增

派援兵，导致63团包括团长彭孝儒在

内的上千官兵全部战死沙场。

战后，师长罗君彤也背上了一个

“排除异己”的罪名。军长刘嘉树后来

在全师大会上总结发言说：“这一战没

有成功拦截，导致大批日军开往温

州。我军要在温州对日寇进行大反

攻！”

担任机枪手，参加丽水守城保卫战

最血腥最惨烈，也是新 21 师在浙

江期间最重大的一役，就是温州的莲

花心战役。

1944 年 9 月，施金友随师部乘船

前往温州，从丽水赶赴温州战场的路

上，渡过瓯江，水已经被染成了红色，

江岸处处是尸体，触目惊心。师部驻

扎在巨溪，主阵地在莲花心。大反攻

开始后，新21师的士兵从山下向上冲，

日军则在制高点上用机枪向下扫射。

第一排冲锋的新 21 师弟兄们全部牺

牲。待到第二排发起冲锋时，前面的

死尸已经摞成了墙。待日军机枪停下

的一瞬向前冲去，部队竟成功攻上了

高地。可到了夜里，日军反攻，刚打下

的山头又失守了。当日冲锋的 63 团

第五连共166人，最终只22人生还。

接下去的两天是在反反复复的拉

锯战中度过的。由于日军工事修得相

当坚固，在山上挖了不少山洞，新 21

军完全靠地面部队强攻，伤亡惨重，师

部直属山炮、野炮连进行了支援，压住

日军火力，协助地面部队进攻。

施金友所在的搜索连作为预备队

也被派到了阵地最前沿。62 团团长

陈章文对他们说：“都说你们连是全师

战斗力最强的连队，今天就要看看你

们的战斗力。”

接到任务后，排长周国兵对施金

友说，这次冲锋很危险，但是不要怕，

叫施金友紧跟在他后面。当时施金友

感觉一阵暖流从心里升起，感觉排长

对自己就像父亲对子女一样，在最危

险的时刻可以用生命来保护他。

就在施金友待命攻打山头的前一

刻，忽然上面来了紧急命令，要求搜索

连迅速回师部。而后来顶替施金友他

们去冲锋战斗的那些勇士的忠骨和热

血，却永远埋葬在了莲花心。

莲花心反攻战算是圆满胜利，鬼

子往瑞安等地逃窜。但这次战役新

21 师却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约有

2000 左右将士牺牲。抗战胜利后，当

时的政府在莲花心建立了“抗战阵亡

将士纪念碑”，可惜此碑在 50 年代被

拆毁了。

血战温州反攻成功，日寇逃往瑞安

莲花心战役后，新 21 师仍在温

州清剿日军，施金友所在搜索连在瞿

溪驻扎了半个月。后来听说日军被

赶跑了，他们也随师部步行回到丽

水。在离开温州时，老百姓热情欢送

新 21 师，给部队每人送了一把花纸

伞。

在丽水，施金友被安排到军事大

队受训 6 个月。大队长是副师长李文

密，那半年的训练非常艰苦，训练任

务重，伙食也差，连长和排长每周都会

来看望施金友，还给他带些吃的东西

和零花钱。

结束了军事大队受训后不久，日

军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8 年抗战

终于胜利了，大家都欢欣鼓舞。

此后，施金友被安排在丽水的警

备司令部任警备一年半。

司令部设在丽水城内下河门的一

个祠堂内。有一次，施金友看见一名青

年男子被关押在牢房里，也不知是犯了

什么事，处境很凄惨。施金友就上前与

他搭讪。得知该男子是永康老乡后，施

金友就有了要救出他的想法。和排长

商量后，施金友就去动员那名老乡主动

提出参军，老乡同意后，他和排长就以

这名永康人要参军为由，顺理成章地把

他从牢房里保释了出来。

动员被押同乡参军，救下这名永康人

喜欢读报看新闻，每天劳动身体硬朗

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

抗战老兵
浴血杀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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