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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和平将军”之女张素久

◆  朱东阳

2015 年 9 月 4 日，举世瞩目的中国人民纪

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

阅兵已落下帷幕，北京的大街小巷重新人声鼎

沸起来。记者在北京崇文门附近的一家酒店里

见到了张素久——这位当年的娇小姐，如今的

女侨领，著名爱国将领张治中的女儿。

张素久今年 80 岁了，可是脸上看不出多少

沧桑，笑起来眼波里还有几分少女的天真。可

她童年的全部记忆都和抗战有关。

她说，在重庆那些年，日军的空袭警报一响，

妈妈就拉着她的手没命地钻到防空洞里躲着。

在这里，将军的女儿也不得不和街上卖菜的老

汉一样，在各种汗味烟味香水味里屏住呼吸，

发着呆。

放在战争背景下，才知道什么叫命比纸薄。

这种体会，今天的年轻人是想象不到的。

“和平将军”上战场

张素久精神很好，行动也轻盈得不似这个

张治中 张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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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纪。受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她这趟北京之

行安排得满满当当：代表海外侨胞出席抗战纪

念新闻发布会、抗战纪念章颁奖仪式、上天安

门看阅兵、参加国宴和人民大会堂的文艺晚会

⋯⋯谈起这些，她满眼都是兴奋的光。

这一切，主要是因为她有个主持过淞沪会

战等重大抗日战争战役的父亲——张治中。

早在 1932 年，面对日军的疯狂挑衅，时任

第 5 军军长的张治中主动请缨，率部增援上海，

激战六天六夜，打退了日军的进攻，史称“一

·二八淞沪抗战”。

“但我父亲不相信日本人会善罢甘休，对

蒋介石说，日本人肯定还会来进攻，”张素久说。

果不其然，1937 年 8 月，日军卷土重来，

这次张治中率第 9 集团军打了 3 个月，逼着日

本人换了三个指挥官，又调来很多战船、飞机、

大炮⋯⋯由于中方军队后援不济，张治中部最

后被迫撤退，上海全部沦陷。

“我父亲那时候连续三个月没黑没夜地作

战，身体疲惫得路都走不稳，还在坚持指挥。

他很善战，也会用兵，但他不好战。有人叫他‘和

平将军’，那是因为他对老百姓从没放过一枪

一弹，”张素久说。

可在日本的不断挑衅和节节逼近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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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将军”也忍不住上了战场。

“他是希望和平的，可是日本人来了，就

没和平日子过了，他觉得必须要打了，”张素

久说。

1932 年上前线的前一天，张治中写下遗书，

自己宁愿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也不愿意忍辱偷

生当亡国奴，“望能以热血头颅唤起全民抗战”。

身后荣耀鉴丹青

这次回北京，张素久最高兴的就是见到了

习近平主席，还得到了他亲手授予的“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

“他问我‘您回来啦’，他知道我在洛杉

矶，他访问美国的时候我曾在洛杉矶接待过他，”

张素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也问候了他

的家人。他说都挺好的。”

“颁发纪念章时，不像以往那样，大家上

前领纪念章。而是习主席走过来将纪念章挂在

每个人的脖子上。如果有岁数大的人坐在椅子

上不便起身，习主席就弯着腰给他们戴上，”

张素久回忆道，“我觉得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

这么近距离地看到习主席，看他给我挂上纪念

章。这是对我父亲抗战的肯定，也是对我在海

外为国家效力的肯定。”

接下来的阅兵式也让她激动不已。“3 号那

天，我们 8 点上车，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

这是一项很不容易的殊荣。当时我们是在第一

排，和习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一排，我们的

位置在靠西边。”

“我觉得这次阅兵很好，真的让人很感动，

看见老兵坐着车过来。我旁边也有很多老兵，

有的都上百岁了，我觉得政府真的很尊重他们，

尊重一切在抗战中有过贡献的人，而且是用具

体的行动，而不光是嘴上说。”张素久说。

张素久说，关于抗战的记忆，不光中国有，

在美国也有。

“美国虽然本土没有受（战争直接伤）害，

但参加过抗日战争和死于二战的人都被铭记。

美国每年都会纪念驾驶着 16 架战机轰炸东京的

80 个老兵，”她说，“有个清华大学的校友还

做过他们的翻译。”

“当时这些飞机从美国太平洋的航母上起

飞去轰炸日本，但情报被日本人得知了，于是

张素久在清华大学工字厅与贺美英（前左二）、杨振宁（前左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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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飞机被迫仓促起飞提前实施轰炸。由于油

没加够，炸完了他们一看飞不回本国航母上，

就飞到中国去了。除了几架落在日本占领区的，

其余落在国统区的飞行员都被中国百姓救了。

我的这个校友会说英语，就在他们和中国老百

姓之间做翻译。但他们走后，这个村子的人都

被日本人杀死了⋯⋯”

“所以我们中国同胞为了救美国人牺牲

很多，这样的历史在美国没有被遗忘。所以我

们现在搞纪念仪式，也是为了让中美两国的下

一代不要只顾着甜甜蜜蜜过日子，而是要记住

历史。

“所以我们华侨都支持这样的纪念活动，

毕竟抗战时有很多华人也捐钱捐物，甚至回国

参战。”

在全球各地，华人华侨对抗战胜利的纪念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身为美国华人社团联合

会荣誉主席的张素久介绍说，通过 4 个月的努力，

8 月 1 日他们在洛杉矶最好的音乐厅——迪斯尼

音乐中心举办了一次大型音乐会——《黄河大

合唱》，中国国内著名的指挥家李心草和歌唱

家廖昌永也参与了演出。

她说，之所以选择《黄河大合唱》，是因

为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同时黄河也体现

了中华民族排山倒海、不怕牺牲、勇敢向前的

精神。“这首歌不分两岸，大家都会唱。而且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们都是黄河的子孙，

五湖四海的华人华侨都能够在这首歌的感召下

联系起来。”

此外，美南地区华人还举办了抗战胜利 70

周年座谈会、征文比赛、抗战照片展、书画艺

术展等等。“我觉得有必要提供一个平台，让

海外华人华侨都参与到抗战 70 周年的活动中来，

能写的能画的能唱的都来参与。”张素久说。

“海外华侨华人对抗战的贡献有目共睹。

他们中既有在餐馆、洗衣房工作的普通工人，

也有陈嘉庚先生这样著名的侨领。”张素久说，

祖国的事就是每个华侨自己的事。

促交流享太平

近些年，为响应国内的一桩桩盛事，张素

久还发动洛杉矶侨团在当地推出了北京奥运花

车、上海世博会花车、辛亥革命 100 年大型音乐

会等活动。

“要让全世界看到中国在办哪些大事。祖

国有难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华侨都会去捐款，美

国发生了辱华事件，我们去抗议，我们还去过

菲律宾使馆、日本使馆抗议，让他们知道美国

华侨华人不许他们对中国的事随便说三道四。”

让张素久欣慰的是，现在好莱坞电影里的

反面角色已几乎找不到中国人。“中国市场越

来越大，他们要卖电影，要考虑到经济效益，

这种变化真的非常明显。”她笑着说。

近年来，张素久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中美

两国文化交流，尤其是青少年文化交流。

“记得 ABC 电视台播过一个黑人小孩说中

国借了我们很多钱，还不起的话他们就把我们都

杀了。我就想他一定没有过中国朋友，如果他有

过，或者他家里招待过中国同龄人，他一定不会

说出这种话。所以我在想，怎么才能让美国孩子

了解中国孩子，让美国孩子看到中国孩子多么美

丽、聪明、多才多艺、爱好和平。”她说。

现在，张素久所在的侨社每年都会举办

两次好莱坞“天使杯”国际青少年音乐艺术节，

邀请爱唱歌的中国孩子去美国和同龄人同台

竞技。

此外，他们还承办了北京侨办每年“水立

方杯”海外华裔青少年中文歌曲大赛洛杉矶分

区的比赛，让华裔子女通过唱中文歌学习中文，

并来北京参赛。

张素久说，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让美国人

知道，中国人热爱和平，不想打仗。“毕竟，

中美只能友好，中美友好才能世界和平，我们

住在美国的中国人才能过得好。”

（本文转载自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