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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要求。我现在想起来，还是非常怀念

当时的生活。

第三方面，处理好与附近农民的关

系，照顾农民的利益。四川说起来是天府

之国，实际上农民穷得很。四川人养猪，

人跟猪是住在一个房子里头，在同一个屋

檐下，猪住在二层，人跟粪坑在一层。所

以我们要尽量支持农民发展生产。

我们修一条上山的路时，必须截断农

民的水渠，所以我们就帮农民另修了一条

水渠，保证他们灌溉农田。我们6字班有

一位水利系的毕业生调来工地，我们就安

排他专门负责附近农村的水利工程，因为

四川的水利非常重要，冬季蓄水，种一季

稻等要靠水利。涪江的水流比较急，我们

就利用这个特点搞了一个提水站，使水不

用动力就提到山坡上可以灌溉农田。因为

这些，我们跟农民关系非常融洽。

大概在1966年初，从清华来了一批毕

业生，我们就派他们中的一部分到农村

去，去每个大队兼一个副队长，帮助农民

搞管理。我那时还兼任公社的书记，副书

记是一位团中央下放干部，她管具体事

儿，我就算挂个名。总之，我们非常重视

处理跟农民的关系，保护他们的利益，农

民确实太穷了。

1966年7月，我被学校派来的工作组押

解回校，当时是乘坐火车硬卧，我的铺在

中间，上下两个铺是监视我的学生。火车

中途停站，他们给我买过一根冰棍，望着

手里的冰棍，我想一个热火朝天的工地怎

么就一下子变得跟这冰棍一样冰凉了呢？

从此，我就结束了在651工程历时一

年半的工作。

在中国驻印军高射炮连任少校翻译官的岁月
○黎模慎（1944经济） 口述　刘伟华 整理

我1918年出生，湖南湘潭人。抗战爆

发时我正在南京读中学。1937年11月淞沪

会战后日军攻占上海，跟着西进直逼南

京。当时南京局势非常混乱，很多学校都

迁到内陆地方。我和家人为避战乱回到长

沙。国民政府的张治中时任湖南省政府主

席。由于国家形势险峻，他动员省内的中

学二、三年级学生和大学一年级学生下乡

教育和训练民众，准备抵抗日军的侵略。

湖南省内的中学生主要派到当地乡下，我

们从南京来的学生多被派到靠近湘北的乡

村，因为当地的方言接近国语，我们与他

们较容易沟通。我被分派到澧县乡下工

作，做到第二年农历新年才返回学校。

我们一班同学在1938年毕业后被介绍到湖

南省抗战时粮食储运委员会工作，这个委

员会专责抢购省内的粮食，运到湘西的地

方，作为战时政府和军队备粮之用。

到了1939年，我参加全国大学统一考

试，最初派到四川大学，但那时大学里的

官僚气很重，我觉得气氛不好，所以二年

级后转校到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修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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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时任经济系主任是陈岱孙教授，他是

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声誉很高。1943

年美国等参战盟军准备对日本反攻，需要

大批懂得英语的人协助工作。当时美军主

要负责后勤补给和训练中国军队，包括使

用美式装备。在中国军队里美国的军官主

要担任联络官，与美方指挥部联系，将军

事指令告诉中方部队指挥官，所以中间需

要翻译官协助双方沟通。梅贻琦校长在

1943年11月通知我们1944年毕业的同学参

军担任翻译官。我们首先参加昆明翻译官

训练班，专门学习军队一般用语和军事武

器专有名词，以及学习一些军队行军和作

战知识。完成后便分派到不同的单位，有

些到美军招待所，有些到后勤补给部，我

和一些同学第一批被派到印度参加中国驻

印军。

1944年1月，我们三十多人乘美军运

输机飞越驼峰到印度，辗转到达中国驻印

军总部所在地蓝伽。全体同学到了司令部

后再分配任务，我和黄振威被分派到前线

指挥部。那时中国军队刚收复孟关，遍野

荒凉，日本兵的尸体布满在路边仅有薄土

掩埋，尸臭难闻。孟关原为日本精锐部队

十八师团驻守，但被孙立人将军指挥的军

队打得惨败。当日，我和黄振威二人坐在

路边，我们正在闲聊间，突然有一穿军装

老人背着卡宾枪带着一队人走来，原来是

史迪威将军从前线回来，他穿着普通军人

的服装，与一般美国军人差不多。当天晚

饭的菜很丰富，我和黄振威吃得很高兴，

但亦很奇怪行军途中为何有这么丰富的晚

饭。于是我找一位美国联络官询问，他说

你们今天有运，原来那天是史迪威将军的

生日，所以司令部特别准备丰富的食物庆

祝一番。

史迪威将军在1883年3月19日出生，

所以这天应是1944年3月19日。第二天我

和黄振威就正式分派任务，我被派至保护

前线指挥所的高射炮部队，黄振威留在总

指挥部。我们随着军队前进，日本当时仍

有战机空袭，当警报响起时便准备射击。

我们的高射炮射程不是很高，日本战机一

般都飞得很高，所以未曾击落日机。高射

炮部队里，每个连有一名美军联络官和一

名翻译官，凡是连上日常作战、训练、补

给等工作，都会由联络官向连长交代指

令，部队有什么向总部报告也得通过联络

官。在部队里通常在营级才会有联络官，

高射炮连由于直属指挥部，所以连级也有

联络官。与我接触的联络官先后有三位。

我现在只记得其中二人。一位是Kose，

是犹太人，中尉官阶，后来来了一个叫

Hunt，是中校。他的军阶很高，被派到高

射炮连是因为他行将退役，没有特别的任

务，所以派他到总指挥部。在高射炮连一

般都是由中尉担任联络官的。凡是部队的

补给、军火、给养等都由联络官与总部联

络。总指挥部有直属的炮兵营、战车营、

高射炮营、辎重营等，由指挥部调动可随

时支持前线步兵。密支那机场收复后，总

指挥部马上用军机空运高射炮连到机场，

保护机场免受日战机空袭。我随高射炮连

进驻密支那机场，是第一批空运到密支那

机场的部队。1944年8月密支那收复后，

作战部队渡过伊洛瓦底江前进，伊洛瓦底

江面开阔，工兵搭建浮桥让部队过江，我

们高射炮连就在桥头架炮以防日机来袭破

坏浮桥。总指挥部进驻八莫，我们亦随之

进驻八莫，一直至1945年5月缅北及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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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攻战役胜利后才回驻昆明。回昆明后部

队改编为105榴弹炮营，派到黄土坡炮兵

训练中心学习榴弹炮射击。我在中心当

翻译官，陪美军教官上课，一班大约有40

人。8月15日我们正在上课，广播传来日

本投降的消息，我们欣喜若狂，一群翻译

官坐美军吉普车到城内庆祝，昆明市内全

民欢腾，我们感受到一生难忘的狂欢。

到了10月，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正式通

知我们退役，我跟着到重庆找工作，在中

央银行总行出任文员，中央银行随后迁回

上海，我则在1947年派到香港协助处理国

民政府还款给英国事务。当年中国曾向英

国借款6亿白银，以中国八项出口物资如

桐油、茶叶、钨锑等金属抵偿，这些物资

由中国内陆运到香港出口，中央银行派员

到香港负责检查和核数。中央银行迁台后，

我留在香港加入金城银行工作，这是公私合

营银行，归中国银行管辖。我在改革开放后

才重返湖南湘潭故乡与亲人相聚。

我生长在中国的动乱时代，日本侵略

中国，人民为了逃难流离失所，在战场上

目睹尸横遍野。战争是残酷的，最好能避

免，但国难当前时，为了国家民族，我们

这一代青年参军也是义无反顾的。

2011年3月17日访问

杨津基先生“文革”蒙难纪事
○顾廉楚（1950电机） 口述　钱家骊（1953电机） 整理

1 9 6 8年4月，清华大学红卫兵两

派——“团派”和“414派”已由文斗发

展到你死我活的武斗，两派都有了自己的

武装据点。此时绝大多数师生员工都已纷

纷逃离学校避难。但杨津基先生此时却不

知为何，可能是没估计到即将到来的危

险，还留在清华的家中。

一天“团派”的几个武斗学生突然来

到杨先生家中，在说过一些冠冕堂皇的话

后，直截了当地要杨先生捐钱支持“团

派”的武斗。此时杨先生断然拒绝，他说

我绝不用钱赞助武斗，我只会捐钱作党

费。几个学生恼羞成怒，要带走杨先生关

押起来。杨先生就只能带着盥洗用具和随

身换洗衣服和四卷《毛泽东选集》跟学生

走了，没想到这一走就是100多天。

开始时，杨先生被关到生物馆顶层，

此处没有窗户，闷热异常。关在这里，根

本就无人过问，大概学生都忙于武斗了。

钱和粮票则由杨先生的孩子杨健托红卫兵

交钱购买。睡觉则只能睡双层木板床，没

有被褥。不久又被转移到生物馆三楼，这

是一个大房间，用很多纸板隔成一个一个

小房间。由纸板的缝隙可以知道这里关了

不少人，在一边缝隙里可看见党委副书记

艾知生和物理教研组的何成钧先生等人，

还可以看见何先生不断地叹气。和杨先生

关在一起的还有我。他们虽处于逆境，也

不知未来的命运，但两人还是常聊起“文

化大革命”到了全面武斗阶段,今后该怎

么发展，我们的教育事业今后还该怎么办

的问题，就不禁都忧国忧民起来。

随着武斗不断升级，杨先生和顾廉楚

老师又被转移到“团派”另一个武斗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