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名片
许胜，1926 年7月出生，

江苏南通人，中共党员，新四
军老战士，转业革命军人，南
通大学离休干部。曾参加过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
援朝战争，立二等功1次、三
等功4次，受嘉奖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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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幸有个“爱人同志”

▶ 庆幸能活着见证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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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革命80年，98岁的老兵许胜依旧心存感激——

“我是幸运者，能活着见证历史”

很难想象眼前这位精神矍铄、体格硬朗的老人竟然已是98岁
高龄，不仅思路清晰、谈锋甚健，采访间隙甚至在门框上表演起了
曲臂悬垂。今年8月15日是抗日战争胜利78周年，昨天，在崇川区
新城桥街道易家桥新村，记者见到了老兵许胜。老人早已将军服
换上，胸前挂满了勋章、纪念章，表现出满满的仪式感。

在部队40年，许胜从没负过伤，现在也只不过血压高压偏高，
肆虐的新冠疫情也没沾得了他的身。老人笑称自己是个“幸运
者”，老天挺眷顾的。

许胜是通州十总人。
1941 年，进入抗日战争中
期。皖南事变后，新四军于
苏北地区重新进行整编，新
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率部来
到南通，在当地进行宣传工
作，鼓励老百姓参军入伍，为
中华之复兴而战斗。那时的
许胜还只是一个中学生。

当时，新四军中流传甚
广的一首民谣《白菜心》，让许

胜至今难忘。“吃菜要吃白菜
心，当兵要当新四军。”人民子
弟兵吃苦耐劳、牺牲奉献的精
神随着这首民谣悄悄埋在了
一个少年郎心中，革命的种子
悄悄萌芽，成长至今。1942
年后，敌我“清乡”与“反清乡”
的斗争更加尖锐。许胜所在
的南通县骑岸中学坚持抗日
民主教学和游击教学，反复宣
讲新四军革命思想和革命斗

争的残酷。在共产党的指引
下，许胜于1944年9月1日
申请进入苏中公学（原抗大九
分校）学习，正式成为一名新
四军战士。

“参军就是要打仗，打仗
只许打胜仗。”参军后，他把原
名“许日盛”改为许胜。许老
骄傲地说，改名的寓意是，之
后不管是打仗还是工作，都要
坚决做到“许胜不许败”。

1945年，许胜正式加入
中国共产党，之后便开始了军
队工作。经历过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身边
无数的战友陆续倒下。

让许胜印象深刻的是抗
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当时朝
鲜正值严冬，由于任务紧急，
部队并没有备足冬衣，在零
下四十摄氏度的低温下，有
3 个连的战友们为了完成
阻击任务，全部冻死在山坡

上。令许胜格外自豪的是，他
所在的九兵团创造了抗美援
朝战争中我志愿军唯一全歼
美军一个团的战例。“当时虽
然很艰苦，但是我们都坚持
着，相信坚持就是胜利”。

许胜坦言从事文职工作
危险系数会小很多，但战争
的残酷性非经历者莫能想
象。解放战争期间，部队在
山东泰安打仗，一次，他随领
导在前线勘查，刚离开 20

米，就有两发炮弹击中他们
刚刚站立的地方。“能从战场
上活着离开，就是幸运的。”

更让许胜感到庆幸的
是，他亲眼看到了国家一步
步走向繁荣昌盛，他是时代
的见证者。离休之后，许胜
发挥余热，走上社区、街道、
学校、机关的讲台，讲述革命
故事，向下一代宣传革命思
想、革命精神，教育青少年铭
记历史、珍惜和平。

庆幸走上了革命道路▶

开国上将宋时轮，开国中将
覃健、郭化若，都曾和许胜共事
过，在许胜眼里，他们既是领导，
也是良师。他依然清晰地记得
宋时轮将军叮嘱的话语，“一个
军团十几万人，笔杆子同枪杆子
一样重要，文字工作不能有丝毫
差错。”

从此，认真细致成了许胜的
目标，直到现在，良好的习惯他

仍保留着。他有一本名为《退休
生活》的本子，现在已经写到169
本，记录着日常生活的点点滴
滴；战友间的书信、以前的老物
件也都保存得妥妥当当。回忆
起宋时轮将军，许胜满心的敬意
和钦佩，他翻出宋将军写给自己
的文字。时隔数十年，那幅字保
存得像新裱的一样，唯一让他遗
憾的是司令员当时没盖上印章。

家庭是个绕不过去的话
题。谈起自己的妻子陈钰，许胜
满是爱意。“我和她是青梅竹马，
从小就认识的，我们两个情投意
合也志同道合！”

战争年代的爱情是珍贵的，
同样也是悲伤的。珍贵的是同
为革命战士的理解和支持，悲伤
的是多年聚少离多。抗美援朝
战争爆发后，三野九兵团奉命改
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九兵团，随
时准备开赴朝鲜参战。当时，许
胜所在的九兵团在山东集结，刚
与夫人陈钰新婚不到半年，许胜
毅然“舍小家，为大家”，离开山东
前留下一张照片，下面标注着“我
家住在江苏省南通县金沙北十总
店”。“那个时候我就有思想准备，
战争总是有牺牲的。”许胜说，对
于入朝作战，自己做好了充分的
准备，陈钰也很支持他。

妻子2015年去世，相濡以
沫70余年里，有分分合合，也少

不了争争吵吵。“他脾气很好，但
是对子女的关心不够，把很多精
力放到军队事业上了。”小儿子
许培升直言，家里主要靠母亲照
顾，父亲把半生时间都奉献给了
国家，称得上是个伟大的军人。

“我是幸运者，能活着见证
历史。”风雨近百年，许胜始终有
一颗感恩的心，他字正腔圆地对
着记者念起他写的一首七绝《九
十八岁抒怀》，“明灯照我踏征
程，党育恩情比海深。奉献平生
微弱力，鞠躬尽瘁到终生。”他
说，这是他参加革命80年以来
的真实心境。 本报记者王政

本报见习记者汤蕾

▶ 庆幸总能碰到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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