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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见证抗日历史的自行车
【字幕】今年是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70 周年。近日我们收到了根据抗美援朝

老战士李春华口述编著的《东方传奇》，才得知这位“最可爱的人”已悄然离我

们而去。从抗日战场到朝鲜战场，她的传奇故事顺着一辆自行车的车辙，永远印

刻在了我们的记忆里。

【解说词】在位于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展厅内，陈列着一件珍贵的文物——一

辆印有“满”字的自行车。它是 70 年前一位年仅 20 岁的新四军女战士从日军手

中缴获的战利品，这辆自行车曾经是日军侵华的帮凶，却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以及抗美援朝中发挥了自己的功用，一切都因为它的主人发生了改变。现年

90 岁的李春华，便是当年缴获日军自行车的那位传奇女性。这位出生在响水县

上兴村的女子在 10 多岁就在母亲的影响下投身革命,

【同期声】李春华 90 岁（抗美援朝老战士）：我妈是地下交通（通信员），我

发现了，我也跟踪过她，后来我就提出来，我说这事我要跟你干，挺好的。她

说，不要逞能，这是杀头的事，不要乱说啊。我说，不会的。

【解说词】1940 年，17 岁的李春华正式参加革命，组织上把他安排到了情报岗

位。

【同期声】李春华 90 岁（抗美援朝老战士）：叫我搞情报，搞一段时间情报，

正好（新四军三师）八旅政治部招敌工训练班的学生，区长一听说，就和警卫

员一块儿把我直接送到刘能毅同志那里去了，（对刘能毅说）就交给你了，他

本来是搞情报，有些基础。

【解说词】经过培训，李春华迅速成长为一名成熟的敌工人员，并多次出色完成

任务。李春华虽是女儿身，但性格上却是个假小子，他机智果敢又灵活勇猛，枪

法更是了得，

打鸟射鱼屡试不爽，甚至超过了身边的男战士。

【同期声】李春华 90 岁（抗美援朝老战士）：我一共三支枪，一支藏起来的私

枪，谁也不知道。这两支是公开的，公家发的。

【解说词】这三支枪不仅是李春华防身的武器，更是对付鬼子的利器。1943 年，

时任联东总队六连指导员的李春华，在执行侦察任务回程的途中突遇敌情，而这

些枪在此时派上了用场。

【同期声】李春华 90 岁（抗美援朝老战士）：我们四个人执行任务回来，回来

听到庄上鸡飞狗叫的，哎，我说有情况。排长说，嗯，可能有情况。我说，咱

趴下来看看。

【解说词】李春华和战友借着庄稼的掩护，对远处进行观察。只见前方不远处有

七八个人影在晃动。

【同期声】陈宗彪（新四军纪念馆副研究员）：那么李春华一看，对面有七八

个人骑着自行车，她就断定，对面骑自行车的，不是一般的普通的老百姓，那

么当地的老百姓，是没有自行车骑的。她就断定，这肯定不是好人，不是汉奸，

就是日军。

【解说词】正如李春华判断，眼前这些人，正是下乡抢鸡鸭和牲口的日本兵。他

们此刻正将自行车和枪支在一旁，子弹带也放在旁边，看似在休息，没有任何战

斗的迹象。

【同期声】李春华 90 岁（抗美援朝老战士）：我那时候关键是想两样东西，一

个是自行车，一个是手榴弹和子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子弹袋满满的，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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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几个子弹，但是剩下的那些都是高粱杆子削出来，削的一节一节装在子

弹袋里头。

【解说词】此时李春华内心蠢蠢欲动，他迫切的想要缴获日军先进的装备。然而，

他们所处的位置离日军的据点非常近，鸣枪和打伤鬼子都是很危险的事情。经过

近 15 分钟的观察以及筹划，李春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同期声】李春华 90 岁（抗美援朝老战士）：我说 行 打，我说这要有任何问

题，我一个人负责。

【解说词】决心一下，李春华一跃而起带头向敌人冲了过去。

【同期声】佐田雅人（侵华日军）：接着，（我本以为）人数不多，但是（他

们）喊声震天地，就冲过来了，距离大概 50 米左右，都在高喊着杀，杀，往我

们这边冲。

【同期声】李春华 90 岁（抗美援朝老战士）：一喊杀，后头的人都跟着喊杀，

我又开两枪。

佐田雅人（侵华日军）：我就只有逃啊逃啊，那时候就把自行车扔掉，拼命逃跑

了。

【解说词】没有损失一兵一卒，李春华和战友们缴获了丰富的战利品。日军想回

头追，李春华又用日语向他们喊话，因为当时，只有新四军主力部队才配备翻译。

日军以为是我方主力部队在此活动，于是仓惶逃窜。

【同期声】陈宗彪（新四军纪念馆副研究员）：这个战利品被李春华他们缴获

了以后，按照当时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来讲，一切缴获（物品）要归

功，所以李春华把辆自行车就交给了上级的领导。所以在李春华到盐东镇进行

开展民运工作的时候，领导就说，这辆自行车就分给你吧，在你的民运工作当

中，你会有用的。

【解说词】在盐阜区的抗日斗争，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李春华用这辆自行车

转移伤员、运送给养、搜集情报、开展民运，他与这位无声的战友几乎是形影不

离，并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同期声】李春华 90 岁（抗美援朝老战士）：我爱人有一次骑去开会，参谋长

钟玉强他就要换，用他马换我的车子，我老头他说不是我的，是李春华的，要

换跟她说，回来他跟我说，我说我不换，马还要喂，我说这个不要喂。

【解说词】时光匆匆，转眼间到了 1951 年。此时朝鲜半岛战事正浓，李春华也

跟随爱人一起被编入志愿军十五军，入朝作战。即将离开战斗了十多年的盐城，

临行前李春华与昔日战友一一作别，其中也包括了那辆跟随她多年的自行车。

【同期声】李春华 90 岁（抗美援朝老战士）：后来抗美援朝了，要一个人的车

票钱 邮（自行车），那我没钱，那时候，我说那就交工吧，我就交给四科了。

【解说词】就这样，李春华把心爱的自行车留在了苏北，曾经他以为与这辆车就

此告别，今后恐怕不会再相见了。可是令李春华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还会与这

位老朋友重逢在千里之外的东北。

【同期声】李春华 90 岁（抗美援朝老战士）：有一天我一看，管理员拖个车子

回来，我说，哎，这车子怎么来了，嗨 他说，为了这个车子，四科科长都让参

谋长给骂了，我心里想，你说，要说一般的话，参谋长最喜欢这个车子，车子

让四科留下了，他骑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但是他没有，他把四科科长训了一

顿，就当他面，派人去把车子寄出去了。他说，你就知道李春华多喜欢这车子

吗，她这是没办法，你们就那么心狠哪，把他们训了一顿，车子又给我寄去了，

所以从那寄去以后，再也不离开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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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词】这次重逢后，迫于工作的需要，李春华不得不又一次做出了一个不得

已的决定。

【同期声】李春华 90 岁（抗美援朝老战士）：抗美援朝的时候，我把车子和孩

子一块儿存在一个老乡家里头。孩子也放那。

【解说词】此时李春华的儿子还不到一周岁，可是在特殊的战争年代，身为母亲

的李春华却不能尽到母亲的责任。由于十五军办事处缺少人手，李春华被办事处

留在了辽宁丹东，负责组织武器弹药入巢以及愈后伤兵重返战场。

【同期声】李春华 90 岁（抗美援朝老战士）：我在那工作，挺忙挺累，每天晚

上 12 点钟没有过休息过，都到凌晨 1点以后，连个电台都没有，还得我自己写

个信带去，装多少东西，多少东西押运员带去。

【解说词】虽然身处后方，可李春华却心系前线。她多次秘密入朝，亲自执行押

运任务。在一次执行任务的途中，李春华险遭不测。

【同期声】李春华 90 岁（抗美援朝老战士）：前面一辆车被打的，人也打飞了，

有的东西都飞到我们车上了，可这个司机，他猛一开，然后他退回来了，退回

来。风啊把沙土旋起，旋很高的，这样一旋呢，（美国）飞机就盯着沙土打，

他以为还是车子，其实车子已经退回来了，退回来正好有个拐弯，躲在那里头。

【解说词】逃过一劫的李春华，对在前线作战的战士们深感敬佩。虽然后勤保障

对于战争来说至关重要，但是对于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与敌人正面交锋的李

春华来说，她更渴望到前线贡献自己的力量。不久，李春华便调入十五军直属队

入朝作战，在烽火硝烟中，她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

【同期声】李春华 90 岁（抗美援朝老战士）：有一个（伤员）我实在没办法，

（创伤）面积太大，我的腹部绑带确实是起不到全面作用了，我就叫我的勤务

员，我说你把我的洗了没用的那个白床单拿来，我把他用床单给裹上，全流着

血，另外他还跟你说话，说，没完成任务，我说你放心，领导下了决心了，一

定要打败它（敌人），你就安心修养吧。实际上我知道他已经好不了了，实在

没办法，看着太难受，我哭了。

【解说词】生性刚烈的李春华很坚强也很少哭，而这次她却为素不相识的战士流

下了泪水。在朝鲜战场，许多年轻的生命消失了，但是也有一些生命的到来给灰

暗的世界带来了些许温暖。1953 年 8 月，临产的李春华回到位于沈阳的中国人

民志愿军留守处， 在这里他的女儿陈慧平安降生。

【同期声】李春华 90 岁（抗美援朝老战士）：回国生的，40 天我又回去了，

本来剖腹产（应该休息）72 天，我也不懂，我认为满月就是够了。

【解说词】从 1951 年入朝到 1957 年回国，李春华和爱人在朝鲜共同走过了 6

个年头，这些年他们与子女离别饱受相思之苦，终于在 1957 年冬天，李春华与

分别了 6年的儿子相见了。

【同期声】李春华 90 岁（抗美援朝老战士）：傍晚了，（丹东老乡）一看我去

高兴得不得了，（儿子）认得，承认是妈妈，但是不肯叫。另外就是晚上给你

找地方住去，就不要和他在一块。

【解说词】与儿子一道接回的，还有同样阔别了 6年的那辆自行车。战争结束后，

李春华在中国教育部工作直至离休，而这辆自行车则一直陪伴在她的左右。1986

年，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建成并开馆，远在北京的李春华第一时间得知了这个消息。

【同期声】陈宗彪（新四军纪念馆副研究员）：李春华得知这个事情，主动地

把这辆具有抗战文物价值的自行车主动地捐赠给我们盐城新四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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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声】李春华 90 岁（抗美援朝老战士）：我就觉得吧，它有个安静的地方，

我心里也踏实了。我用几十年，我不给它放个合适的地方，我心里能放心吗，

这是一个。第二个主要是我保留那个满字，你日本你赖不了，你说你没侵占中

国，你为什么把东三省改成满洲国，你（自行车）是满洲国造的。

【解说词】历史似乎总是安排了各种巧合，就在李春华捐赠自行车两年后，时任

中日合拍电视专题片《话说长江》日方总编导——60 多岁的佐田雅人专程来到

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参观，这位曾在盐阜地区进行侵华战争的老人，在看到展厅陈

列的满洲自行车时，顿感似曾相识，经核对车上的钢印号码后，佐田认定，这是

他当年使用并被新四军缴获的那辆自行车。

【同期声】佐田雅人（侵华日军）：盐城新四军纪念馆里有一辆自行车是我丢

下的，一共有八辆，其中有一辆是我曾经骑过的。

【同期声】李春华 90 岁（抗美援朝老战士）：最后他提出来要求见馆长，他见

了，他说，六展室那自行车是我的，所以我现在愿意拿任何车子去换，馆长说

那是我们的战利品，不能交换，你拿任何车子我们也不能换。

【解说词】如今这辆刻有“满”字的自行车，还静静地陈列在盐城新四军纪念馆。

一批又一批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行业、不同年龄的人们来此参观。通过这辆自行车，

他们认识了一位巾帼英雄，了解了一则传奇故事，也铭记了一段战争历史。

【同期声】李春华 90 岁（抗美援朝老战士）：我去看，我想，用惯了的东西特

别想，就是有感情了，虽然它不是人，但是有感情了，我夜里做梦想了，我（第

二天）白天我就买票，收拾收拾我就走（去盐城）了，有时候我还想拖出来骑

一圈呢。

【解说词】岁月如滚滚前行的车轮，承载着青春，承载着过往，一刻不停地驶向

远方。它带走了曾经的战火硝烟与炮声隆隆，也带走了曾经的健步如飞和耳聪目

明，也许在多少次的午夜梦回中，90 岁高龄的李春华又骑上了那辆心爱的自行

车，在熟悉的田间，留给人们一个飒爽的背影和一段永恒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