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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香山 罗本立
“黄埔父子”同怀赤心

他，亲历“西安事变”，一直和朱德、叶剑英私交甚好。在蒋介石

统治时期，每逢朱德到洛阳开会，都会选择住在他家。为了运送物资

给延安，他被蒋介石下令“就地处决”，他就是爱国将领卫立煌的得力

助手罗香山；他，不愿遵从父命，弃文从武，官至台湾的“参谋总长”，

魂牵梦萦回到故土，为促进两岸和平统一而自愿辞官，他就是台湾第

一位放弃军衔的将领罗本立。

当罗氏后人罗法荣说起祖父罗香山和父亲罗本立的往事时说，两代父子，心中同怀

爱国情，他们为此从不后悔。 张亚琴 郑琼/文图

和朱德结下友谊

罗香山随从卫立煌参加过抗日

的南口、忻口、中条山等战役，负伤十

余次。1937年，卫立煌出任第一战区

司令长官时，朱德总司令率领的第十

八集团军正在第一战区抗日作战。

当时，担任长官部随从室主任兼警卫

营营长的罗香山，同常来长官部开会

的朱德以及常到长官部领取军需的

十八集团军兵站分监彭雪枫，都结下

友谊，并竭力保护他们的安全和支持

他们的工作。

罗香山和朱德的关系非常密切。

1938年初的一天，朱德到长官部开会，

罗香山听说特务要暗害他，便派贴心

警卫加以保护。散会后，亲自驾驶卫

立煌的小轿车，率领一连警卫人员，护

送朱德安全到达临潼十八集团军驻

地。罗法荣说，当时朱德到祖父在洛

阳的家中时，只穿着草鞋，祖母当即上

街去帮朱德买皮鞋。可见，他们两个

人的交情匪浅。朱德为他写了“坚持

华北抗日，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

是中国的”条幅，上题“香山中校纪

念”，并署名“朱德”，加盖印章。

亲押急需物资到延安

由于国民党的控制，延安方面的

物资急缺。听到这个消息后，罗香山

立即行动，组织搜集70多辆卡车的

物资、枪支弹药，并准备了一些现金，

亲自带着300多人的队伍押送到延

安。毛泽东同志赞赏他的行为，并特

地为此题词：“努力奋斗打日本救中

国 为香山先生题。”

不料，此事被当时在卫立煌处任

职的一位情报处长知晓，他迅速密报

给蒋介石。没多久，蒋介石就下了一

道命令给卫立煌，说罗香山通共证据

确凿，要“就地处决”。卫立煌没有听

从，他私自放走了罗香山。此后，罗

香山辗转回到了老家肥东。解放后，

他一直担任安徽省文史馆馆员。

故土情深毅辞官

1946年，罗本立考入国民党中央

大学，在读了一年的书后，他瞒着父

亲罗香山弃文从武，考入了黄埔军

校，成为22期的学员。在1949年还

未毕业时，就接到了撤退的命令。无

法和家人取得联系，罗本立一路艰

辛，从海南坐了29天的船到了台湾，

一路官拜国民党的“参谋总长”。

阔别50多年后，罗本立在台湾

见到他的大儿子罗法荣，这是他们父

子的第二次见面。在罗法荣 1岁多

时，和父亲见过一面，没想到，再一次

遇见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2005年9月中旬，他提出了退伍

申请，并主动放弃“一级上将”职衔，

同时辞去陈水扁战略顾问一职，这是

当时在台湾第一位主动放弃最高军

衔的将领。因为“一级上将”是终身

役，除非本人主动提出辞呈同时获得

批准，否则没有届龄退伍的问题。而

他辞官，只为了“从军 60 年未返家

乡，希望能返乡祭祖，完成为人子孙

应尽的本分”。

2006年，罗本立踏上了回归祖国

故土的路途。至今，他已先后五次回

到安徽。

“五三惨案”：
遇到一生找寻的救命恩人

邵春起，初中毕业后就参加了国

民革命军第47军，并随军北伐，一路上

打得各路军阀闻风丧胆。1928年，北

伐军进占济南。此时，日本帝国主义

怕失去在山东的利益，悍然出兵占领

了济南。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

义在济南大肆屠杀外交官员及中国军

民，酿成有名的“五三惨案”。

“五三惨案”中，日军进行了大范

围的搜捕。邵春起的许多战友在搜捕

中被杀害，而邵春起也在“五三惨案”

中肩部受伤。邵春起得到当地一名宋

姓百姓的掩护，才得以逃脱。邵国培

记得父亲常说：“要记住恩人，没有这

位百姓，就没有后来的邵春起。”

之后，邵春起和家人一直在找寻

这位救命恩人，却始终未能找到。

平型关战役：
团城口肉搏九死一生

“七七事变”后，邵春起随高桂滋

部的84师转战晋察冀，投身于抗击日

寇的战斗中 。1937年9月中旬，察东、

晋北相继失守，驻扎在平型关外的抗

日部队，奉命撤进关内，准备依靠平型

关一带天险和敌人决战。邵春起时任

84师501团二营营长，以四连、六连的

两个排及机枪连，配合友军八路军115

师担任防守任务。

中国民众熟知的“平型关大捷”，实

际上，林彪率领八路军115师的平型关

伏击战，是整个平型关战役的一个组成

部分，整个战役中最惨烈的血雨腥风笼

罩在高桂滋指挥的84师拼死防守的团

城口一带。邵春起的部队在最前线。

那是一场没有援军的战斗，死守了5天

5夜，最后已到无兵可用的地步。翻查

当时的战报、电报，整个84师“全部殉

国”、“伤亡殆尽”等字样比比皆是。

邵春起在那次战役中因为右腿负

重伤被抬下了阵地。邵春起每每回忆

起那场战役，都会对儿子说：“如果不

是因为腿部受伤，我估计也和许许多

多的战友一同牺牲了。”

中条山战役中条山战役：：
音信全无一个多月音信全无一个多月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正面

战场国民党军队在山西范围内组织了战场国民党军队在山西范围内组织了

唯一一场大规模对日作战唯一一场大规模对日作战。。伤愈后的伤愈后的

邵春起再次投身于激烈的抗日战场邵春起再次投身于激烈的抗日战场。。

19411941年年55月月77日日，，中条山外围日军在航中条山外围日军在航

空兵的支持下空兵的支持下，，由东由东、、北北、、西三个方向西三个方向

开始全面进攻开始全面进攻。。

中条山战役国民党军队受到日军中条山战役国民党军队受到日军

重创重创，，国民党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第五集团军总司令、、1212师师师师

长全部壮烈牺牲长全部壮烈牺牲，，指挥系统全面瘫痪指挥系统全面瘫痪。。

邵春起由于无法与长官部联系，

只能率部在太行山沁源专区灵石县一

带打游击，不时地打击日军的后方。

邵春起的部队军纪严明，很受当地群

众欢迎。“邵营”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

抗日游击队。但邵春起一直音信全

无，家里人以为他已经阵亡。直到一

个多月后，他与第一战区长官部取得

联系，大家才知道他还活着。

罗香山 (1903～1963)，

谱名爱馨，肥东县长临河镇

人 ，黄 埔 军 校 6 期 学 员 。

1946年后，任安徽救济分署

专员、淮南铁路特别党部委

员；1948 年底淮南解放后，

回原籍任小学教师；1958年

任安徽省文史馆馆员；1963

年病逝。

罗本立（1927~）台湾前

“参谋总长”、“一级上将”，

1927年2月11日生于肥东，

黄埔军校 22 期毕业，后随

国民党军队到台湾至今。

邵春起邵春起((19121912~~20092009))，，原名原名

继文继文，，安徽阜阳人安徽阜阳人。。19371937年元年元

月黄埔军校洛阳分校军官训练月黄埔军校洛阳分校军官训练

班二期毕业班二期毕业。。19491949年年1111月任月任

新编第新编第66军新编军新编1717师少将师师少将师

长长，，同年同年1212月在四川江油参加月在四川江油参加

起义起义。。后任阜阳市政协副主后任阜阳市政协副主

席席，，阜阳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阜阳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

长长，，民革阜阳市委主任委员民革阜阳市委主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长城抗参加过长城抗

战战、、平型关战役平型关战役、、中条山战役等中条山战役等

多次对日正面会战多次对日正面会战，，并多次英并多次英

勇负伤勇负伤。。20092009年年1111月月1515日日，，

邵春起先生与世长辞邵春起先生与世长辞，，享年享年9898

岁岁。。

邵春起：死里逃生的爱国革命人
从年少时加入国民革命军、到北伐、到抗日、到率部起义参加人民解放军、再到后来为祖国统一工作的鞠躬尽瘁，邵春起的

一生就是革命的一生。其儿子，已是少将军衔，曾任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院长的邵国培表示：“比起老一辈的革命精神，比起老

一辈为祖国作出的贡献，我们所做得太微乎其微。”在接受记者采访，回忆父亲点滴的同时，邵国培先生深有感悟地说：“我们只

有更积极、更努力地工作，为祖国、为人民，而不是为个人奋斗，才对得起老一辈革命家，才对得起黄埔精神。” 张华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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