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志新，曾用名孙金生。生于1926年10
月，1938年4月参加革命，今年已经90岁高龄，
是原狸桥塔山锰矿（现为宣城市宣州区锰硫铁

矿）的一位退休工人。现居住在宣州区阳德小
区，四世同堂，享受着天伦之乐。

他，曾是叶挺军长的勤务兵，浴血奋战在新
四军多年。他的传奇色彩，至今被人们传为佳
话。时值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又是中国人民
解放军建军88周年之际，市场星报、安徽财经
网记者在宣州区阳德社居委主任胡海蓉的带领
下，采访了孙老。

□记者 曹开发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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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乐周刊
喜怒衰乐之发……可节而不可止也，节之而顺，止之而乱。

——《春秋繁露》”
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叶挺军长勤务兵、原新四军老战士孙志新讲述他和叶挺的故事

关爱，叶挺军长带我散步爬山
荣幸，参加接待服务周总理

孙老告诉记者，“在军部，我们十几个小孩有的被分到
通讯连学司号，有的被分到其他部门，而我（当时年龄最小

的）和另几个小孩留在副官处任勤务工作，那些领导和战
士都很亲切地叫我们小鬼。”过了没多久，大约在1939年4
月份，孙老被调到军部警卫连，在警卫连期间，他经常出入
叶挺军长的住处，或许是因为年龄比较小的原因，叶挺军
长很喜欢他，不时地带着他一起去散步、玩耍。“时隔那么
多年，依旧记得叶挺军长早上有去云岭爬山的习惯，那时
候经常天还未亮，我们草草吃点东西，叶挺军长就带上我，
在沾满露珠的杂草中穿行，在云雾缭绕的山头驻足。”孙老
向记者回忆着，那时，叶挺军长眺望着那美好的风景，感慨
着一定要从敌人手中夺回我们大好江山。虽然当时我年
纪不大，但也不禁被叶挺军长所感染，在心里默默地告诉
自己一定要追随叶挺军长，赶跑鬼子，还我河山。

叶挺军长对待敌人从不心慈手软，对待自己人却非常
慈祥。“因为军长很喜欢我，加上我年龄比较小，所以他经
常让警卫员买些零食给我吃。军长满脸笑容看着我幸福
地吃着零食的场景，现在还时常浮现在我眼前。”孙老讲到
这里，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1939年春，周恩来总理率领代表团（其中有一男一女

两名外国人）来军部开会，前后达一个月的时间，孙老当时
很荣幸地参加了接待服务工作，并为总理端茶倒水。还记
得，总理当时摸了摸我的头，说道：“小鬼，我带你去延安。”
但是总理临走时却带走了一名女中学生去了延安。孙老
遗憾地想，“可能是因为我没什么文化而没去成吧？！”

打着灯笼 给叶挺军长送急电
完成任务 受到叶挺军长赞赏

1940 年春季，孙志新从警卫连调入军部无线电台工
作，在指导员林枫身边当勤务员。当时在电台工作的领导
还有胡立教、曹丹辉等同志。在电台工作的一年多时间
里，指导员让教他学电务工作，搞文艺宣传，并经常组织附
近小学的学生参加庆功大会、军民联欢大会等活动。有一
天已经是深夜了，电台却接到了给叶挺军长的急电，而当
时其他人都不方便，考虑到孙老经常出入叶挺军长的住
处，且政治觉悟高，纪律性强，因此就派他一个人去送电
报。当时外面漆黑一团，他打着灯笼，走过两三里山路将
急电按时送到叶挺军长手中。“当时我感到万分高兴和自
豪，因为我再一次成功地完成了组织安排的工作，没有辜
负组织的信任。当时叶挺军长也对我表示了赞赏。”孙老
自豪地说。

采访结束时，精神矍铄的孙志新老人铿锵有力地为记
者唱起了新四军军歌：“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
战，穷山野营……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
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记者也深深为这位抗战老兵
的情怀所感染，默默祝愿他健康长寿。

孙志新，1926 年 10 月出生在宣州区水阳
镇一个偏僻的农民家庭。由于自幼失去母亲，
一直跟随父亲相依为命。当时父亲为了养家
糊口，被生活所逼长年在外做工而不在身边，
无法照顾幼子，致使童年的孙志新饱一顿饿一
顿，有时饿的实在不行，就靠乞讨度命。孙老
说，他那时几乎每天都是在死亡线上挣扎。

1938 年春天，时任新四军二支队的指导员
施恒来到了宣州区水阳镇开展革命工作，当时
施恒发现年仅 13 岁而且长得很帅气的孙志

新，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非常同情、爱护，并
经常带吃的给他，给他讲革命的道理。“施指导
员让我明白了穷苦大众需要在共产党的领导
下翻身做人，让我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
我们走向幸福的明天，那时，我幼小的心灵便
种下了革命的种子。”孙老讲到这里，那双饱经
风霜的眼里依然显得那么的坚定！在跟随施
恒指导员两三个月之后，孙老决定加入革命，
于 1938 年 4 月加入了驻扎在狸桥红杨村的新
四军二支队。

童年，在饥饿线上挣扎
恩人，指引走上革命路

刚参军不久，他就参加了一场伏击日本鬼
子汽艇的战斗。1938 年，日本鬼子在宣城地
区烧杀抢掠、侵害百姓，水阳这个小镇小日本
也不放过。四月的一天，新四军二支队为了狠
狠打击日本鬼子的嚣张气焰，组织了一个连的
兵力在水阳小河口外对日本鬼子的汽艇进行
过一次伏击。在组织的精心策划和周密安排
下，这场伏击大获全胜，击毙击伤鬼子多人，并
缴获敌人的不少枪支弹药，鬼子受到了重创。
但不幸的是，我方的一名副连长在战斗中英勇
牺牲了。为悼念这位副连长，支队在狸桥红杨
村举行了追悼大会。

据孙老回忆，1938 年 11 月左右，支队有部

分人，其中包括孙志新在内的十几个小战士被
调往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我们一行七八十
人，另有十几匹马携带部分损坏的枪支向军部
进发。在途经宣城庙埠北山边时受到国民党
108 师的阻拦，经带队人员进城联系后被放
行。当晚我们住在宣城，当时城里刚被日本鬼
子的飞机轰炸过，放眼过去，遍地都是残垣断
壁，一片狼藉。在那种环境下，我们连晚饭也
没吃上，每人只发了一小捆稻草过夜。11 月
的天气已渐渐寒冷，夜里的空气透着刺骨的寒
意，我们一行人就依偎在被炸弹炸得面目全非
的屋子里，抱着发的那一小捆稻草瑟瑟发抖，
相互拥着取暖。那一夜，很漫长。”

伏击，小河口打日军汽艇
调防，寒冬一捆稻草过夜

孙志新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