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3年10月， 中国军官
到皇家海军学院的“中国班”，
接受有关海军的课程。 他们跟
随英国巡洋舰参与了诺曼底登
陆战役。 中国军人与异国战友
冲锋陷阵， 立下不朽战功。

1931年7月至10月， 长江一带下大
雨 ， 湖北汉口 、 武昌长江大堤溃决 ，
汉口市内水深近丈， 死者数千。 8月下
旬， 水略退， 但传染病流行， 每日死
亡300人左右。 除湖北外， 遭受大水灾
或台风袭击的还有江苏、 江西、 山东、
四川、 陕西、 河南、 上海等地。

阿诺德施瓦辛格曾经是世界健美
冠军， 也是世界影坛超级巨星。 进入
好莱坞顶级明星行列之后，他成为肯尼
迪家族的女婿，并成功竞选美国加州州
长。他还是一位博学的学者和成功的商
人。 这张照片则反映了初到美国的他，
对美国有多么强烈的好奇心。

■镜头钩沉

1970年7月22日
成昆铁路建成通车

61年前我国海军组建
第一支驱逐舰大队

初到美国的施瓦辛格
有多么的好奇心

1931年7月至10月
长江下大雨传染病流行

1970年7月22日， 成昆铁路建成通
车。 线路穿越大小凉山， 有深二三百
米的 “一线天” 峡谷。 这条铁路是西
南地区的路网骨架， 对开发西南资源，
加速国民经济建设， 加强民族团结和
巩固国防都具有重要意义。24位中国海军参加诺曼底战役

1942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艰
难的时刻 ， 胜利的曙光尚未照亮天
际。 与侵华日军苦苦相持中的当时的
国民党政府决定选派年轻军官到英美
海军学校学习。 这既是为了 “重建海
军”， 也是为了与反法西斯盟友并肩
战斗。 随后， 专业出身的黄廷鑫和其
他23位中国海军军官踏上了去英国学
习、 参战的征程。

1943年10月 ， 中国军官们进入
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专设的 “中国
班 ”。 按英国皇家海军的传统要求 ，
他们接受了系统的英语 、 航海 、 鱼
雷、 枪炮课程。 在完成了第一阶段的
海军科目学习后， 他们被派往各个战
区的现役大型军舰上实习、 参战。

他们不知道这次行动
是诺曼底登陆战役

在1943年的最后几天里， 黄廷鑫
的同学卢东阁、 郭成森两人跟随英国
“肯特” 号巡洋舰， 参与了在北冰洋
猎杀德国 “沙恩霍斯特” 号战列巡洋
舰的战斗， 并将其送入海底。

黄廷鑫登上的 “搜索者” 号， 主
要护航的轻型航母。 黄廷鑫担任副值
更官， “主要负责观测航母在海上航
行的角度是否合适， 以及在编队中的
位置是否正确”。 虽然这是个 “观察
者” 的职位， 但并不妨碍中国军人作
为盟军的一员奋勇战斗。

1944年6月5日深夜， 已在贝尔法
斯特军港停泊近一周的 “搜索者” 号
在乘着大西洋的夜幕悄悄驶出军港 ，
一直向南行驶。 黄廷鑫隐约感到这次
出港有些非同寻常： 种种迹象显示 ，
盟军的反攻已经临近 。 但他没有想
到， “搜索者” 号此次执行的反潜与
警戒任务， 正是后来举世闻名的诺曼
底登陆战役的组成部分。

“跟我相对平静又平凡的工作相
比， 我的战友们所在的军舰大都在一
线， 任务是炮击海滩。 在副炮长位置
上的郭成森还指挥发射了数千发炮
弹 ， 成功摧毁了德军大量的岸防设
施。” 黄廷鑫的回忆录如此记述。

还有一些资料显示， 两名中国海
军军官被抽调到最前方， 指挥驾驶登
陆艇参加了诺曼底滩头血腥的抢滩登
陆行动 。 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后 ，
“搜索者” 号赴埃及亚历山大港进行
了短期修整后又投入战斗。

1945年， 黄廷鑫在英国继续海军
课程学习， 并再次被派到英国太平洋
舰队实习，直至战争结束返回祖国。和
他一样， 24名中国海军军官都幸运地
看到了二战的胜利， 迎来了和平。

在这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起
关键性作用的登陆战役中， 24名中国
军人与异国战友一起冲锋陷阵， 立下
了不朽的战功。

黄廷鑫口述经历
儿子黄山松记录整理出书

作为大陆最后一个诺曼底登陆战
役的中国亲历者， 黄廷鑫在最后日子
里决定口述自己的经历， 并由儿子黄
山松记录整理。

《亲历与见证 ： 黄 廷 鑫 口 述 记
录———一个经历诺曼底战役中国老兵
的海军生涯》 的封面上， 平静而有力
地写着这样一句话。 “回忆历史， 是
为了记住残酷的战争； 记录历史， 是
为了永久的和平 。” “老兵永不死 ，
只是渐凋零。” 随着纪念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70周年渐入高潮， 更多亲
历者的口述历史进入人们视线。 在那
场正义与邪恶的殊死战斗中， 中国军
民与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联合
在一起， 浴血奋战， 并肩战斗。

尽管黄廷鑫老人已辞世多年， 但
他留下的这本口述历史记录和纪念着
二战时期唯一一批受中国政府派遣
的、 在欧洲战场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
中国军人的戎马岁月。 “即使是在多
年之后， 也很少有人会想到， 在远离
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 在
一艘由美国建造、 战斗人员几乎是清
一色的英国人组成的轻型航母上， 有
两个黄皮肤 、 黑头发的中国年轻军
官： 黄廷鑫、 葛敦华……” 黄廷鑫之
子黄山松在书中 “缘起” 一章的开头

这样写道。
虽然黄廷鑫一生从未踏上过诺曼

底和普罗旺斯的土地， 但在71年前那
“最长的一天” 里， 为 “把法国的领
土从纳粹的统治中解放出来” 而竭尽
了一名中国军人的所能。

黄廷鑫与诺曼底的渊源最早是从
1937年说起。 “七七事变” 爆发， 19
岁的黄廷鑫从安庆高中毕业后决心以
身报国， 顺利考取了青岛海军学校。

他们亲历了旧时代的结束
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在黄廷鑫晚年的回忆中强调， 中
国军官全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诺曼
底战役的海上行动。 黄廷鑫等人所在
的航空母舰， 为整个登陆舰队的提供
空中警戒和掩护。 还有的中国军官在
担任主攻和支援任务的战列舰、 巡洋
舰和驱逐舰上直接参战。

“他们见证并亲历了一个旧时代的
结束， 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 身为史
学工作者的黄山松说。

黄山松说， 虽然在少年时期就已
知道父亲曾有二战期间参加欧洲战场
的经历，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从未听
父亲提及这些经历 ， 包括诺曼底战
役。 “因为即使随 ‘搜索者’ 号在英
吉利海峡游弋时， 父亲和他的战友都
不会想到， 历史上人们会以怎样的方
式一次又一次地纪念这场战役”。

这段尘封的历史最终在62年后逐
渐为世人所知。 2006年7月5日， 法国
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薛翰来到杭
州， 代表法国政府向89岁的黄廷鑫颁
发了一枚荣誉勋章———“荣誉勋位骑
士勋章”。 薛翰致辞中说道 ： “法兰
西永远不会忘记， 在我国面临沦亡之
际， 曾与我国并肩奋战的中国人。 我
们以这枚勋章来表示对所有参加过这
场战役的中国人的感谢 。” 黄廷鑫坐
在轮椅上接受了这枚勋章： “此时此
刻， 我想起了与我同时在战场作战的
二十多位同学。 作为一个中国人， 这
一荣誉不仅属于我 ， 也属于他们 。”

摘自新华网

1954年7月22日，海军司令部命令，
以购买的两艘苏联的“高尔基”级驱逐
舰为基础，组建驱逐舰大队。10月25日，
海军第一支驱逐舰部队在青岛成立，两
艘驱逐舰分别命名为“鞍山”、“抚顺”号。

指挥打数千发炮弹炸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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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诺曼底登陆。

时任中国驻英大使郑天锡接见前往英国学习的中国海军军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