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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佐女俘》

内容概要

《少佐女俘》讲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在泰
山上意外俘获日本皇姑。围绕争夺皇姑，日军、国民党中央军、土匪与八路
军展开了惨烈的激战⋯⋯
    1942年秋季，山东抗日战争进人三足鼎立之态。八路军武工队长宁振武
接到上级密电：日军要员登泰山，跟踪侦察，伺机行动。岂料，密电被土匪
花脸虎窃得，先于武工队下手，在山上截获日方众人。混战中，武工队从土
匪手中得到“要员”后方知，贵妇娟代荷萍是游览观光并自做主张到泰山“
封禅”的。但，她的身份特殊：父为日本内阁大臣，夫系侵华日军中将，自
己是日本天皇裕仁表妹——人称皇姑。宁振武劫得皇姑，摆脱不了鬼子、土
匪的纠缠，无法与根据地联络，只好躲避深山、荒野。皇姑失踪，日军上层
万分惊恐，坂田大佐携中佐野岛来到八路军根据地谈判，愿答应一切条件，
换回皇姑。
    然而，日军背信弃义，中佐野岛破坏了八路军联络站，撒网等待武工队
。宁振武一行化装成迎亲的队伍，闯入巨野镇寻找联络站。不料，正中野岛
圈套。野岛得意忘形，刚见到皇姑，又大惊失色：她的腰间捆绑一圈炸药—
—宁振武早有准备。野岛怕误伤皇姑，挥手放行，随后跟踪追捕。宁振武得
不到上级指令，又见接应部队被鬼子打退，大江被封锁，土匪跟踪骚扰，只
得进入国民党中央军的守城凉州，边为惊吓生病的皇姑治疗边寻找绕道返程
之策。城内旅店，野岛已买通中央军联队长赵岩，正欲下手抓人，计划被尾
随而来的土匪破坏。混战中，识破野岛骗局的土匪小头目疤瘌眼带领武工队
逃出城，隐人大凉山。山中古刹之夜，皇姑的侍女佐纪子接日军特使密令，
欲刺杀娟代荷萍嫁祸我军。宁振武打败刺客，制伏佐纪子，救下皇姑。翻过
大凉山，匪首花脸虎与野岛分别等待皇姑，做人枪交易。宁振武见再次中计
，一时惊恐异常。疤瘌眼悉数野岛阴谋，花脸虎大怒，与日军奋战一处，掩
护八路军突围，自己捐躯沙场。宁振武历尽艰险，来到边区与接应部队会合
，却又被日军重重包围。夜间巷战中，女战士兰丽发现野岛打算炸死皇姑，
挑起新的事端，急忙换上皇姑服装，吸引敌人火力，身负重伤。危难关头，
死里逃生的皇姑帮助负伤的宁振武冲出重围。
    日军秋季扫荡不战自溃，八路军决定在泰山上归还皇姑。娟代荷萍面对
泰山美景，联想到自己的奇特经历，写下初登泰山未完成的《封泰山赋》诗
句：
    东亚有奇观，
    天下无巍然。
    云晴雾散后，
    和平在人间⋯⋯
    《少佐女俘》的作者为刘国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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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佐女俘》

作者简介

刘国彬
吉林公主岭市人。1968年参军，历任演出队员、放映员、排长、指导员、干事，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
文学系。原为沈阳军区《前进影视》报主编，高级专业职称，正师职大校军衔，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
，辽宁电影家协会理事。从事部队电影宣传新闻工作40年，先后在50多种报刊等媒体上发表影视宣传
、文学评论、新闻报道、小说诗歌等作品2500多篇。创作出版长篇小说《兵头将尾》、《亚洲大绑架
》，长篇纪实文学《保卫董存瑞》，理论文集《银海拾贝》、《荧屏采风》等8部，5篇影评文章获全
国征文一等奖，12篇影评文章获全国、全军征文：二等奖，10部影视剧剧本获全国、省、军区剧作评
奖一、二等奖。主要事迹收录在《中国文艺家传集》、《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辽宁电影家传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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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佐女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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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佐女俘》

章节摘录

“算？”娟代荷萍这才清醒，自己仅仅到了泰山脚下，说：“啥叫算？自欺欺人吗？”    此时，百十
名日军已持枪列队，威严齐整，个个脸上露出肃穆与杀气。    两抬花轿，停在路边。    野岛见状，对
娟代荷萍道：“夫人，卫队为您准备完毕。如果您坚持登山，请上轿起程吧！”    “这还差不多！”
娟代荷萍刚刚举步，侍女佐纪子忙伸手搀扶，走近花轿旁。    情趣亢奋的娟代荷萍突停脚步，对野岛
道：“中佐，你不觉得这些刀枪跟眼前的景致很不和谐吗？”    野岛未听出弦外之音，不解地答道：
“和谐？”    娟代荷萍意味深长地说：“泰山是中国的骄傲，更是东亚的文化瑰宝。若是刀枪相见，
不仅败坏了我的兴致，也亵渎了人类的文明⋯⋯”    野岛惊悸地听懂了她的话，忙说：“夫人，山里
不安全，这可不是富士山。”    “不安全？”娟代荷萍显然没把他的提醒放在眼里，“山东不早就控
制在我们手里了吗？”    “山上经常出现八路军，”野岛只得兜底，说，“还有土匪⋯⋯花脸虎⋯⋯
”    娟代荷萍似调节气氛地侃言：“虎？我仅知道长白山有东北虎，还没听说泰山有什么虎呢！这倒
值得瞧瞧。”    野岛知道这个妇人的任性，渐渐抬高了声音，说：“夫人，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呀！
请您千万别大意！再说，我们未经泽川将军同意，半路上山游览⋯⋯”    “好啦，好啦！”娟代荷萍
有点不耐烦，说，“既然决定中途游山，我会自重的。请卫队回去吧！”    说完，她钻进佐纪子掀起
的轿门。心里不快：真哕唆！泽川怎么派这么个人来接待我？说是保护，简直成了监管！一路上，一
点自由都不给，把我当囚犯吗？就说游泰山，他打开始就反对。我决定的事情，他有啥权过问？又要
打电报请示泽川，又是让卫兵寸步不离，怕我叛国投敌怎的？真败兴！得想办法让他离开，离得越远
越好。    “回去吧⋯⋯”娟代菏萍重复了一句。    听到她的话，野岛的脸一阵煞白，紧张地说：“您
让卫队回去？”    娟代荷萍的头探出轿口，不容置疑地说：“都回去，特别是中佐先生！”    野岛急
欲争辩，只见布帘一落，传出娟代荷萍冷冷的声音：“起轿！”    两个中国轿夫抬起花轿，面目紧张
，稳步走去。    野岛缓过神儿，忙拉住佐纪子，说：“小姐，夫人私自游山，你我责任重大，断不可
出丝毫的闪失⋯⋯”    佐纪子焦虑地：“不仅游山。我要对夫人整个中国之行负全责的。”    野岛忧
心忡忡道：“战乱之秋，风云难测呀！我已派人到济南，报告泽川将军，我们晚到几天。”    佐纪子
语气定定地说：“军务省已特别交代过，请中佐多加配合。”    听她一讲，野岛有了主意，说：“我
派十个人，换上便衣，由你指挥护卫夫人。我带着警卫队与你保持几里地距离⋯⋯”    佐纪子望望已
远去的花轿，说：“很好。只是，别让夫人发现了你们。”    “放心，我会注意的。”    佐纪子从车
里取出一件戴有少佐军衔的上衣，塞入布包内。接着一溜小跑，赶上花轿。    野岛急令一矮胖军官，
说：“换便衣，带短枪，寸步不离夫人。我随后就到，及时与我联系！”    “是！”矮胖军官答道。  
 一条山间便道上，十几匹单骑飞驰狂奔，疾如追星，猛似赶月。    引路的坐骑上是八路军武工队长宁
振武。他二十五六岁，脸上棱角分明，像个书生。只见他眉宇紧锁，心急火燎。    宁振武的烦躁是有
缘由的。本来，分区侦察科交给他的任务是带人到济南，了解山东省委几个领导被鬼子关押的情况，
以便组织抢救。但是，进城的头天晚上，突然接到联络站送来的一封电报：    查日军要员登泰山，改
变计划跟踪侦察，伺机行动。    没有具体时间，没有行动路线，没有侦察对象，宁振武没头没脑地接
受了任务。    令他烦躁的另一个原因，计划入济南，人员是越少越好。侦察科让他从侦察连专门挑了
十个老的老、少的少的兵，又从分区医院临时调来一个女护士，组成一伙进城探亲访友、经商卖艺的
农庄乡亲。老的排长冬哥，四十多岁，不用打扮就是个地道的老农。少的六六，十二岁的毛孩子，干
瘦矮小，稚气未脱。这些人多年跟随自己执行任务，都是没挑的战士。最让宁振武担心的是女护士兰
丽，从南京的一所医学院毕业，懂日语，到根据地不足半年。兰丽二十一二岁，眉目清秀，第一次参
加侦察，好奇、兴奋大于紧张。一路上唧唧喳喳问个不停，笑个不停，一点也不像个八路军战士深入
敌后执行任务。    就这样一支队伍，战斗力可想而知。他能不为任务的完成而担忧吗？    心事沉重的
宁振武，骑在马上，朝前观望。    一条小路，蜿蜒曲折。高坡处，连着一座木桥。    单骑停在桥边，
宁振武驻马远望。天空，飞翔一列雁阵，宁振武扬头观看。    “叭⋯⋯”一声枪响，尾雁应声而落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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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佐女俘》

后记

劫，乃强取，乃威逼，乃灾难之意。常见行劫、打劫、浩劫、抢劫、洗劫、遭劫，也有劫持、劫夺、
劫掠——今论劫数。    劫数，佛教称注定的灾难。    书名《少佐女俘》(原《皇姑劫》)，在劫难逃一个
劫字，纯属劫数也。    劫皇姑与我，乃劫取来的故事。1989年春节，我回锦州休假，到老首长李湖家
拜年。他是个离休的老八路。其时，我从事专业电影理论、宣传已十几年整，且有专著，一摞获奖证
书，五百篇见报文章在握，为全军部队同行中职龄、军龄较长者。李湖听说我正与八一电影制片厂合
作剧本《亚洲大劫案》(现已创作长篇小说《亚洲大绑架》)，就给我讲起了他耳闻目睹的皇姑劫⋯⋯   
职业的敏感，令我预见这是个千古绝唱。    于是，在等待八一厂文学部打印《劫案》之前，我用一周
的时间写完名为《梦断泰山》的4000字剧本提纲，又寄八一厂。很快，八一厂复信。决定组稿。其后
，我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创作出初稿。    八一厂退稿，让我修改，强化戏剧性，勿拘泥于史实。    恰
在此时，以自编自导电影《赌命汉》而震动影坛的丁喧找来，称辽影有合作意向。    1990年5月，我请
下创作假，与丁暄住到兴城八一疗养院。十天中，上午我俩踱步海边滩头，一场戏一场戏地敲。下午
及晚间，对桌而坐，我写完一节文学剧本，他改成一段导演台本。至今，书中有的情节，仍出自丁暄
之手。    剧本《狼山劫艳》(又是个劫字)辽影通过，打印，报审，拟拍。    军事片需部队配合。辽影副
厂长周军带我到军区请示首长，协助拍摄。    军区司令部及见证劫皇姑部队的首长肯定此事，热情支
持。    不料，摄制组刚有眉目，因经费拮据而搁浅。    此间，当今走红的影星孙海英刚拍完《双旗镇
刀客》，前来索本，辽影未同意转让。    此乃一劫也。    是年，我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    第二
年春，对此片耿耿于怀的周军厂长，到电影学院找我，一道上八一厂，探讨合拍事宜。    八一厂一如
既往，充满热心。后在审本期间，一编审提出异议：事件史实无查，故事似有荒诞无稽之嫌，慎考证
。    后无下文。此乃二劫也。    1992年秋，我就读的学院实习基地青年电影制片厂的一位编辑，找我
商谈《劫艳》。不长时间，也因学院不宜拍“功夫片”而告吹。此乃三劫也。    学院学业紧张，直到
毕业离京前，我才有暇将剧本送到与学院一路之隔的北京电影制片厂。    1993年4月，北影来电邀我进
厂修改定稿。接待我的是文学部副主任江怀延和赵海城二位。江老先生在艺术上是个近于苛刻的行家
，言简意赅地指令：剧本重新结构。经商议按泰山反劫持、突日军防线、闯国军守城、过土匪盘山、
在边区决战等几大块构思。    失落，油然而生。多年的心血白费了！好在沾了点学院派的风光，自诩
羽翼渐丰，我端坐桌前，重开炉灶。    当过影片副导演的赵海城怕我经不住打击，请我人家对酌而慰
。小我十岁的赵海城，是我曾跟五家电影厂打交道中最为敬业和最为友善的人。他让我先拿重场戏开
刀，与我逐个情节、逐个人物、逐个细节，甚至具体的对话都一一商讨、铺陈、争执。    半个月后，
剧本完成。二位先生认可，打印，送审。我感激赵海城，在作者名单上签了他。赵海城提笔画掉，日
：编辑者，默默无闻于后台而心安理得矣。    离京返沈前，通知我，剧本已列人规划，版权已归属厂
方，勿另谋出路，静候佳音吧！    这一等，又近两年——静候的滋味更不好受——不知是否可称此为
四劫？    常言道：十年磨一戏。想来劫数未尽，云烟氤氲，尚待时目罢。    时年我军旅生涯近三十载
，体奇瘦却也志奇坚。想来抗战历时八年，它的故事搬上银幕当取其精髓——持久战了。    但我常愤
然，皇姑劫题材一百个导演肯定有九十个感兴趣：主旋律，商业片，悬念片，动作片，改来改去几乎
占全了。至今仍“静候佳音”，中国的电影真不可思议了？！    劫数煎熬中，1992年辽宁省举办第一
届电影文学剧本征集评奖。为忌讳劫字，我报上北影前那稿，定名《泰山恩怨》，同期另送一当代军
旅生活喜剧《雪舞》。聊以自慰的是，在评奖公布的七部一、二等奖名单中，这两部剧本双双人选，
当然《泰山恩怨》为一等奖。    随后，又轮回到劫数的怪圈⋯⋯    1995年春节后刚上班，诗人胡世宗
来到我办公室。我们相识十多年，他是个文品人品口碑皆佳的兄长，一直关心我的创作。无意中唠起
北影厂那个本子，我满脸苦笑。    他像是安慰我又像是开导我，当年金敬迈写《欧阳海之歌》之前，
创作的是话剧。改来改去没有名堂。有人指点他不妨写小说试一试，不料竟大获成功。当代有生命力
的小说数量不多，而急需小说的杂志却铺天盖地。你的故事取自史实，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
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我恍然大悟。    40天或准确地说40天中的每个晚上6至12时，我如期地写出《
少佐女俘》的第一稿。    浪费读者的时间，无异于害人害己。时下，风尚那种无病呻吟，海阔天空，
东拉西扯，推碾子拉磨跳花样滑冰舞围着场子转个没完的新潮的超现代的体验派先锋派写实派未来派
的小说。    我怀疑，讲求快节奏高速度的当代中国人，能有几个围着作家的笔头子转？    小说，写给
人看的。你不能不像电影把观众当做上帝那样把读者当做上帝。    对于吃惯了大鱼大肉的国人来说，
他们青睐餐桌上的拼盘，清爽，凉快，沁人心脾。    于是，我力求把《少佐女俘》写成个快餐式的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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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    当我写下第一个字的时候，创作风格已明确，讲究快节奏，．追求高强度，突出个性化，丰富
戏剧性。    说白了，各章节如拼盘的各式土特产品，读者可以从头品尝，也可以从中间下箸，还可以
反序而食之。    关键在于，你的拼盘独具风味。    这风味，乃中国读者需求的欣赏习惯，即民族的文
化传统。    或如蒙太奇式的影视小说。    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北京的同学寄来《文艺报》，上面刊登
一则消息：《人民文学》、《文艺报》、《中国作家》、作家出版社等联合举办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
年作品征文活动。我打电话咨询，作家出版社的谢女士热情解答征文事宜并鼓励我参赛。这，无疑为
我的创作注入一份希望。    2008年8月上旬，我将完稿的《少佐女俘》寄往北京。    照说，这些权威的
媒体不会食言的。可到了10月，作家出版社回函：因全国征文收到的作品数量太少，评比取消。我欲
哭无言：此当五劫乃尔？    又是十年的等待。2008年春节，全国电影编剧班上的同学应锦凡来电话要
剧本，我把《少佐女俘》(电影剧本为《封禅》)寄去，他很快回电：这是大片的剧本，剧本完美。我
将全力推出拍摄故事片。    “十一”刚过，沈阳军区白山出版社的总编董志新先生与我相邀编影视资
料书籍。我们相识四十年，一同从吉林参军来到辽宁的同一个野战部队，并同在军政治部共事。他一
直关心我的创作，得知《少佐女俘》完稿，力促送审出版。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当年的同事李军(现
为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最初得知我的创作动机后，他立即鼓励、支持我早日动笔。构思，他帮
助我完善；提纲，他帮助我修改。最令我感动的是，这位当时的营级军官，竞主动承担为我文稿打印
工作。我每写完一章，他即及时打印一章，校对、修改、复印，常常干到深夜。他的支持，激励我加
快写作的步伐，鞭策我精益求精地投人创作及修改⋯⋯    没有这些朋友的支持，就没有《少佐女俘》
的完成。我感谢他们，是因为《少佐女俘》的故事已成历史，创作《少佐女俘》的过程也成往事，而
友情，却将伴随着我继续沿着眼前的路，走下去。    皇姑，你若苍天有灵，保佑为你立传的作者在劫
数中涅槃⋯⋯    2008年12月10日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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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黑白相间的格局上，不知不觉落下了几枚或黄或绿、或蓝或紫的棋子，令原本攻杀的棋手面面相觑，
平添了几分迷茫，几分疑惑，也令形势更加复杂起来，更加紧张起来。    《少佐女俘》(作者刘国彬)
讲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在泰山上意外俘获日本皇姑。围绕争夺皇姑，日
军、国民党中央军、土匪与八路军展开了惨烈的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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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没什么意思！
2、看了以后，感觉非常之不好看，有胡编乱造之感觉。后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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