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为保滇缅路 组建中国远征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实行全民族抗战，国际上同情中国人民抗日
的国家和地区也对中国进行了人力、物力上的支援。为了使援华物资能顺利
地到达国内，1938 年春，中国国民政府开始修筑滇（云南）缅（缅甸）公路，
参加筑路的工人、农民和士兵们怀着对全民抗日的热情，积极踊跃地参加这
项工程。当年 12 月，滇缅路建成通车，以后又陆续地加以整修，使这条公路
成为国际上支援中国抗日的重要交通动脉。

日本侵略军为了从沿海包围和截断中国的国际交通线，迫使蒋介石政府
投降，于 1939 年冬，在广西的钦州、防城登陆，进而占领了南宁。1940 年 9
月，日军侵入越南，同时与泰国签订了“友好条约”。中国的滇越国际交通
线被截断。日军也直接地威胁了英属殖民地马来亚（今马来西亚，下同）、
新加坡、缅甸等国家和地区的安全。

1940 年，希特勒下令进攻法国，同年 6月，英、法军队在敦克尔克丢盔
弃甲大溃退，英伦三岛笈笈可危。英国希望凭借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支援
它在远东殖民地特别是缅（缅甸）、印（印度）、马（马来亚）方面的军事，
以挽救它远东大后方的危机。1940 年 10 月，英国首先开放被它封锁已久的
滇缅路，接着酝酿中英军事同盟。1941 年 1 月，英国邀请“中国缅印马军事
考察团”到缅甸、印度、马来亚进行军事考察。

当时，英国在缅甸的驻军极少，战斗力不大，日军占领了越南后，下一
步即将入侵缅甸，如果缅甸失守，我国的云南省将成为日军第二步的侵略目
标，而云南不保，四川、贵州就更难保全了。因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一
面调兵入滇，以加强云南边境的国防力量，一面应英国方面的邀请，组成了
以商震为团长、林蔚为副团长，包括陆、海、空军及各部门的军事考察团，
在英国武官邓尼思少将的陪同下赴印度、缅甸、马来亚进行为期 3个月的考
察。根据搜集到的有关缅、印、马经济、政治、军事资料，考察团编写了《中
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按照考察团的意见，国民政府积极作中英共
同防御滇缅路的准备工作，成立了以国民政府军令部第一次长林蔚为团长的
驻滇参谋团进驻昆明，并积极调兵遣将。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军突然袭击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基地珍珠港，
紧接着又入侵美、英、荷（荷兰）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香港、马来亚、新
加坡、菲律宾和东印度群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12 月 10 日，英国武官邓
尼思受命向蒋介石委员长提出请求派中国军队入缅甸布防的要求，蒋介石当
场答应并于 11 日向第五军、第六军发布入缅作战的动员令。12 月 23 日，在
蒋介石的建议下，经过中、美、英、苏（苏联）、荷等国多方磋商，在重庆
召开了东亚联合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在重庆组织 5国联合军事委员会，建立
保卫缅甸的中英联军统帅部，同时，中、英两国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
路协定》。此时，第六军第九十三师已开到车里，第六军第四十九师以一个
加强团开到畹町，归英缅军总司令胡敦指挥，准备开赴景东，12 月 26 日，
第五军先头部队开到保山附近集结待命。但是，英方虽然提出中国军队入缅
要求，却以种种借口阻挠、推迟中国军队入缅。

在我国的沿海港口全被日军占领后，缅甸的仰光则成为我国与国际交往
的唯一港口。滇缅公路是以仰光为起点，经曼德勒、腊戍至滇西畹町而进入
我国境内，再经龙陵越高黎贡山，渡过怒江、澜沧江，到达云南昆明。仰光



的商业和运输业比较发达，市场繁荣。我国从仰光进口的军用物资，全依仗
这条公路。

1942 年初，日军在塔瓦和毛淡棉以东地区穿越泰缅边境，侵入了缅甸，
英军驻缅部队，一闻枪声，即向后溃逃，日军很快就占领了缅甸东南邻接泰
国的沿海狭长地带，而进抵毛淡棉，毛淡棉位于我国云南怒江的下游——萨
尔温江入海口的东岸，是缅甸东南部的重要城市，它距仰光约有 170 多公里，
是仰光的东面屏障，毛淡棉陷落，使仰光受到极大的震动，日军的空军首先
夜袭了仰光北面的明加拉东飞机场后，又开始不分白天黑夜地对仰光进行轰
炸，仰光形势吃紧，英军这才急忙请求中国军队入缅支援。

1942 年 3 月 12 日，中国远征军（全称中国远征军第一路）被明令确定
番号，任命卫立煌为司令长官（卫立煌未到任，由杜聿明代理），杜聿明为
副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包括 3个军：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兼）辖第二○○
师（师长戴安澜）、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第九十六师（师长余
韶）、游击支队、工兵团、装甲兵团、炮兵团、汽车兵团、骑兵团；第六军
（军长甘丽初）辖第四十九师（师长彭璧生）、第九十三师（师长吕国铨）、
暂编第五十五师（师长陈勉吾）；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辖新编第二十八
师（师长刘伯龙）、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马维骥）、新编第三十八师（师
长孙立人）；军直属队第三十六师（师长李志鹏）。其实，早在确定番号前，
第五军已于 2月 1日、第六军已于2月 16 日相继开始向缅甸进发。第五军骑
兵团和第二○○师于 3月 8日赶到仰光北面约 300 公里处的同古接防；第六
军于 3月 7日行抵南曲依、兰河、孟板、孟唐附近接防。2月 25 日，蒋介石
到昆明下达命令，指挥部署，3月 31 日，蒋介石令第五军、第六军统归中国
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指挥。至此，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开始。



二、同古之战 重创日军
  

日军从毛淡棉逼近仰光以后，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先遣第二○○师和骑兵
团及工兵团为先头部队，迅速进军缅甸占领同古阵地，策应英缅军在缅甸开
展保卫战，掩护第五军主力集中。1942 年 3 月 8 日，第二○○师先遣队到达
同古，9日，接收了英军防务，11 日，骑兵团附工兵一部、步兵一连推进至
皮尤河及其南 12 公里处担任警戒，并掩护英军撤退。英缅第一师各部在没有
向第二○○师介绍敌情、地形、民情、阵地位置、作战计划及交通、机场等
情况下，卷起铺盖拔腿后退了，第二○○师初到这里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
情况不明，戴安澜师长经过派人侦察情况，命令第二○○师主力占领同古及
外围要地坦德宾、屋圢、最杯和南阳机场、锡唐河大桥，部队日夜赶筑防御
工事。戴安澜师长还针对敌强我弱的特点，把骑兵团派到前方，逼近日军，
担任前哨战，及时发现、阻碍、打击日军，挫其锐气，派第五九八团在坦德
宾、三祖、屋圢、最杯构筑坚固的前进据点，与同古主阵地成为犄角，另派
两个团由郑庭笈（师步兵指挥官）率领，在同古城区及锡唐河边构筑主阵地
带，师指挥所设在南阳，由直属队及工兵团守备。

3月 15 日，中印缅战区美军中将司令兼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
史迪威到同古视察时，看到了第二○○师旺盛的士气和他们构筑的防御工
事，史迪威非常高兴地说：“中国军队是很好的军队，戴师长是个好师长，
我要带你们去收复仰光，还要同你们一道进入东京，中国军人不但不亚于任
何盟国军人，而且会胜过他们。”

日军于 3月 9日进占仰光以后，即以第五十五师团占领勃固、代库地区，
第三十三师团占领仰光、奥坎地区。然后继续向北挺进。3月 18 日，英缅军
全部撤退，日军跟踪追击，到达皮尤河南 12 公里处，与第二○○师发生了激
烈的前哨战，英军脱离了危险，安全撤退。19 日晨，日军继续追击，以一大
部轻快大队踏入了皮尤河第二○○师的埋伏阵地，当日军的汽车开到桥北端
时，大桥突然断裂，日军的汽车掉到了河里，后续车辆拥挤在南岸的公路上，
这时，第二○○师官兵的步枪、轻、重机枪和手榴弹一齐射向日军，经过 3
个小时的激战，日军被打得晕头转向，纷纷向南及公路两侧逃窜。此次前哨
战，打死日军几十人，还缴获了手枪、步枪、机枪及摩托车等物品。

3 月 20 日，杜聿明军长和军部指挥所的随行人员来到同古城视察地形。
并和戴安澜师长一起检查同古阵地工事。同古城工事的构造完全是坑道封闭
式的堡垒，工事完全用木材掩盖，阵地里绘制了轻重武器位置和火力编组、
射击距离、射击目标等要图，工事里还建有厕所和炊事设备。杜聿明视察后
非常满意，随即召开了连以上军官会议，会上，杜聿明给大家分析了敌情，
他说：“如果敌人正面攻击受到顿挫时，必从左翼迂回袭击同古北面的飞机
场，切断我同古和瓢背军部指挥所联络线，从三面向同古攻击，因为同古城
东面有色当河，南、西、北面是平原，容易被敌人包围攻击，在敌人的包围
下独立作战，要注意防止敌人使用毒气弹，发挥我军在昆仑关战斗中攻必克、
守必固的作战精神，为祖国、为民族争光。”杜聿明在同古作了战前动员后，
回瓢背军部指挥所。

与此同时，日军第一一二联队带着装甲车、战车、山炮，在飞机的支援
下，在皮尤河与远征军骑兵团发生了激烈战斗，骑兵团逐渐感到力不从心而
边打边退，日军推进到最杯、坦德宾一线，向第五九八团展开了进攻，第五



九八团官兵奋勇抵抗，经过 2个多小时的激战，日军被击退。
3月 21 日，日军又凭借飞机的掩护，以战车、装甲车为先导，携带着十

几门山炮，再次向第二○○师的最杯、坦德宾、屋圢前进阵地发起猛攻，战
斗进行到第二天（22 日）深夜，该师第五九八团乘夜还击，日军以伤亡近400
人的代价败退。

这时，第九十六师、新编第二十二师因火车运输延误，未能按计划进到
预定阵地，第二○○师只有孤军与日军在同古决战了，同古进入了全面战争
状态，日军出动了大批次飞机轰炸城区和飞机场，城里城外被炸成一片废墟，
老百姓逃亡一空。日军先用大炮轰击，掩护步兵前进，并对森林地带使用轻、
重机枪进行扫射搜索前进，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戴安澜师长决定以生命来
换取抗日的胜利。22 日，他给夫人王荷馨写信一封，信中说：“余此次奉命
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与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
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家战死，事极光荣⋯⋯”他指挥全师
官兵，团结苦战，不断给日军以重创。

23 日，日军第一一二、第一四三联队在 30 多辆战车、20 多门大炮和飞
机的掩护下，又一次向第五九八团猛攻，经过一天的激战，第五九八团的阵
地工事遭到了严重破坏，他们同仇敌忾，坚守阵地，增援的军、师战防炮部
队猛烈轰击日军战车，日军被击退。

24 日，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又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支援下，猛攻第五九
八团阵地，屋圢、三祖被日军占领，日军第五十五师团的第一四四联队由坦
德宾、屋圢、三祖以西迂回到同古北面的南阳，偷袭机场和车站。日军的炮
火在这些地区猛烈轰击，当时飞机场只有军部工兵团少数部队守备，他们虽
然得到了同古城北阵地的第五九八团对日军侧击的支援，战斗从拂晓进行到
下午 5点左右，日军完全占领了飞机场，切断了第二○○师同军部的联络线，
师指挥所被迫移往锡唐河桥东。

在组织几次反击未能奏效的情况下，戴安澜师长决定调整部署，收缩外
围。当夜，戴安澜率领师指挥所人员进入同古城内，他马上召集团长、直属
营、连长会议，研究分析敌情和作战步骤，认为日军占领机场，切断公路，
破坏我军后方联络线，是企图从三面包围同古城，歼灭第二○○师于同古城
里。戴安澜深感战势十分紧张，他要求全师官兵说：“我们要固守同古，为
国家、民族争光，如果我战死疆场，就由副师长指挥，副师长战死，由参谋
长指挥。各团、营、连、排、班长都要预立遗嘱，指定自己阵亡后的代理人，
我们要誓与同古共存亡。”戴安澜停了停，继续说下去：“我们从同古到瓢
背的公路虽然被敌人切断了，但从东面过色当河、经毛奇通瓢背与军部的补
给线仍然畅通。军部摩托化骑兵团在皮尤的战斗任务完成后，正在毛奇地区
搜索敌情，因此，为保护与军部的通信联络和指挥方便，我决定把师指挥所
从城里撤出去，设在色当河的东岸，同古城内留下 3个步兵团由师步兵指挥
官兼第五九八团团长郑庭笈指挥，我在师指挥所指挥全师战斗。”散会后，
戴安澜带着师指挥部官兵出了同古城。

25 日拂晓，日军的飞机、大炮开始对同古城进行轰炸，几个小时的轰炸
过后，日军步兵从南、西、北三面向同古城进攻。戴安澜师长指挥第二○○
师官兵放火烧森林，阻挡日军的前进，日军的几次进攻均被打退。于是，日
军又增派一个联队的兵力，集中力量从同古旧城西北角进攻第六○○团阵
地，日军企图把远征军守城部队截为南北两断，从旧城进攻色当河畔，从而



占领色当河大桥，完全切断第二○○师东路经毛奇同军部的交通线，并使城
里部队同师部失掉联络。第六○○团官兵奋勇抵抗，仍有一部分日军冲入了
市区，敌我双方在城内展开了拉锯战。这时，日军的炮火和飞机见城内已有
日军战斗，不在对城内进行轰炸，把炮火转向色当河大桥和东岸。炸毁了大
桥，车辆通行受阻。冲入城内的日军在远征军增援部队的帮助下被消灭。

27 日，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又组织力量猛攻同古，第二○○师阵地多处被
突破，但是在第二○○师官兵奋力反攻下，日军伤亡惨重。

28 日，日军第五十六师团附战车一个团由仰光来支援这里，以第一四五
联队增强同古北侧南阳车站的防守，阻击远征军新编第二十二师的增援，其
主力部队配合第五十五师团的主力，从东、南、西三面围攻同古，日军还出
动了 190 多架飞机、100 多辆战车、100 多门大炮配合作战，日军同时施放了
糜烂性毒气，第二○○师官兵中有人中毒，日军借此对同古展开了猛烈的攻
击，第二○○师城西、城南阵地失而复得，师指挥所也多次遭到日军的袭击，
通信一度中断。第二○○师官兵虽然伤亡惨重，但士气旺盛，英勇战斗，一
直坚持到深夜，阵地没有动摇，狡猾的日军看强攻不成，便组织人化装成英
缅军及缅甸人士驱赶着牛车，车里暗藏着枪械弹药，企图混入同古城内，实
行里应外合，被第二○○师官兵识破阴谋，全歼了化装的日军。

在叶达西集中的新编第二十二师主力及炮兵战车各一辆，为了解救第二
○○师，向南猛攻，攻占了南阳车站周围及部分建筑物，摧毁了日军的炮兵
阵地。

至此，第二○○师在同古经过 12 天的孤军苦战，已伤亡 2500 多人，弹
药将尽，给养不济，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第十八师团和两个战车团又到同古
支援，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第二○○师如果继续固守同古，将导致全师覆灭。
因此，杜聿明转达蒋介石的命令：令第二○○师于 29 日拂晓从同古阵地撤
出，向叶达西地区集中。

同古战役，戴安澜指挥第二○○师，孤军作战，同 4倍于己的日军战斗
达 12 天之久，掩护了英军的撤退，歼灭日军 5000 余人，重创日军第五十五
师团。29 日拂晓，第二○○师官兵迅速而秘密地保持着秩序，以团为单位，
各团派人指挥伤病员和炊事班，利用色当河大桥到河东岸的沿河大道，向叶
达西集中，伤病贝过河后由师卫生队收容送后方医治，第一线各步兵营派出
狙击组，袭击各自当面之敌，掩护各团撤退。夜里，全师安全撤出了同古城，
3月 30 日晨，通过了锡唐河大桥后，炸毁大桥。当日中午，日军第五十六师
团占领同古，此时的同古已是一座空城。



三、作战失利 远征军撤退
  

1941 年 4 月 2 日，蒋介石派罗卓英任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5日，蒋
介石带罗卓英到腊戍；6 日又到梅苗，亲自指挥部署，决定平满纳会战，并
增调了第六十六军入缅。由史迪威、罗卓英二人指挥远征军作战。

日军攻陷同古后，以第十八师团和第五十六师团各一部，于 4月初分路
进犯毛奇、雅多，向东路远征军第六军的阵地攻击，第六军第九十三师和暂
编第五十五师竭力抵抗，边战边退，17 日退守南帕。4月 20 日，日军又攻陷
罗衣考，不入，攻陷棠吉。

第二○○师安全撤出，日军第十八师团和第五十五师团遭到沉重打击
后，正被阻于塔瓦堤东西之线，史迪威为了挽回战局，决定在平满纳发动反
攻，由第二○○师和新开到的第九十六师集中于平满纳，由新编第二十二师
在第一线逐次阻击日军并将其吸引到第九十六师阵地前，另由暂编第五十五
师从莫契、雅多、保拉克威胁敌后，第五军全力反攻。

4月 11 日，日军增援部队轮番进攻，飞机、大炮不断地轰炸平满纳，吸
引日军的新编第二十二师应用虚虚实实的埋伏狙击，同时进行游击战。到 16
日晚，第五军安全进入平满纳既设阵地。但是，西路的英军在日军进攻下，
退到平满纳后方约 200 公里的仁安羌，与东路的罗衣考方面的暂编第五十五
师也失去联络，在平满纳会攻日军的计划破产。20 日，平满纳被日军攻陷。
杜聿明主张集中兵力东征棠吉、梅谋，确保腊戍，以防止日军切断远征军的
后路，但史迪威、罗卓英却将远征军分割使用，化整为零。他俩在听到英方
的报告说乔克巴当发现日军时，令第二○○师开到乔克巴当，向日军进攻，
戴安澜带领两个团乘车前往，到乔克巴当没有发现日军，立即转向棠吉前进。

21 日，第五军第二○○师及军直属部队一部，奉命由西路的乔克巴当向
棠吉开进，当先遣骑兵团及第二○○师一部到达距棠吉约 15 公里的黑河时，
与日军遭遇，远征军骑兵团官兵展开对日军猛烈攻击，将日军打退，部队接
近棠吉。24 日拂晓，第二○○师向棠吉日军发动了进攻，以第五九九团、第
六○○团为攻击部队，第五九八团为预备队，第六○○团沿公路向棠吉城攻
击前进，第五九九团从侧面高地包围棠吉的侧背，切断棠吉至罗列姆的公路。
攻击部队在重炮和装甲车炮火的掩护下进展很快，迅速占领了西、南、北三
面高地，第六○○团突入市区与日军激战，日军被打退，棠吉光复。

27 日，罗卓英下达曼德勒会战的命令，但此次战役还没有发动，而腊戍、
西保已被日军攻陷，远征军的后路被日军切断，中国远征军陷入了惨败的境
地。30 日，罗卓英下达了总退却的命令。史迪威、罗卓英丢下部队只身逃往
印度，他们所指挥的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也分别撤出，一部分撤回
国内，一部分撤往印度。

第五军奉命向八莫、密支那撤退，第二○○师放弃了棠吉，向罗列姆前
进。5 月 8 日，八莫、密支那被日军攻陷，第五军向八莫、密支那撤退的计
划破产，杜聿明率领军部、直属队、新编第二十二师（廖耀湘部）向印度前
进，第九十六师（余韶部）自选路线向国内转进，第六十六军第三十八师（孙
立人部）向印度的列多前进，其余两个师由张轸带领向国内撤退。

第二○○师从罗列姆回国，他们向北前进，终日在不见阳光的原始森林
中行军和宿营。不久，第二○○师到达南盘江。这是腊戍通曼德勒到仰光的
一条宽达千尺的大河，河上没有桥梁，各团就地取材，砍伐竹子编成竹排，



在一天之内，第二○○师全部渡河。
5月 18 日，第二○○师在通过细胞到摩谷公路时，与日军第五十六师团

的两个大队遭遇。第二○○师马上以第六○○团为前卫，强行通过公路，日
军发现后立即射击，双方展开激战。战斗进行到夜间，双方的战斗发展成混
战，戴安澜师长在混战中身负重伤，胸部和腹部各中一弹，第五九九团团长
柳树人和第六○○团副团长刘杰阵亡，遗体都没有找到。部队被迫退回到原
来的出发地，戴安澜师长也被抬回师指挥所，师部召开了团、营长会议，决
定另选公路，并由第五九八团担任前卫，戴安澜随第五九九团走。戴安澜留
下遗嘱：如有不测，由师步兵指挥官兼第五九八团团长郑庭笈带领部队回国。

第五九八团挑选了几个勇敢善战的军官为队员组成便衣队，前去侦察过
公路的地点。19 日夜，全师安全地通过这条公路，戴安澜师长显得非常高兴。
但此时，全师的粮食已断绝，官兵们只能在山里找点吃的，缅甸又进入了雨
季，衣服湿了干，干了又被淋湿，戴安澜师长的伤口因为没有药品、药棉可
换，又整天躺在担架上，雨淋日晒，伤口化脓、严重溃烂。5月 26 日，第二
○○师到达茅邦，戴安澜预感到生时有限，他让部属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冠，
扶起他面向北方，嘴里喃喃地说：“反攻、反攻，祖国万岁！⋯⋯”说完，
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壮烈地以身殉国，年仅 38 岁。全师官兵悲恸万分，默
默哀悼他们的师长。第二○○师继续前进。28 日，戴安澜师长的遗体被火化，
其遗骨被带回国。

6 月 17 日，第二○○师到达云南腾冲，戴安澜的遗骨被运到全州安葬，
并在全州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写挽诗一首：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p0 棕熊）威。
浴血东瓜（即同古）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国民政府批准戴安澜由陆军少将晋升为陆军中将，美国政府为了奖励戴

安澜作为盟国友军的一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贡献，给他颁发了
军功勋章和证书。1956 年 9 月，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追认戴安澜为革命
烈士。第二○○师官兵出国时 1万人，只回国 4000 多人。

第五军的第九十六师于 4月 30 日傍晚，通过伊洛瓦底江大桥到达西岸的
斯威堡，沿着公路前进。5 月 1 日上了火车，火车刚开出十几里路，即遭缅
奸破坏路轨而出事，伤亡了 90 多人。9日，接到杜聿明要求抢占孟拱的命令，
第九十六师随即向孟拱市内挺进。此时的孟拱市，老百姓已逃走一空。10 日，
第九十六师主力到达孟拱，杜聿明命令他们向打洛撤退。师部决定留下一部
分人作掩护，其余部队连夜由甘蛮向打洛方向撤退。从甘蛮继续北进，此时
已无公路，部队只好在绵亘起伏的山地和原始森林中前进，不久到了野人山。
野人山横隔在中、印、缅交界处，高山峻岭、湍流绝谷绵亘上千里，原始森
林密布，丛草藤蔓满山遍野，如果没有人开路，简直是寸步难行。但部队必
须爬过这座山，因为山的北麓有一条公路，是密支那通孙布拉蚌市的捷径，
也是远征军回国或去印度的必经之路。

此时的野人山，已被缅甸雨季的大雨，搞得山洪暴发，原来干涸的溪河
也成了激流。对于爬野人山，第九十六师官兵虽知困难很多，但士气仍很旺
盛。上山的第一天，走羊肠小道，部队前进没有什么困难，第二天以后，路
就难走了，部队到了原始森林之中，这里古木参天，不见天日，潮湿的地面



发出一种腐烂的气息，令人窒息，而且路愈走愈难。不但每天阴雨不停，难
以找到干柴做饭，还要随时防止野兽的袭击。蚊叮虫咬，则更使人刺痒难忍，
还有可能得上传染病。不久，中暑、感冒、寒热病等一些传染病在部队中流
行起来，由于缺医少药，官兵开始出现死亡，各团因此减员严重。第九十六
师在野人山上爬行了十几天，终于到了野人山北麓的麦通。

麦通是个小村庄，第九十六师派第二八八团在此地掩护主力向北转进回
国。

第六军的官兵避开日军的快速部队，由缅东的景东退回到滇西思茅、普
洱边区，新编第三十八师（孙立人部）和新编第二十二师（廖耀湘部）和英
缅军一起退到印度境内；第六十六军沿滇缅公路退到滇西。至此，中国远征
军由出征时的 10 万之众，最后只剩下4万人左右，其中在撤退过程中的非战
斗减员占了相当一部分。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赴缅作战，协助英军抵抗日军，因为多头指挥，计划
不周，使远征军的对日作战始终处于被动局面，虽然广大官兵浴血奋战，给
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终以失败告终。



四、印度整训 准备反攻
  

1942 年 4 月，中国远征军与英国军队组成的同盟军，在缅甸战场上失利。
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惊惶失措，脱离部队，追随史迪威逃往印度。
杜聿明率领第五军直属部队、新编第二十二师，由缅甸的打洛、新平洋，经
过野人山向印度的列多撤退，于 8月初到达印度边境的迪不鲁加尔。杜聿明
到印度不久，即被蒋介石电召回国。

新编第三十八师向缅印边境撤退，当部队撤入印度边境时，英国派驻新
编第三十八师的联络官，急忙离开部队到英帕尔，向英军机关报告新编第三
十八师的行踪。英军对中国军队行动速度如此之快感到吃惊，他们一面指定
营地令新编第三十八师驻扎待命，一面向印度总督报告。印度总督深恐中国
军队入境会参与由甘地领导的印度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慑于中国军队勇猛
善战、不易控制，即要求新编第三十八师就地向印度缴械。经过一番讨价还
价，国民政府电令赴印中国军队官兵，严禁干预和参与印度境内的一切政治
活动，严禁中国军队官兵和印度人民接触和往来。英方才让新编第三十八师
移驻印度的东北角铁路终点站——列多，这里是印缅边境的偏辟地区，人烟
稀少。

不久，新编第三十八师又从列多一带移驻兰姆伽。兰姆伽位于印度中部
的比哈尔邦，是兰溪县的一个小镇，这里原来是英军的一个营区，建有 20
几座大营房，营房的周围是起伏不大的丘陵，土地多是沙砾，不宜种植农作
物，所以，这里人烟稀少，适合于野战演习和实弹射击。营房内部设有 3万
多个床位，还有其它一些附属设施。新编第三十八师的到来，使这里成为中
国远征军的训练基地。接着，中国远征军长官部和新编第二十二师也移驻到
这里，其它撤退到印度的中国远征军人员也陆续向这里集结。国民政府军事
委员会原想把中国远征军到印部队的新编第三十八师和新编第二十二师编为
炮兵部队，在接受美国装备训练后空运回国。但史迪威主张保留这两个师经
美国训练后，由印度反攻缅甸，打通中印公路。史迪威同时向蒋介石建议，
中国军队营长以上的军官均由美国人担任，并且从美国调来了 300 多名军
官。史迪威的这一作法，立即遭到全体中国军官的反对，蒋介石也不同意史
迪威的意见，但为了缓和矛盾，蒋介石下令撤销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
部，同时成立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任命史迪威为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
挥，并设立副总指挥部，撤到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改称中国驻印军。不久，史
迪威以种种借口让蒋介石把罗卓英调回国，并撤销了副总指挥部。

史迪威被任命为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后，开始制定装备中国驻印军的详细
计划。他从美国调来一些负责训练的美军军官，设立了庞大的后勤供给部，
成立第二十六航空队，调来了机械化的筑路部队和铺设油管的工程兵部队。
史迪威是个中国通，会讲汉语，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和部队见面并举行
就职演讲。他说：“我奉蒋委员长的命令，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你们必须
绝对服从我的命令，听从我的指挥。你们不要害怕日本人的飞机、大炮和机
关枪，我保证美国会有更多的飞机、大炮和机关枪来装备你们。”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把中国驻印军改编成一个军，由郑洞国任军
长。1943 年春天，郑洞国率领军部人员赴印度，成立了新编第一军。史迪威
主张要中国兵不要中国官，尤其不要中国的高级军官，所以他对成立新编第
一军有抵触情绪，但不好反对，只有用缩小军部的编制来削弱军长的权力。



军部不设直属队，只有三四十人，部队的指挥、训练、人事、卫生等部门的
权力，都集中到总指挥部。新编第一军最初只辖新编第三十八师、新编第二
十二师。新编第三十八师从缅甸撤退时，部队损失较小，编制齐全；新编第
二十二师损失很大，包括第五军直属部队在内，残存人员仅有 3000 多人，而
且疲劳过甚，亟待休息。所以，装备训练先由新编第三十八师开始。

新编第一军最初每个师有 3 个团、炮兵 1 个营、工兵 1 个营、通讯兵 1
个营、辎重兵 1个营、卫生队 1部和 1个特务连；每个团各有步兵 3个营、
迫击炮和平射炮各 1个连、1个通讯连、1个卫生队、1个特务排，全团约有
3000 人。总指挥部的直属部队有炮兵 3 个团，每个团配有重炮 36 门；汽车
兵团，有载重汽车 400 多辆；工兵 2个团，化学兵 2个团，每个团有重迫击
炮 40 门；骡马辎重兵 1个团；1个特务营；1个通讯兵营；1个战车训练处。
驻印各部队的补充兵员由国内航空运去，士兵的体质都很好。1944 年初，国
民政府又由国内空运新编第三十师到兰姆伽接受装备和训练，归入新编第一
军的建制。不久，蒋介石为了取得更多的美械装备，又准备空运第五十四军
到印度，但史迪威只愿意接受 2个师，不愿接受军部。所以，第五十四军的
第十四师及第五十师被空运到列多接受装备，在缅甸战役中与新编第一军合
并，扩编为两个军，即新编第一军（军长孙立人），辖新编第三十八师（师
长李鸿）、新编第三十师（师长唐守治）；新编第六军（军长廖耀湘），辖
第十四师（师长龙天武）、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李涛）、第五十师（师长
潘裕昆）。

中国驻印军官兵在得到人员和武器装备的补充后，展开了练兵热潮，他
们都希望尽快地反攻，好回到自己的祖国。



五、重建中国远征军
  

1942 年 4 月 29 日，中国远征军的后方主要基地腊戍被日军第五十六师
团占领后，日军又迅速地组成了 1个以装甲车为先导，并用 100 多辆汽车载
运步兵的快速部队，沿滇缅公路挺进。原来在滇缅公路上的部队，在日军的
虚张声势的威胁下，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狼狈溃逃。于是滇缅公路上，人
车拥挤，前进困难。原来贮放在畹町、遮放、芒市、龙陵等地仓库的大批物
资来不及运走，而放火烧毁。日军如入无人之境。5 月 3 日，滇缅边境的要
地畹町即告失守，遮放、芒市、龙陵也相继陷落。5 日，日军的先头部队进
抵怒江的惠通桥，还有一部分日军强渡过了怒江，整个滇西的局势处于极端
危险的状态。

原驻守四川西昌一带的第七十一军第三十六师已于 4月下旬奉命徒步出
川，开往滇西的祥云附近集结。腊戍、畹町失守后，日军乘胜沿滇缅路东进，
已到达祥云的第三十六师立即征调车辆，沿滇缅公路西进阻击日军，第三十
六师第一○六团首先出发。于 5月 5日与日军在惠通桥东岸高地遭遇并展开
了激烈的战斗。日军占领了惠通桥西岸的高地松山，在公路的拐弯处架起了
重炮。8 日，第三十六师决定把全师所有的高炮集中起来射击，并将一些重
机枪的火力做了重新部署。在炮火的掩护下，第三十六师官兵对日军展开了
猛烈的攻击并和日军展开了白刃战。最后除有几十名日军泅水逃回西岸外，
东岸的日军全部被肃清，打击了日军继续东进的企图，敌我双方在怒江形成
一个对峙的形势。

5月 13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第十一集团军反攻在 3日前被日军占
领的腾冲，并派一部分兵力向腾冲西南地区的莲山、盈江、梁河等地带前进；
另派一个加强连向密支那、八莫地区挺进，迎接第五军的部队回国；还派出
人员在下关、永平、保山一带收容赴缅各部队陆续回国的人员，到 6月底，
共收容了 5000 多人。

第十一集团军由第七十一军（辖第三十六师、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
和第六十六军（辖新编第二十八师、新编第二十九师、新编第三十八师）两
个军组成。第六十六军第一次赴缅作战失利后，一部分兵力退入印度，一部
分兵力回国。根据这种情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第六十六军及新编第二
十九师番号取消，以收容的 5000 余人编入新编第二十八师，该师纳入第七十
一军建制，将第七十一军第三十六师改为独立师，由集团军直接指挥。第六
军（辖第四十九师、第九十三师，暂编第五十五师）在缅甸被日军击破后，
由缅甸的景东退到云南的思茅、普洱一带，约有 6000 人，这 6000 人编入第
九十三师，调往车里、佛海一带整训，取消暂编第五十五师番号。委任第十
一集团军副总司令黄杰兼第六军（辖预备第二师、新编第三十九师）军长，
第六军的直属部队及新编第三十九师开到滇西。不久，第五十四军（军长方
天，辖第十四师、第五十师、第一九八师）由昆明开到祥云、弥渡一带归第
十一集团军指挥。这期间，各师的兵员都得到了相应的补充，第十一集团军
派出一部分兵力守备怒江各要点，一部分兵力在怒江西岸打游击。大部分部
队分驻到保山、永平、大理、弥渡、祥云一带整训。为了使官兵能耐艰苦，
射击准确，善于攻坚，能打运动战，第十一集团军掀起了一个练兵运动，除
了基本训练外，他们还经常举行班、排、连、营的对抗演习，进行攻击堡垒、
爬山、夜间演习等活动，为以后反攻打基础。



1943 年 4 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成立“远征军司令部”，调第六
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为远征军司令长官。随后，陈诚带来了
一大批人员到云南楚雄，设立了“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1943 年冬，陈
诚病重，由卫立煌来接替陈诚的职务。远征军辖宋希濂的第十一集团军和霍
揆彰的第二十集团军，计有第二军、第六军、第八军、第五十三军、第五十
四军、第七十一军和一些直属师。

蒋介石通过史迪威和美国政府协商决定，由美国给中国装备 12 个军（三
十六个师）的美械装备，每个军成立 1 个榴弹炮营，每营配备 12 门 10·5
公分的榴弹炮；每个师成立 1个山炮营，每营配备 12 门 7.5 公分的山炮；每
个步兵团成立 1 个战车防御炮连，配备 4 门战车防御炮；每个步兵营成立 1
个迫击炮排，配备 2门迫击炮；每个步兵营成立 1个火箭排，配备两具“伯
楚克”式火箭，每个步兵营的重机枪连配备 6 挺重机枪；每个步兵连配备 9
挺轻机枪、18 挺“汤姆森”式手提机枪、6门“六○”迫击炮及 1个火焰发
射器；每个军部和师部都配备 1所设备完善的野战医院。自军、师到营、连
都配有完整的通讯设备，包括有线电话和无线电报话两用机。

有了美械装备，就得请美国人进行培训，1943 年 5 月，蒋介石下令在昆
明设立了“军事委员会驻滇干部训练团”，并自任团长，龙云、陈诚任副团
长。干部训练团的地址设在昆明的北较场营房。它先后举办过步兵训练班、
炮兵训练班、工兵训练班、通讯训练班、战术（参谋）训练班。来训练班学
习的人员是部队的营、连、排级军官，训练班一般是学习 6个星期，教官都
是美国人。

当时的滇西，大军云集，除了已集结于前线和二线的第二军、第五军、
第六军、第八军、第五十三军、第五十四军、第七十一军等七个军以外，还
有直属长官部的两个重炮团，许多汽车兵团、运输兵团及补充兵团，还有一
些美军。滇缅路上，满载着军用物资的汽车，源源不断地开往前线。



六、制定反攻缅甸计划
  

日军侵占缅甸全境及滇缅边境的一部分，中印公路也被切断。为了尽快
打通中印公路，1942 年 5 月 25 日，史迪威就初步制定了收复缅甸的具体计
划，其中要求美国政府派 1至 3个师参加作战，他认为中国在战略上具有决
定性的重要意义，美国不向这一地区派军队是错误的。6月，史迪威到重庆，
多次面见蒋介石，汇报在印度训练 10 万中国军队和在云南装备训练 12 个中
国军与收复缅甸的计划。

1942 年 7 月 18 日，史迪威送给蒋介石一份备忘录，正式提出“反攻缅
甸计划”，其要点是：英军 3个师、美军 1个师、中国队 2个师由印度阿萨
姆渡亲敦江入缅，向瑞波、曼德勒出击；中国12 个师由滇西出击腊戍后与由
印入缅的中、美英联军会师，挥师南下仰光；陆上部队开始进攻后，英国海
军进攻安达曼群岛并在仰光登陆。

蒋介石接此备忘录后批交参谋总长何应钦及军令部核议，不久，军令部
提出“中、美、英联合反攻缅甸方案大纲”，大纲指出反攻缅甸的理由有 4
个：其一，收复缅甸可以建立反攻日本的基地，使盟国今后作战更加容易。
其二，可以巩固印度，彻底击破轴心国（德、意、日）会师远东的企图。其
三，打通中印公路，使美国援华物资大量输入及完成中国总反攻的准备。其
四，牵制日本陆海空军，使之不能再开辟新的战场。因此，为了反攻缅甸，
中国陆军以 15 至 20 个精锐师，准备以主力由滇西、一部由滇南攻击日军，
英美陆军以 5至 7个师的兵力及一部降落伞部队，与中国驻印军联合，准备
以主力由印度陆地正面、一部由仰光登陆攻击日军；英美联合海军以主力舰
3至 4艘、航空母舰 6至 8 艘为基干，再加潜水艇，控制孟加拉湾，掩护陆
军在仰光登陆，英美还要准备空军等措施。

7月 29 日，史迪威进一步提出“太平洋前线计划”，这个计划要求在云
南完成 30 个师的装备训练后，于 1942 年 11 月 15 日至次年 4月间发动进攻，
由英军 3个师、美军 1个师、中国军队 2个师从印度的曼尼坡出发，分别经
过卡里瓦、达木、霍马林进攻曼德勒；同时由滇西出动 12 个师进攻腊戍、八
莫，与由印入缅的中、美、英联军会师曼德勒。然后成扇形展开南取缅甸南
部，当英军空降及两栖部队夺取仰光后，再集结以上各军向东夺取泰国和越
南，到达沿海；与此同时，滇越边境的 9个师进占河内，尔后再夺取香港、
广州、海南岛；另由美军分两路向新几内亚、帝汶、新不列颠岛以及西南太
平洋其他岛屿进攻，阻断日军的增援，摧毁台湾、菲律宾的日本海空军基地。
8 月 4 日，史迪威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前往印度，考察印度的兰姆伽中
国驻印军训练中心并与英方代表韦维尔商讨进攻缅甸计划。

10 目 15 日，史迪威在印度与韦维尔进行了 3 天的会谈，韦维尔最初坚
持旨在保印、而不愿打通中印公路的方针，英军只愿向阿哈布进攻，后又同
意进攻缅北。

11 月 3 日，史迪威到重庆向蒋介石汇报与英方商谈的结果，决定把反攻
的计划暂定为 1943 年 3 月 1 日前后。英军 1 个师、印缅军 6 个师，其中 3
个师自英帕尔经卡里瓦渡亲敦江夺取杰沙、瑞渡一线，另 1个师占领阿哈布
后东进，留下 3个师作为机动；中国方面派出若干个师，自滇西进击腊戍，
夺取八莫和曼德勒，以一部兵力占领旁克吐、南曲依，并在 2月 25 日前完成
出击准备；中国驻印军以列多为基地，经胡康河谷到孟拱、密支那与英军会



师杰沙。
11 月 10 日，蒋介石令军令部次长林蔚、刘斐及第一厅厅长张秉均同史

迪威就反攻缅甸计划进行谈话，主要内容是对泰、越、马、缅方面日军陆海
空力量的估计，以及中、美、英联军反攻的目标，双方一致同意对泰、越取
守势，对缅甸取攻势。

11 月 28 日，国民政府军令部颁发了“部署联合英、美反攻缅甸作战计
划”的训令，训令决定在滇西方面以 3个军及 1个师沿滇缅公路及其以北地
区攻夺腾冲、龙陵后，以一部分兵力向密支那、八莫，主力向畹町、腊戍方
向攻击前进；以 1 个军沿滇缅铁路便道协同主力向腊戍方向攻击前进；以 1
个军沿车里、佛海大道及双江、猛脑道协同主力向雷列姆、景东前进，威胁
日军的侧背。

1943 年 1 月 14 日至 23 日，英、美首脑丘吉尔、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举
行会谈。这次会谈是在德国元帅隆美尔统率德军在非洲大败、盟军在突尼斯
登陆在即、攻夺西西里势在必行、苏联红军在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对德军
的反攻取得重大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转折点的基础上召开的。由于
战胜德、意已大有希望，英、美双方遂将在东亚对日军作战列入议事日程，
反攻缅甸是对日作战的主题，会议形成了收复全缅甸的“安纳吉姆”作战计
划。会后，美国空军总司令安诺德上将、英国迪尔元帅、美国空军补给司令
朔莫维尔中将奉命飞往重庆，向蒋介石通报“安纳吉姆”计划，2 月 6 日，
蒋介石批准了这个计划。

2 月 9 日，宋子文、何应钦、安诺德、史迪威、朔莫维尔、韦维尔、迪
尔等在加尔各答集会，商讨实施“安纳吉姆”计划的具体实施步骤。决定由
中国驻印军经胡康河谷夺取孟拱、密支那、八莫；中国滇西 11 个师强渡怒江，
分取龙陵、腾冲后攻夺腊戍、八莫、密支那，与驻印军会师；英军 3个师攻
缅北，主力攻若开，并在仰光登陆，然后会师曼德勒。后来因英军主力在若
开惨败，使“安纳吉姆”计划不能顺利实行。

5月，罗斯福、丘吉尔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讨论欧亚战略问题，韦维尔、
史迪威、陈纳德、宋子文参加，会议继续讨论“安纳吉姆”实施计划，中国
代表坚持实行以收复全缅甸为目标的“安纳吉姆”计划，英国则主张采用“绕
过缅甸，进攻苏门答腊，最终收复新加坡”的长炮计划，遭到了马歇尔、史
迪威等人的反对，在罗斯福的建议下，缩小了“安纳吉姆”计划的作战目标
和范围，大大削减了英军在反攻缅甸战役中应承担的义务，使反攻缅甸的作
战任务主要由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承担，英军只担任助攻。作战目标主要是
收复缅北和打通由列多经胡康河谷、密支那、八莫连接滇缅路的中印公路。

8 月，美英首脑在魁北克举行会议，再次商讨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经
过协商决定：于 1944 年 2 月为反攻缅甸日期，以夺取密支那、兰里岛等地为
目标。会后成立了东南亚盟军统帅部，由蒙巴顿和史迪威担任正、副统帅。

10 月 2 日，蒙巴顿等人到重庆向蒋介石通报会议决议案。19 日，蒋介石、
何应钦、商震、蒙巴顿、史迪威等人在黄山开会决定：1944 年 1 月 15 日开
始反攻。



七、中国驻印军反攻缅甸
  

当盟军积极准备收复缅甸之际，日军也不断地向缅甸增兵，以加强缅甸
的防务，并寻机进攻印度，摧毁中印空运基地和反攻缅甸的作战基地。

1943 年 3 月 27 日，日军设立缅甸方面军，由河边正三任司令官，接着
将第十五师团、第三十一师团、第二师团、第五十四师团、第四十九师团、
第五十三师团和独立第二十四旅团相继调到缅甸，使缅甸的日军猛增到约 11
个师团近 30 万人。日军在缅甸的部署为：第十五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中将率第
十五师团、第三十一师团、第三十三师团及“印度国民第一师”位于曼德勒
西北地区，实行对印度英帕尔的进攻；第二十八军司令官樱井省三率第二师
团、第五十四师团、第五十五师团，位于缅甸西南及沿海地区，实行对阿恰
布的进攻；第三十三军司令官本多政村率第十八师团、第五十六师团、第五
十三师团、第四十九师团、独立第二十四旅团。其中第十八师团部署在密支
那、孟拱、孟关地区，专门对抗中国驻印军，第五十六师团部署在滇西怒江
西岸，专门对抗中国远征军，其它师团、旅团分别担任阻击中国驻印军于缅
北，阻击中国远征军于滇西的持久作战任务。

就在中、美、英首脑机关制定反攻计划的同时，中国驻印军就为打通中
印公路作出了诸多的尝试。

1942 年冬，新编第三十八师曾派遣一个先头团配属一个炮兵营进入列
多，并以 1个加强连的兵力深入缅甸。不久，日军开始进行试探性的进攻，
以 1个营的兵力包围了这个连达 40 天之久，双方经过几次交战，日军伤亡惨
重，知难而退。这个先遣连为以后的部队反攻取得了进行丛林战斗的一些经
验。

当时在原始森林中作战是一种特殊的战斗，看不到人烟，在茫茫林海中
前进，全靠每人一把砍刀开路。树高林密见不到太阳，就要靠特别的指北针
修正方向，一天也走不了几里路。日军的防御阵地，都设在要路两侧的密林
中，形状为圆圈形，里面挖了四通八达的交通壕，还在大树上用沙包筑成一
些小碉堡。面对日军的这种阵地，驻印军只有先用各种大炮进行全方位的轰
击，把日军阵地的森林炸得枝叶尽秃，只剩下一根根枯焦的木桩后，日军的
阵地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在炮击的同时，步兵挖掘沟壕前进，围绕日军阵地
构筑包围工事，然后用迫击炮、火箭筒、火焰喷射器、机枪、手榴弹一齐向
日军阵地射击，这样，才能彻底消灭日军。

新编第三十八师陆续进入野人山区的第一一四团和第一一二团，掩护
中、美工兵修筑中印公路。1943 年 10 月，驻野人山的第一一二团，由防守
转为进攻。根据盟军总司令部的命令，为了在缅北前线建立空军补给基地，
第一一二团从塔家普出发，向新平洋推进，掩护工兵部队修建飞机场，作为
反攻基地。为了确保新平洋基地的安全，部队必须向东南推进到大龙河和更
的温江的右岸一线，建立沿河据点。

第一一二团进驻新平洋后，只留下一个连担任警戒，团主力向临干萨坎
以东以南的于旁、加滚、卡道和大龙河与塔卡内河的交汇点前进。当部队进
入于旁附近 600 米的高地时，发现高地前面有一块东西长 600 多米、宽约 100
多米的林空，部队停了下来，并派出尖兵连搜索前进，当尖兵连越过林空进
入森林之后，进入了日军的一个加强排的埋伏圈，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经过 1个小时的战斗，日军全部被歼灭，而尖兵连除有几个重伤兵幸存下来



外，也全部牺牲。
日军的主阵地在于旁林空以北森林中的东西两侧，约有 2个连的兵力，

他们的炮兵阵地摆在大龙河的南岸。于旁位于大龙河的右岸，是孟拱到新平
洋的必经渡口，是敌我双方必争之地。

一天傍晚，日军 1个营的兵力，突然包围了于旁后面的驻印军阵地。这
是第一一二团指挥所，但只有一个特务排的兵力担任警戒。在日军的猛烈攻
击下，于旁高地阵地被突破，第一一二团的李克己营的第二连、迫击炮连的
1个排被困在长约 200 米、宽约 10O 米的范围内，粮食、弹药、饮水都成了
问题，官兵们就想方设法就地找水，战斗中千方百计地节约弹药，打退了日
军一次次的进攻，坚守阵地 50 多天，为部队的反攻赢得了时间。

12 月，孙立人率第一一四团增援于旁，第一一四团彭克立营第三连担任
占领于旁高地的攻击任务，在空军的支援下，飞机连续几次向日军阵地投弹
后，各种火力的炮火集中轰击高地的日军阵地，日军的火力点和掩体被驻印
军的炮火摧毁，经过 4个多小时的激战，占领高地的日军被歼灭。第一一二
团李克己营第二连，奉命攻击日军最后的主阵地，他们也采用集中火力摧毁
日军火力点的办法，歼灭了主阵地之敌，取得于旁大捷。

1944 年 1 月，新平洋飞机场修好了，中印公路通车至新平洋。新编第三
十八师全部及新编第二十二师第六十五团到达这里，史迪威的总指挥部和前
方基地也推进至此。史迪威、孙立人到于旁阵地向官兵们祝捷并颁勋授奖。
然后命令新编第三十八师左进攻打太白家，第六十五团右进进攻打洛。新编
第二十二师第六十五团沿大奈河南岸利用森林作掩护，开路前进，出其不意
地迂回到百贼河的日军后背，将日军包围，经过激烈的战斗，于 1月 25 日，
全歼日军冈田大队 700 余人。日军大队长冈田中佐跳河自杀，第六十五团乘
胜进攻打洛；2 月 1 日，新编第三十八师占领太白家。至此，驻印军全部肃
清了大龙河及大奈河沿岸的日军。

1月至 2月上旬，新编第三十八师的 3个步兵团、2个山炮营、1个重炮
营和其他师直属部队，全部投入战斗，攻打下一个目标——胡康河谷的军事
重镇孟关。孟关距于旁约 50 公里，是缅北的军事重镇，地处胡康河谷要冲。
日军第十八师团集结了 7个步兵营、2个山炮营、1个重炮营、1个战防营于
孟关地区，在孟关及其外围据点构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企图据险固守，阻
止驻印军的进攻，以掩护日军第十五师团即将对英帕尔的进攻。破坏驻印军
反攻缅甸、打通中印公路的计划。

史迪威决心乘驻印军攻打打洛、太白家胜利后的斗志，不待英军从英帕
尔发动进攻，也不等远征军横渡怒江而进，立即挥师南下。令新编第二十二
师主力由康道渡过大奈河，直趋孟关；新编第三十八师自左翼迂回切断日军
后方交通，对孟关的日军形成夹击之势。

廖耀湘遂命第六十五团第一营自打洛出发，经大树班向伦京迂回，团主
力自西南方向侧击腰班卡，他亲率新编第二十二师主力横渡大奈河。2月 23
日，新编第二十二师攻占了腰班卡和拉征卡等日军据点，摧毁了日军的左翼
防线后，乘胜直趋孟关，3月 5日，新编第二十二师攻占了孟关。

与此同时，孙立人率新编第三十八师主力于 2月 9日从太白家出发，向
东作大规模的深入迂回，该师第一一四团和第一一三团担任主攻任务，第一
一二团为师的预备队，在炮火的支援下，第一一四团和第一一三团全体官兵，
从南、北两个方向向日军中心阵地夹击，日军的外围据点一个一个地被摧毁、



占领，进入瓦鲁班以南地区。两个师完成了对日军第十八师团的包围态势，
随即兵分两路，一路穿过密林绕到瓦鲁班南面，切断日军的后方交通，一路
自东南围攻瓦鲁班。3 月 9 日，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首先攻占了瓦鲁
班，与新编第二十二师会师。新编第二十二师乘胜前进，9 日，一举攻占了
高沙坎，胡康河谷的日军全部被肃清。此次战役歼灭日军 1500 多人，还缴获
了大批武器、弹药、车辆等物品。驻印军进入孟拱河谷。

日军第十八师团集结其第五十六联队及第五十六师的第一四六联队退守
胡康、孟拱河谷的分水岭——坚布山。日军携带着 30 多门大炮，在坚布山隘
构筑工事，企图固守。坚布山北起丁高沙坎，南至沙杜渣，全长 50 余里，两
边都是崇山峻岭、高树密林，只有一条狭窄的路由深谷中经过，沿途山上都
有日军据守。新编第二十二师、新编第三十八师辟道前进，对坚布山的日军
南北夹攻。19 日，攻克了这个天险，驻印军继续南进，相继占领了高鲁阳、
沙杜渣，从而驻印军占据了缅北天险，孟拱河谷大门被打开。

孟拱河谷是沿孟拱河两岸谷地的总称，它纵长 70 余里，东西约长 7里，
河谷两边都是 1000 英尺以上的峭壁。孟拱城位于水陆交通中心，有孟拱河、
南英河作天然屏障，与密支那、卡盟互成犄角，是军事重地。这里每逢雨季，
山地泥深过膝，平地顿成一片汪洋，水流汹涌，因此易守难攻。日军以第十
八师团第一一四联队主力和新增援的第五十六师团第一四六联队全部布置在
孟拱河谷，企图凭借山川有利地形，逐次抵抗驻印军前进。

中国驻印军决定在雨季到来之前迅速歼灭这股日军。以新编第二十二师
附战车营沿公路突破日军的纵深地带，夺取甘马因；以新编第三十八师由东
面向日军后方迂回，进行夹击，夺取孟拱。新编第二十二师在战车、空军的
帮助下，迅速击破了瓦康、瓦拉渣、马拉高各地的日军。5 月 1 日，该师进
至英高塘东西之线与日军对峙；新编第三十八师先后攻占了高利、马兰，5
月初占领曼平后，以第一一二团从山林中开道前进，绕过瓦兰。26 日，该团
秘密迂回到甘马因南面的西通，并向守在这里的日军进攻，一举歼灭日军 900
多人，切断了甘马因至孟拱的交通。

新编第二十二师附第五十师第一四九团和战车营，从 6月 1日将日军第
十八师团、第五十六师团第一四六联队 8000 多人，包围在索卡道地区。经过
9昼夜的激战，歼灭日军 6000 多人，日军残部泅水南逃。16 日，攻占了甘马
因，与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会师后，又攻占了沙貌，切断了盘踞在孟
拱的日军后方联络线。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四团于 6月初由曼平南下，于
6月中旬攻占了孟拱以东 12 里处的巴陵杜，切断了孟拱到密支那间的公路和
铁路交通，与占领西通的第一一二团及由甘马因进攻孟拱的第一一三团相配
合，对据守孟拱的日军第五十三师，第二师团各一部及炮兵第五十三联队约
7000 多人，构成三面合围之势。经过 3天的激战，日军渐感支持不住，残部
泅水脱逃。25 日，全歼日军，攻克孟拱。至此，除了密支那以外，缅北的日
军大部分被歼灭。

密支那是缅北的行政中心和缅北铁路的终点，城西和城北都有飞机场，
公路四通八达，伺中国滇西重镇腾冲只有一山之隔。密支那北与葡萄、孙布
拉蚌，东与瓦霜、洪劳，南与八莫，南坎，西与孟拱、英多，都有公路相通，
密支那是一座水、陆、空俱备的交通枢纽城市。密支那周围多山，中间是一
个小平原，地形稍有起伏，遍地都是幼年林和耕地，缺少隐蔽。为了夺取密
支那，1944 年 4 月 21 日，中美编组了 3支混合突击队，分别是：H支队由美



军亨利上校指挥第五十师第一五○团、美军第五三○七团第一营、兽力辎重
团第三连、山炮一连；K 支队由美军金尼逊上校指挥新编第三十师第八十八
团、美军第五三○七团第三营；M 支队由美军麦吉上校指挥美军第五三○七
团第二营、克钦突击队。各队分别于 4月 28 日至 30 日由孟关南下，经悬崖
峭壁，入丛林密集的库芒山区开路前进，深入日军的后方。5月 16 日，H支
队的美军一营到达密支那西郊巴马提，控制了伊洛瓦底江渡口，第一五○团
同时到达密支那西机场以南的南圭河并切断密支那至孟拱公路。17 日晨，第
一五○团向密支那西机场发动攻击，守卫机场四周的 100 余名日军从睡梦中
惊醒，仓惶抵抗后向市区溃退，第一五○团乘胜向市区进攻。20 日，攻入市
内火车站，但遭到日军顽强抵抗，在通讯联络中断的情况下，第一五○团因
伤亡惨重，补给不上，又无炮火和空军支援，日军乘机反攻。经过几次拉锯
战，车站又被日军夺去，第一五○团退守西机场。

此时，M支队已占领密支那北郊的锡塔普尔、K支队占领密支那东北的遮
巴德，第八十九团也全部到达、中美混合突击队的力量占优势。但由于美军
指挥上的失误，多次对密支那进攻，都进展不大，各线支队因气候恶劣，地
形不利，奉命在现驻地构筑工事、搜索敌情。

6月 15 日，各支队采取坑道战术，利用强攻和坑道并用的战法，才有所
进展。7 月，中美联军加强了空中支援，密切步、炮兵的协同，对要攻取的
目标，先由空军进行“地毯”式轰炸，再由炮兵施以密集的火力射击，彻底
摧毁日军的防御工事后，步兵再突入日军阵地，肃清残敌，密支那城就这样
一块一块地被攻占。7月 31 日，密支那市区大部分被中美联军占领。

8月 2日，日军残部在密支那城北负隅顽抗，第五十师派出轻装敢死队，
分组潜入日军阵地的后方，将日军的通讯设备完全切断，3 日拂晓，各部队
向残存的日军发动了总攻击。日军残部过江逃窜，没能逃走的日军，大部分
用手榴弹自杀。5日，所有残敌被肃清，中美联军占领密支那。



八、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
  

中国远征军重新组建后，立即着手准备滇缅战役，这时的中国远征军都
换上了新式武器装备。1944 年 4 月，滇缅战役的各项工作准备就绪，远征军
司令部也由楚雄推进到永平、保山间的一个村镇里。远征军为策应驻印军攻
击密支那，打通中印公路，以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为攻击集团，
第二十集团军由第五十三军（辖第一一六师、第一三○师）、第五十四军（辖
第三十六师、第一九八师）及第六军的预备第二师组成，由栗柴坝、双缸桥
间渡河，以腾冲为攻击目标，以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为防守集团，
第十一集团军由第七十一军（辖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新编第二十八师）、
第二军（辖第九师、第七十六师、新编第三十三师）、第六军（缺预备第二
师，该师由第二十集团军管辖，辖新编第三十九师）组成，负责防守怒江的
东岸；又以新编第三十九师、第七十六师、第八十八师各派一个加强团渡江
攻击，以策应第二十集团军的攻击。

腾冲是滇西的战略重镇，也是对外开放的商埠。日军占领腾冲后，在这
里设立了滇缅战区总司令部，驻有步兵第十五军的一个精锐师团，日军在这
里进可以越过怒江窜扰昆明，退可以直达缅北中心密支那。

预备第二师（辖步兵第四团、第五团、第六团、直属队）担任此次战役
的先遣任务。该师原属第十一集团军第六军建制，1943 年秋，预备第二师曾
在腾北一带打游击，主要任务是侦察敌情、地形并负责掩护远征军失败后撤
退回国的伤残人员的安全，第二○○师戴安澜师长的遗骨就是这时被运回国
内的。不久，预备第二师改属第二十集团军，驻扎在保山及怒江东岸的漕涧
一带。预备第二师的任务是强渡怒江，占领渡口阵地，然后越高黎贡山，占
领腾北桥头，以便集团军主力包围并歼灭腾冲守敌。

怒江源于青藏高原，在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间构成怒江峡谷，谷深流急，
水势汹涌。该师把渡江地点选在漕涧的西边，这里是保山经高黎贡山至古永
或腾冲的石板骡马大道的中间渡口，江面宽约 300—400 米，水深约 20 米。
当时日军在渡口两岸和高黎贡山隘口都布署了兵力。好在远征军各部队都进
行了渡江训练，美国给远征军配备了渡河器材——一种前尖后方的帆布船，
这种帆布船由十几个尼龙汽囊组成，能载一个班的武装士兵。渡江准备工作
很充分。

怒江东岸远征军的炮兵群及所有的重武器一齐开火了，预备第二师的先
头营在炮火掩护下，分乘数十艘帆布船向西岸进发。西岸的日军被远征军的
炮火打得抬不起头，无法阻挡先头营的渡江进攻，该营顺利地攻占了日军的
渡口阵地。日军向高黎贡山隘口撤退，继续顽抗。预备第二师第六团翻越深
山老林，绕过隘口，抄袭日军的后路，迅速地占领了桥头与腾冲之间的阵地，
切断了桥头与腾冲之间的联系。

第二十集团军的右翼第五十四军第一九八师于 5月 12 日由栗柴坝渡河，
其第五九三团于 16 日迂回攻占桥头、马面关，第一九八师主力围攻北斋公
房；左翼第五十四军的第三十六师在双虹桥附近渡河成功。经过激烈的战斗，
伤亡甚多。后来第五十三军渡河增援，14 日攻占大塘子，乘胜追击，越过了
高黎贡山，进抵瓦甸江、江苴街以东一线。

渡江攻击各部队奏效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鉴于此时中国驻印军一部
已开始攻击密支那，判断日军很难在短期内调动大量部队增援滇西，遂下令



远征军迅速攻占腾冲、龙陵，与驻印军会师缅北。根据这种情况，远征军司
令部随即变更部署，以第二十集团与配属预备第二师为右集团军，攻击腾冲，
以第十一集团军为左集团军，攻击龙陵、芒市。

第二十集团军（右集团军）在 6月初以预备第二师渡河接替第一九八师
桥头、马面关防务，等第一九八师以全力攻克北斋公房及大塘子后，第三十
六师即准备进攻瓦甸。6 月 9 日，日军反扑，很快突破了远征军桥头、马面
关阵地，并与困守北斋公房的日军取得联系。第三十六师以一部兵力监视瓦
甸日军，师主力北援桥头。第一九八师、预备第二师、第三十六师合力于 6
月 14 日攻取了北斋公房。16 日，再克桥头、马面关，日军残部向明光、瓦
甸逃窜。预备第二师继续攻占明光、固东街，于 6月底进抵腾冲城郊的西北
地区。第三十六师于 6月 20 日攻克瓦甸，进抵腾冲城郊东南地区。第五十三
军也于 6月 20 日攻占江苴街，进抵腾冲附近。

腾冲是个 1公里见方的城池，城墙用大青石条垒砌而成，十分坚固，城
东、城北两面是小河、农田，不易接近，南面是居民区，西面是山区，其中
来凤山就是腾冲的屏障。来凤山是笔架形的五峰山，属高黎贡山的余脉，该
山光秃无林，一溜斜坡，山上有隧道直通城里，要想攻入腾冲城，必须先攻
占来凤山。

第二十集团军命令预备第二师迅速夺取来凤山，师部决定以步兵第四团
攻占西南面的两个山峰，步兵第五团攻占西北面的两个山峰，步兵第六团作
为师预备队，待第四团、第五团进攻奏效后，一举夺占中间主峰，不让一个
日军逃入城内。但是，盘踞来凤山的日军颇有山地作战经验。战斗开始后，
第四团、第五团发动了进攻，但据守中峰的日军用各种火器向两翼射击第四、
第五团的进攻部队。此时，第六团在空军和炮兵的掩护下，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进至日军火力达不到的死角，用炸药包、爆破筒、火箭筒、手榴弹炸毁
了日军的堡垒，消灭了中峰的日军，第四团、第五团也发动了进攻，攻占了
来凤山日军阵地。

失了来凤山，日军退守城内。第二十集团军重新部署，以 1个军的兵力
直接攻城，另 1个军分兵向龙陵、梁河、神护关方向前进，担任阻援防逃的
任务，预备第二师为总预备队。

远征军的飞机先对腾冲城内的日军进行轰炸，满载重磅炸弹的轰炸机，
在战斗机的掩护下，只轰得腾冲城内浓烟冲天，城内的日军被炸死炸伤一半，
城墙被炸开。9月上旬，第五十四军、第五十三军攻城部队进占了城内一角，
日军拚命抵抗，虽然远征军的政工人员不断喊话让其投降，日军始终不肯投
降。此时的腾冲城，已无一间完好的房屋，日军仍利用残墙断壁进行顽抗，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逐屋巷战。为了尽快地解决战斗，预备第二师也投入了巷
战。经过拚死搏斗，9 月 14 日，第二十集团军攻克腾冲城，腾冲城被收复。
一尺墙、一间房、一个院落，都是远征军官兵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第十一集团军（左集团）率第二军、第六军、第八军、第七十一军、新
编第二十八师向龙陵推进。1944 年 5 月 11 日，反攻龙陵的第十一集团军为
了牵制对面的日军，使第二十集团军进攻腾冲取得进展，先由第七十一军派
出两个加强团在打黑渡、七道河渡过怒江，顺利地占领马鹿塘、青木岭、张
寨、平戛、东山各据点。到 5月 22 日，第十一集团军全部渡过怒江，向攀枝
花、毕寨渡、火石地、葛石地、葛蒲丁及平戛各地区集结，以第七十一军为
右翼攻龙陵，以第二军为左翼攻芒市。



6 月 4 日，第七十一军新编第二十八师攻击松山，该师先占领了腊猛街
与竹子坡。6 日，攻克了阴登山，日军退踞松山阵地，凭险死守。攻击龙陵
的部队，也攻克了龙陵县城，但因为松山被日军占领着，部队补给困难，远
征军又放弃龙陵县城，新编第二十八师伤亡过重。7 月 1 日，由第八军接替
新编第二十八师攻取松山的任务。

松山位于怒江西岸，东距惠通桥约 22 公里，西到龙陵约 39 公里，它是
惠通桥至龙陵的咽喉。松山包括阴登山、大小松山、大垭口、滚龙坡、长岭
岗等山，周围长约 25 公里，山峦棋布、丘陵起伏。滇缅公路由惠通桥向西，
依丘傍村，环绕松山后面，经过三五十公尺宽的滚龙坡、大垭口向西到松山
脚下。松山地形险要、山高林密。占领松山的日军用一个工兵连的兵力构筑
工事，并用大树作工事建材，小树作障碍物，修筑了坚固的堡垒群。日军还
在此储备了大量的粮食、弹药，做长期踞守的准备。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第一
一三联队约 3000 多人，配有战车、山炮、工兵、医院驻守在这里。整个松山
阵地，以松山顶峰为主阵地，将滚龙坡与大垭口构成坚固据点，互为犄角。
松山南北的密林丘壑之中，有体系地散布着堡垒群，这些堡垒群，伪装巧妙，
不易被人发现，且深入地下，又隐蔽又坚固。堡垒之间有交通壕连接，设有
轻机枪掩体，还有步枪、手榴弹、掷弹筒等武器，主堡内还有重武器。阵地
前一般都有一至三道铁丝网，一至二道鹿砦，重要地点还铺设了地雷及陷阱。
所以，接近日军的堡垒非常困难，要想破坏它更非易事。日军发出狂言：“中
国军队不牺牲 10 万人，休想攻取松山。”难怪新编第二十八师久攻不下。

第八军（辖第一○三师、荣誉第一师和第八十二师）投入攻击松山的战
斗兵力是：第一○三师的第三○七团、第三○八团、第三○九团；第八十二
师的第二四四团、第二四五团、第二四六团；荣誉第一师的第三团及第二团
的一个营、一个山炮营；军直属队。约有兵力 5万人，军指挥所设在阴登山。

7月 10 日，第一○三师由惠通桥渡过怒江，主攻松山之滚龙坡、大垭口。
该师以第三○七团为先头部队，当第三○七团通过惠通桥时，桥身已被炸毁，
只有在仅存的铁索上铺一层木板，人马小心缓步地向前进行。过了惠通桥，
第三○七团第一营在远征军怒江东岸的炮火掩护下，向滚龙坡发起冲锋，经
过 1个小时的激战，顺利地进占了日军前哨阵地，继续向滚龙坡进逼。在这
里，第三○七团受到日军炮火及轻重机枪的阻击，该团遂停止进攻。

11 日，第三○七团出动了一个连兵力分散地向滚龙坡日军据点发动进
攻，使日军的正面火力点完全暴露出来。随后以第一、第二两个营的兵力对
滚龙坡各日军堡垒进攻，但在雨雾影响下，日军的许多侧射击堡没能发现，
使第三○七团伤亡较重而停止了攻击。

13 日，经过多方面的侦察，第三○七团对滚龙坡又发动了攻击。当远征
军的轻重炮火对滚龙坡阵地集中了 2个小时的火力射击后，日军阵地的交通
壕、散兵坑被轰塌，第三○七团第一、第二营发起了攻击，他们越过日军阵
地外的障碍物，冲向日军的主阵地。没有被炸毁的堡垒开始向第三○七团第
一、第二营官兵阻击。日军猛烈的炮火又压下了第一、第二营的攻击，他们
派出的炸药手冒着日军强大的火力去炸堡垒，大部分都牺牲在日军堡垒射击
孔前。当第一、第二营用六○迫击炮还击后，才占领了滚龙坡一些阵地。

25 日，第八军对松山日军发动了全面总攻，飞机、重炮不断地向日军阵
地射击，日军顽强抵抗。第八军官兵冲入日军阵地与日军展开肉搏战而伤亡
惨重，但进展不大。此时，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命令第八军限期攻克松山，



如违期不克，军、师、团长，以贻误战机治罪。第八军开始在距松山顶日军
堡垒之下 30 公尺处挖了两条地道，开设了两个药室并装进两卡车的 TNT 炸
药。

8 月 20 日，在炸药的起爆下，松山顶被炸翻，第八军乘机攻上了山顶，
消灭了残存的日军，不久又攻克滚龙坡、大垭口阵地。9 月 7 日，松山日军
除有几十名逃窜外，均被围歼，计有 3000 余人。第八军也在两个多月的围攻
松山战斗中牺牲官兵 3000 多人。

第七十一军攻打龙陵的部队渡河后，第八十七师一部于 6月 9日攻克镇
安街，第八十八师插到日军的后背，逐步推进到龙陵附近的蚌缈。第八十八
师通过侦察发现龙陵城北滇缅公路东约 20 里的一座高山上，有日军阵地，该
师随即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在炮火的掩护下，夺取了日军的这个阵地。第八
十八师又继续向龙陵城东的山上搜索前进。

6月 10 日，第八十七师主力与第八十八师会攻龙陵，连续攻克了日军的
几个外围据点黄草坝、蚌缈、放马桥后，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主力由腾冲、芒
市前来支援。日军猛烈的反扑使第七十一军退到黄草坝、长岗岭地区调整部
署。6月 28 日，又集中全军和荣誉第一师、新编第三十九师向日军反攻。到
8 月中旬攻克龙陵外围据点。第二军渡江后以第七十六师攻击平戛街，主力
向象达、芒市进攻，6月 24 日，第九师攻克象达，第七十六师主力于 8月上
旬攻占了放马桥。

9 月 5 日，日军调第二师团增援芒市，与第五十六师团主力、第四十九
师团一部一起进行反扑，第七十一军与日军激战了 1周，在第九师的增援下，
方才稳定了战局。9 月中旬，第二○○师由昆明出发来增援，第三十六师由
腾冲南下，配合第七十一军夹击日军，到 10 月 29 日，龙陵的日军被远征军
三面包围，经过 5天的激战，11 月 3 日，远征军攻克龙陵。

第二军自 8月上旬起围攻芒市，日军凭借坚固的工事踞守，第二军进展
缓慢。11 月，在第七十一军、第六军的支援下，三军协同攻击，11 月 20 日
攻克芒市。



九、两路远征军胜利会师
  

密支那被中国驻印军攻克后，他们利用雨季在孟拱、密支那地区进行了
整补，并扩编为两个军，即新编第一军和新编第六军，由郑洞国任副总指挥。
新编第一军（军长孙立人）辖新编第三十师、新编第三十八师；新编第六军
（军长廖耀湘）辖第十四师、第五十师、新编第二十二师。不久，史迪威因
和蒋介石矛盾激化，被调回美国。魏德迈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驻华美军司
令。三星将军索尔登任驻印军总指挥。

8月初，日军派第二师团搜索联队附步兵 1个营、10 辆战车、12 门山炮
守备八莫，以第二师团主力于 8月 28 日推进到芒市，第十八师团由英多移守
南坎，企图阻止驻印军与远征军会师。

10 月中旬，驻印军开始进攻，由新编第一军在左，沿密支那、八莫公路
南下；新编第六军在右，经和平向瑞姑前进。以新编第六军的第十四师、第
五十师为机动兵团，担任侧翼警戒。

10 月 29 日，新编第三十八师攻占了庙堤，肃清了太平江北岸的日军。
11 月 1 日，该师以一部分兵力经山区爬过五一五○高地，由太平江上游的铁
索桥过江，到达不兰丹。3日，攻占柏抗。师主力至不兰丹、新龙卡巴一线，
向曼西、八莫迂回。此时，新编第三十师也由宛貌向南推进到大利。

11 月 6 日，新编第三十八师主力攻占了新龙卡巴，向莫马克前进。14
日，占领莫马克后进攻八莫。鉴于八莫的日军已是瓮中之鳖，新编第一军决
定不等占领八莫，即派新编第三十师绕道攻取南坎。

12 月 9 日，新编第三十师与从南坎北上求援八莫的日军第十八师团第五
十五联队队长山崎四郎大佐率领步兵 4个营、炮兵 1个营遭遇。双方展开激
战，新编第三十师在公路上的一个团被日军由南插入而切成两段，一个炮兵
连的阵地被日军占领，新编第三十师以一个团兵力由公路北侧山地包围日
军。新编第一军同时抽调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二团由八莫用汽车送到这里
增援。由北侧山地向东迂回日军右侧背，经过 3天的激战，日军大败，被消
灭过半，残部溃退到南坎。

12 月 15 日，新编第三十八师攻占了八莫，日军感到解围已没有希望，
便把重伤兵生沉到伊洛瓦底江中，残部于夜间沿江滩向南突围。在远征军的
追击下，突围的日军大部分被击毙在江滩上，仅有百余日军逃窜到八莫以南
的山地。新编第三十八师以第一一二团为左侧独立大队，向南坎东南侧迂回，
切断日军的后方交通。27 日，第一一二团占领了劳文机场。28 日，占领了般
康，控制了南坎谷地。新编第三十师第八十八团由左翼攻占了马支、卡提克
后，会同师主力于 25 日攻占了南开。

1945 年 1 月，新编第三十师主力越过右当山脉，向西朗以南迂回，偷渡
过了瑞丽江（自云南龙陵西南流经畹町北侧，与云南陇川发源向西的水流至
南坎东北侧汇合，再西流入伊洛瓦底江，在中国境内称龙川江，在缅甸称瑞
丽江）。插入南坎西南。第九十团在四五五六高地旁渡河，由东北包围南坎。
15 日，新编第三十师占领南坎。

日军第五十五联队残部，退据南坎以南的老龙山及公路两侧山地建立阵
地。由芒市、遮放退来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第四十九师团残部，分别在畹
町、芒友、丹巴山、南巴卡、新维等地带建立阵地，作最后的抵抗。

新编第一军令新编第三十八师进攻芒友，新编第三十师进攻老龙山。新



编第三十师主力在肃清了南坎、腊戍公路两侧山地的日军后，以一部分兵力
迂回夺袭老龙山东南侧的姐兰，切断日军的后路。经过 5天的激战，老龙山
的日军被歼灭，不久又攻占了南巴卡。

新编第三十八师于 21 日攻占了芒友的外围据点苗因、闹阳、曼伟因。23
日，该师一部分部队攻占了丹巴山，另一部分部队于 22 日突击到瑞丽江的木
遮。至此，新编第三十八师已全部占领芒友外围的屏障，开始进攻芒友。27
日，新编第三十八师攻克芒友。

中国远征军在攻下龙腾、芒市后，日军第五十六师团残部及第二师团、
第四十九师团各一部，仍企图据畹町、回龙山作持久的抵抗。第十一集团军
附第五十三军决定迅速歼灭这股日军，与驻印军尽快会师。遂下令以第六军
攻畹町西北，第二军攻畹町东南，夺取回龙山，第五十三军由龙川江西岸向
畹町以南迂回，切断日军后路，以第七十一军为预备队，各部队于 1944 年
12 月 27 日发动攻击。

畹町是中缅边境的一个门户，城北有黑山门之险，又有瑞丽江作护卫，
地势很险要。第二军、第六军分别与日军开战，美国空军也来轰炸日军的阵
地。双方经过 20 多天的激战，中国远征军不断地向日军猛攻。1945 年 1 月
20 日，在陆空军协同猛攻之下，黑山门的日军被彻底摧毁。与此同时，担任
包围日军侧背、切断联络线任务的第五十三军，于 1944 年 12 月 25 日左右，
各部相继进抵瑞丽江北岸，1945 年 1 月 3 日，当部队强渡瑞丽江时，遭到日
军桥头堡阵地猛烈炮火的阻击。第五十三军官兵奋力还击，强渡成功，攻占
了日军桥头堡阵地后，立即向龙卡、南托攻击前进，切断了日军后路。日军
向腊戍方向溃败，1月 20 日，中国远征军占领畹町。21 日，第五十三军第一
一六师攻占了木遮，第一三○师攻占了道坎。22 日，第五十三军与驻印军新
编第一军的先头部队取得了联络。至此中印公路上所有的日军被扫荡干净，
中印公路完全打通。

1945 年 1 月 27 日，两路远征军胜利会师于芒友，当时参加的部队有第
二军、第五十三军、第二○○师、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等部队，各集团
军总司令官、军长、师长以及美、英、法联络官欢聚一起，欢庆胜利。紧接
着，几十辆卡车满载着作战物资，沿着滇缅公路，经畹町、遮放、芒市、龙
陵开进，沿线群众，人山人海，扶老携幼夹道欢迎，好一派凯旋而归的景象。

中国驻印军于 1943 年 10 月开始反攻缅甸，中国远征军于 1944 年 5 月中
旬横渡怒江，反攻滇西。1945 年 1 月 27 日，两军会师芒友，打通了中印公
路，完成了收复缅北，恢复国际交通线的任务。

这次战役，日军第十八师团和第五十六师团全部被歼灭，日军第二师团、
第四十九师团、第五十三师团各一部也损失惨重。日军费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在缅北地区及滇缅边境利用有利地形，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加上日本军国主
义者在日军士兵中所施行的“武士道精神”的教育，日军对远征军的反攻，
拼命地抵抗，往往战斗到最后几个人。这次战役，日军死伤官兵 4.8 万多人，
生俘日军 600 多人，缴获了大量的步枪、机枪、炮、战车、汽车、飞机、马
匹及其它军用物资。

这次反攻，名为中、美、英联合作战，实际上中国军队是联军的主力，
在战场上担负着主要的战斗任务，他们对于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主要贡献，
发挥了主导作用。从远征缅甸到战争结束，中国远征军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士
气，他们在日军坚固的堡垒面前，奋勇冲杀，伤亡累累，但官兵们前赴后继，



决不退缩。驻远征军的美国联络官曾经说过：“中国军队忍受困苦的精神和
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远征军官兵们忍着恶劣的气候和给养匮
乏的痛苦，为了这场世界人民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中
国驻印军伤亡官兵 1.7 万多人，中国远征军伤亡官兵 4万多人，再加上第一
次远征时牺牲的 5万多官兵，中国远征军在两次远征中，共计伤亡近 10 万官
兵。

人民群众和印、缅爱国华侨对这场战争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援。参加远征
军作战的官兵达 16 万之多，部队的吃饭就是个大问题。当时部队所用的粮
食，绝大部分是滇西人民支援的。粮食和弹药的补给，在不能通车的地方，
除用飞机进行一部分空投外，其它完全靠人力挑运，参加运输的滇西老百姓
达 30 万人左右。他们为部队送粮食、运弹药、抬伤员，使中国远征军解除了
后顾之忧。

远征军胜利后，举国欢庆。1945 年春，驻印军新编第一军在腊戍附近准
备回国。英国人怕中国军队在缅境南进，总指挥部便以便利补给为名，把新
编第一军军部和新编第三十八师，由腊戍空运回密支那。1945 年夏，新编第
一军人员和辎重，用飞机 1000 架次，由缅甸空运到云南沾益，新编第三十师
人员和辎重由汽车沿中印公路回国。新编第一军到云南沾益后，随即被空运
到广西南宁，准备向广州湾的日军进攻。新编第六军已于 1944 年秋在日军攻
陷衡阳、桂林，进逼贵阳时，该军军部及新编第二十二师、第十四师被空运
到云南沾益，以保卫重庆。当日军先头部队到贵州省都匀又退回广西时，新
编第六军又从沾益运到湖南芷江，准备反攻湖南的日军。

随着远征的胜利，远征军也开始撤销，远征军总司令卫立煌调任中国陆
军副总司令。同时成立了 4个方面军，远征军中所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大
部分调拨给几个方面军指挥。

中国远征军克服了征途的险阻和日军的顽抗，歼灭了日军两个师团和另
两个师团的一部，终于取得了反攻的胜利。这一胜利完全打通了中印公路，
牵制了日军缅甸方面军的预备队。解除了日军对中国战场西侧的威胁，打破
了日军对美国及其它同情中国人民抗战国家援华物资的封锁，减轻了盟国在
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为了这次胜利，数以万计的中华儿女为此贡献出了宝
贵的生命，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朽功勋，并在国际上赢得了崇高的荣誉。中
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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