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南北日军  会攻徐州
  

1937 年 12 月，日军华中方面司令长官松井石根率领第十军（包括第六、
第十八、第一一三、第十六师团及国崎支队）和上海派遣军（含第九、第十
一、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及第三师团先遣队、太谷支队）合力围攻南京。南
京一战，中国军队以 10 万之众浴血奋战，英勇反击日本侵略军，但日军以 8
个师团的兵力分路进逼，使南京中国守军处于三面被围、背水一战的不利地
位，中国军队以疲惫之师仓卒应战，国民党军事当局在战役组织指挥上出现
不少错误。南京守军将兵力集中于城郊阵地，采取消极防御战略，致使本可
以作为南京屏障、牵制日军前进的金坛、句容、溧水等地不战而落入日军手
中。战斗中，中国军队不能主动出击，而是分兵把守、处处设防而被动挨打。
负责策应作战的部队轻失芜湖，又使中国军队陆上退路断绝。多数中国部队
困于南京城内而过不了江，日军攻破南京后，实行了残无人道的大屠杀。

日军占领了南京，为了沟通南北战场，打通津浦路，进而击破陇海路中
国军队防线，与华中战区的侵华日军南北并进，企图利用中州平坦地势，发
挥其机械化部队的威力，消灭郑州、武汉间的中国军队主力，会攻武汉。

徐州，这个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四省要冲，津浦、陇海两铁路交通
的枢扭，自然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首要战略目标。中国军队如果控制着徐州，
北可以威胁济南，南可以进逼南京，而且保持了中国军事大动脉——陇海路
的畅通。鉴于这种局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第五战区长官部，制订了保
卫徐州的作战计划，要旨是利用黄河和淮河天险来遏制日军，但是，任第三
集团军司令、山东省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复榘，面对日军的强大攻
势，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当时韩复榘指挥的第三集团军拥有正规军 5个师、
1个手枪旅、1个重炮旅、 2 个山炮团、1个重迫击炮团，加上地方保安队约
有兵力近 10 万人）不战而退，使日军得以长驱直入，1937 年 12 月底，日军
分别占领长清、肥城、莱芜、泰安。1938 年 1 月 1 日，日军百余人轻取大汶
口，4 日侵入宁阳、兖州、曲阜、蒙阳，日军的前锋部队直逼汶上、济宁。
汶上、济宁为运河前方最重要的据点，而运河则为山东的最后防线，汶上、
济宁如果保不住，运河也就难守了，运河一失，不仅山东省全部陷入日军之
手，而且陇海路就有被日军切断的危险，徐州、郑州皆受到威胁。因此，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一再电令韩复榘守运河，蒋介石、李宗仁都致电韩复榘，
陈述死守运河的重要性，但是，韩复榘不听军令，更无视他人的忠告，他只
在运河一线派了 1个师 1个旅，其余师、旅全部撤至成武、单县、曹县一带，
远离了运河，第三集团军的辎重也早已运往河南的漯河、舞阳附近，很显然，
韩复榘无意守住运河。

韩复榘畏敌抗令，在不到 20 天的时间内，一退数百里，轻易丢失了黄河、
济南、泰安乃至运河防线。日军一个半师团不费吹灰之力便侵占了大半个山
东，打乱了第五战区整个作战部署，使津浦北段大门洞开，徐州和陇海线暴
露在日军的直接攻击之下。北路日军第十师团矶谷廉介率部自 1月上旬占领
兖州、济宁、邹县一线后，非常轻狂，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攻占徐州易
如反掌，便沿津浦路向南突进，直逼台儿庄以西的邹县、滕县，北路日军的
左翼部队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主力沿胶济路西进，至潍县后，沿台潍公路
南下，试图夺取鲁南重地临沂，从东路包抄徐州。日军企图南北二路夹击徐
州，中国军队为了拖住、咬住日军，以便使中国政府有充分时间来部署武汉



保卫战，准备与日军在徐州一带展开大规模的会战。
山东峄县的台儿庄，位于津浦路台枣（庄）支线及台潍（坊）公路的交

叉点，是运河的咽喉，徐州的门户，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当北路日军
两个师团到达临沂、滕县一带准备会攻台儿庄时，与临沂、滕县的中国守军
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揭开了台儿庄会战的序幕。

二、临沂之战  断敌一臂
  

临沂是山东省南部重镇，距台儿庄 90 公里，是徐州东北的屏障，如果临
沂保不住，日军则可以从青岛长驱直到台儿庄、徐州，威胁陇海，津浦两条
铁路的安全。

1938 年 2 月，日军进攻莒县，临沂吃紧。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急电驻守海州的第四十军庞炳勋部进驻临沂。

这支部队对蒋介石政府来讲是属“杂牌部队”。自 1937 年 10 月在沧县抗击
日军后，奉命调至东海、连云港等地，一面整训，一面对连云港至盐城一带
沿海设防，经过 3个多月的整训，人员及武器大体上得到了补充。编入第五
战区序列之初，庞炳勋来徐州拜见李宗仁。李宗仁对庞炳勋以优礼相待，并
推心置腹地对庞炳勋说：“我们在内战中搅了 20 多年，虽然时势逼人，我们
都是被逼在这漩涡中打转，仔细回想那种生活太没意义了，黑白不明，是非
不分，败虽不足耻，胜亦不足武。现在真是天如人愿，让我们这些人这辈子
有个抗日救国的机会，今后如能为国家民族而战死沙场，才是真正死得其
所。”

庞炳勋听了李宗仁一席话很感动，他说：“长官德威两重，我们当部属
的，能在您的领导下为国效力，天日在上，万死不辞，对于抗日我决不保存
实力，一定同敌人拼到底。”

当李宗仁听说第四十军正奉国民政府中央令准备缩编时，为他们向中央
反映，使中央收回了缩编第四十军的命令，又对这支部队给予了物品和武器
装备的补充。然后，第四十军赴海州接防。

这次临沂吃紧，庞炳勋接到李宗仁电令后立即命令部队快速集结开赴临
沂。1938 年 2 月中旬，部队集结完毕。当时第四十军拥有 1个师即三十九师
（辖第一一五、第一一六两个步兵旅），1个直属特务营，1个补充团及炮兵、
工兵、通信各 1个营，1个骑兵连，1个手枪连。庞部到达临沂后，立即派人
查看临沂周围地形，并召集营长以上指挥官及各级参谋联席会议，研究敌情
及攻守方法，具体部署为：军部及第三十九师师部同驻临沂南关的山东省立
第三乡村师范学校，第一一五旅驻城东相公庄一带，第一一六旅驻城北诸葛
城一带，补充团驻城关，炮兵工兵等营及直属特务营驻南关。庞炳勋命令部
队在沂河以东、台潍公路东面的桃园、三官庙、郁九曲、于埠一线构筑工事，
挖壕破路，筑起坚实的防线。

在沂水、诸城、莒县一带，日军2000 多人步炮联队与中国军队激战，由
于日军人数众多，装备优良，中国军队逐渐感到力不从心，敌人大有乘势逼
近临沂的劲头，正在这个时候，赶来支援的第四十军接到李宗仁的命令，庞
炳勋急忙派第一一五旅旅长朱家麟率所部第二二九、二三○两个团，增援莒
县，随即第二二九团为右翼，第二三○团为左翼，向莒县前进。

2月 26 日，右翼第二二九团到达莒县并占领了城内阵地。左翼第二三○



团也同时到达莒县城西一带村镇，与城内部队形成了遥相呼应之势。
2月 27 日拂晓，日军出动 1000 余人的兵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突

然将莒县城西、北两面包围，并向中国军队发动猛烈的进攻。中国军队奋起
反击，在炮火的支援下，将进城的日军击退。

2月 28 日，日军又从城东北角偷袭莒县城，并逐渐向西南方向延伸，中
国守兵寡不敌众，损失惨重。2 月底日军占领莒县，很快由莒县西南夏庄、
黄庄向第四十军的临沂汤头逼近。

3 月 3 日，日军与第四十军第一一六旅第二三二团接火，日军每日出动
大批飞机向中国军队进行轰炸，步兵在坦克、排炮的掩护下发动攻击，中国
军队英勇抵抗，不怕牺牲，激烈的战斗持续五、六天，后终因伤亡过重而撤
出了汤头阵地。

汤头撤守，太平、白塔两地吃紧。军部命令第一一六旅第二三一团坚守，
拖住日军主力，另由垛庄调回补充团由葛沟以北抄袭日军右侧，由相公庄抽
调第一一五旅第二二九团沿沭河东岸抄袭敌人左侧。当第二二九团第二营前
进至铜佛宫庄时，与日军相遇而展开激战，日军见其左右被围、被迫放弃太
平、白塔一带的村庄，撤回汤头镇。

3 月 4 日，第四十军主阵地改守为桃园、蒋庄之线，补充团第二连在前
沿阵地葛沟阻击日军，掩护主力部队和友军集结。补充团团长李振清对二连
下达命令时说：“临沂、葛沟这次战役胜负至为重要，一定要有与阵地共存
亡的决心，不惜牺牲，歼灭日军！”二连官兵齐声表示：“宁愿战死沙场、
决不当亡国奴。”随即在台儿庄至淮县公路附近和村庄的四周堆集了沙袋，
借助土堆院墙，筑好防御工事，准备抗击日军。

3月 9日，日军步兵、骑兵和炮兵 3万余人，向二连阵地发起猛烈攻击。
二连仅装配有 6挺轻机枪，士兵用枪是汉阳造步枪和老套筒枪；每个士兵都
配有一把大砍刀，面对日军的进攻，二连官兵沉着应战，打退了日军一次次
进攻。

日军几次进攻失败。敌机便轮番来向中国阵地上投下了一颗颗炸弹，二
连官兵用步枪，机枪朝着低空飞行的日军飞机射击，赶跑了敌机。敌机飞走
了，日军的大炮又响了，大炮持续的轰击，使中国阵地上瓦砾、泥沙、石块
漫天飞舞，大树被掀倒，房屋、麦垛等着了火，二连官兵不断伤亡。日军炮
火过后，骑兵向二连阵外杀来。连长大声命令道：“瞄准马头打！”随着二
连官兵的枪响，日军骑兵纷纷落马，夺路逃走。

3月 11 日，日军逼近临沂正面诸葛城至郁九曲之线，飞机每日轮番轰炸，
大炮不断地轰击，中国军队阵地大部分被日军炮火摧毁，官兵伤亡很多，日
军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向中国军队猛冲而来，中国守军仅凭手榴弹阻击日军，
炸毁了日军多辆坦克，日军虽经日夜反复冲杀，在付出了很大伤亡后，竟不
能越雷池一步。中国守军第四十军的据城死守，一直被称为最优秀的“皇军”
竟然在中国的这支“杂牌军”面前寸步难行，使日本号称强大的板垣师团丢
尽了脸面。日军更加强了攻势，中国守军连续奋斗，惭感不支，庞炳勋急电
请援。

此时，正在鲁南、徐州附近集结待命的第五十九军，是抗日民族英雄、
爱国将领张自忠领导的部队，有第三十八、第一八○两个师。早在 3月 3日，
他们就接到了主力向济宁、兖州之敌进攻的命令，部队迅速开动。急行军途
中，张自忠又接到驰援临沂庞炳勋第四十军的命令。第五十九军将士立即乘



火车南下峄县，然后在一昼夜内以 90 公里急行军速度于 3月 12 前到达临沂
城西郊。

三月十二日，日军又向临沂大举进攻，第四十军将士奋勇抵抗，激战进
行到当日下午，阵地上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率部来
到临沂增援。一时间阵地上欢呼声振天，士气大增，敌我形势转变。

张自忠率部到达第四十军军部时，天色已晚。夜幕降临后，战斗不仅没
有停止，反而更加激烈了。日军炮弹不断从头顶上飞过，带着刺耳的尖叫。

庞炳勋见张自忠来到军部，先是一惊，连忙出门迎接，他紧紧地握着张
自忠的手，不迭地说：“来得正好！来得正好！⋯⋯。”2 人进屋坐定，庞
炳勋对张自忠开着玩笑说：“老弟呀，人家说你要在北平当汉奸，我才不信
呢。”

原来，“七·七”事变前，张自忠原为宋哲元第二十九军中的师长兼任
天津市长，日本一意使华北特殊化，张自忠与日军周旋，忍辱负重，外界不
明真相，误以为张自忠是卖国求荣的汉奸。“七·七”事变后，张自忠仍在
华北与日军交涉，当时舆论界指责张自忠是“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张自
忠到南京有口难辩，在李宗仁的帮助下，张自忠得以回到自己的部队，重新
带兵。

庞炳勋、张自忠原来都是冯玉祥的部下，彼此亲如兄弟。蒋介石、冯玉
祥和阎锡山中原大战时，庞炳勋受人收买倒戈反冯，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张自
忠师部，张自忠险遭不测，庞、张存下介蒂。张自忠曾表示：除庞炳勋所在
战场外，其他战场皆愿以死报国。

这次临沂之战，庞炳勋受困请援，第五战区除第五十九军可以调动外，
无兵可援，李宗仁知道庞、张之间的矛盾，临行前把张自忠找来，诚恳地对
张自忠说：“我知你和庞炳勋有宿怨，那是以前内战造成的，不论谁是谁非，
皆为不名誉的私怨私仇，现在，庞炳勋部在前方浴血奋战，是雪国耻、报国
仇之举，希望你以国家、民族为重，捐弃个人前嫌，率所部支援临沂作战，
并要接受庞军团长的指挥。”张自忠听到这里，爽快地回答道“坚决服从命
令。”

张自忠听庞炳勋这么说，大笑道：“今天倒要让他们看看我张自忠是不
是汉奸。”

在第四十军军部，庞、张两军高级将领召开了军事会议。在研究攻击开
始时间时，张自忠首先发言道：“在一般情况下，我第五十九军以 90 里急行
军到此，非常疲劳，宜稍作休息后再与日军作战，但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
而且我们是以劣势装备来对付现代化装备的敌人，必须利用夜战近战，方能
取得胜利。”经过研究决定：第五十九军于 3月 14 日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强渡沂河，一举插入到板垣师团右侧背，在亭子头、大太平、申家太平、徐
家太平、沙岭子等处突破日军防线。

张自忠回到第五十九军军部，立即召集所部第三十八、第一八○两师营
长以上军官会议，他望着有些疲倦而又显精神的部下说：“庞炳勋军自穆陵
关战斗以来，与日军拼搏消耗很大，现在只有一个完整旅守城，其余各部战
斗力很弱，而我们面前之敌板垣师团，却是日本陆军的精锐部队，自侵华以
来，先后侵犯了我国察哈尔、绥远两省，占领过太原，在平型关战役中被我
郝梦龄军和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消灭了一部分，但他们的损失不算大，
现在板垣部已部署在临沂城北至汤头一线，兵力有万人之众，日军自恃装备



精良，有飞机、大炮、坦克作掩护，而显得很骄横。”张自忠顿了顿，继续
说：“日军妄想从这里长驱直入到台儿庄、徐州，与矶谷师团完成合击我国
军队的任务。我军在喜峰口、北平、天津等地，已和日军交战多次，取得了
一些经验，面对强大的敌人，我军官兵要大胆、谨慎，要敢于藐视敌人，在
战斗中要充分发挥我军善于近战、夜战的长处，集中使用轻、重武器，我们
要碰一碰这个骄横不可一世的板垣，打打他的锐气，为中国军队争光，为中
华民族争光，我们是军人，军人战死疆场，虽死犹荣。”

张自忠作了战前动员，然后下达了作战部署：第三十八师黄维钢部为军
的左纵队，于 13 日 16 时出发，沿角沂庄、曲坊，白沙埠、朱潘到余粮村小
安子等地，师部设在小安子，该师以两个旅为攻击队，留一个旅为预备队，
在刘家湖附近待命。第三十八师的攻击目标是左起汤坊涯、白塔至沙岭子一
线日军，于 14 日晨强渡沂河，向当面之敌攻击；第一八○师刘振三部为军的
右纵队，于 13 日下午 4时出发，经宋王庄、北十里堡、谢家宅到达邵双湖集
结，师部设在邵双湖，于 14 日晨强渡沂河向亭子头之敌猛攻。

3月 14 日，天阴沉沉的，不久就下起了毛毛细雨。3月天气，乍暖还寒，
小雨的到来更增加了几丝寒意，在这种天气下，按照预先部署，两师受命后，
全部官兵准时强渡了百余米宽、水深到膝、冰凉刺骨的沂河。

第五十九军向汤坊涯、亭子头、郭家太平的日军发动了奇袭，日军乱成
一团仓促应战，集中兵力对付张自忠的部队，与此同时，庞炳勋第四十军的
防守部队也乘机反攻，日军腹背受敌，飞机、大炮、坦克均失去作用，而节
节败退。

战斗进行到 15 日，第五十九军先后将被日军占领的徐家太平，郭家太
平，大太平等六、七个村庄收复，并立即构筑工事，经过一昼夜的激战，两
师官兵损失很大。第一八○师伤亡团副以下至排长的军官三、四十人，士兵
近千名，第三十八师伤亡五、六百人。

日军也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于是板垣又增调一个旅团援军进行反扑。15
日午夜，日军从沙岭子北中国守军两个旅阵地接合部偷渡过了沂河，占领了
毛官庄对面河西渡口后，先派出十几架飞机到中国军队的崖头、刘家湖、苗
家庄、钓鱼台一线进行狂轰乱炸。16 日，日军又集中三、四千人的兵力，在
几十门大炮的配合下，向中国守军的茶叶山、船流、钓鱼台、郝沂宅子进行
攻击，第三十八师将士沉着应战，战斗非常激烈，将来犯之敌打退。

于此同时，日军组织兵力突袭进入中国军队的船流、苗家庄、刘家湖一
带，与在刘家湖作为预备队而集结待命的第三十八师一一四旅董升堂部队发
生激战。突如其来的日军打乱了张自忠军长的预定方案。张自忠接到报告，
随机应变，急忙部署：命令第三十八师的一个团固守茶叶山、郝沂宅子等地，
阻击河东进犯之敌，并强调要不惜任何牺牲，坚守茶叶山阵地，作为我军的
支撑点；第三十八师除一一四旅在刘家湖一带与日军继续战斗外，河东部队
则全部撤回到茶叶山附近，以加强这里的防御力量；第一八○师所占沂河东
岸的各个阵地，全部放弃，将兵力撤回河西。

16 日黄昏，第一一四旅第二二八团在刘家湖村外与日军进行了 1天激战
后，日军占领了村子的东半部，中国军队退守到村子的西半部，村子中央 1
个水深 1米、方圆数亩的大水塘成为分界线，双方在水塘两边互相射击，相
持不下。此时，第一一四旅又将所部第二二七团投入战斗，双方仍相持不下，
阵地夺来夺去；而在水塘边，双方都倒下了几百具尸体。但阵地仍被中国军



队坚守着，日军未能再得一点好处。
激烈的战斗，阻击了日军的进攻，同时，中国军队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五十九军自投入临沂战役以来，第三十八师伤亡近 4000 人，第一八○师伤
亡近 2000 人，全军在第一线作战部队中，营长伤亡 1/3，连、排长全部牺牲
而易人，从临沂至新安镇一线公路上，老百姓运送第五十九军伤兵的担架，
日夜兼程，络绎不绝。

由于第五十九军伤亡太大，3 月 16 日第五战区参谋长准备给李宗仁发
电，请求让第五十九军撤出战斗，进行整补，张自忠得知这一消息后，请求
李宗仁允许他们再打一天一夜，李宗仁表示同意。

张自忠速召第三十八、第一一○两师师长到军部交待任务，他说：“我
军将士作战勇敢，伤亡很大，但敌人也付出了同样的代价，敌我双方都在苦
撑，战争的胜负决定于谁能坚持住最后的几分钟。我已经请求李长官，允许
我们再打一天一夜，如果不能打退敌人，军部即组织有计划地撤退。你们回
去后要到第一线去，把情况向大家讲清。”他又给他们说明了作战部署：3
月 17 日，军师所有的山炮、野炮及迫击炮全部推进到两师第一线，带上所有
的炮弹，黄昏前，所有的炮一齐开火，将所有的炮弹全部打完后，各部队规
定好夜战暗号后全线出击。猛攻盘踞在凤仪官、刘家湖、苗家庄等村庄的日
军。

17 日夜，第三十八师首先在炮声过后，冲入日军占据的刘家湖村，日军
也凭借强大的炮火向中国军队进行反扑，经过 3个小时的拚杀，将日军击退，
收复了刘家湖，日军向汤头方面逃去。日军又攻占了茶叶山的一个高地，第
三十八师第一一四旅二二八团二营所有官兵在重机枪及炮火掩护下，成纵队
突上去，三营也抄击敌人侧背，经过激烈战斗，日军招架不住，向白塔方面
退去，中国军队完全占领茶叶山。

第一八○师向苗家庄之敌进攻，在村外遇到了日军的顽强抵抗，双方展
开激战，中国守军将士奋勇当先，将日军压迫到村内，顿时，苗家庄村内枪
声大作，杀声震天，中国军队和日军为争夺每一个房屋而展开了肉搏战，日
军最终仓惶逃命。

战斗中，张自忠把军部交给副军长指挥，自己亲临第一线指挥，监督作
战。

这次战役，第五十九军将进犯临沂方面的日军 3个联队完全击溃，残敌
大部分向莒县方向逃去，中国军队乘胜追击至董官庄、白塔、汤头一带布防，
与汤头以北的日军形成对峙状态。

18 日晚，第五十九军奉命除留第一一四旅归第四十军指挥并协助守城
外，其余向费县、沈村一带进军，以威胁矶谷师团左侧。

汤头以北的日军很快得知第五十九军开赴费县的消息，在得到增援之
后，又向临沂进逼。

3月 23 日下午，日军的飞机、大炮一齐向临沂城东的埠前店、三官庙一
线进攻，中国军队第四十军英勇抗击，杀死杀伤大量敌人，第四十军也伤亡
严重，不得不将学生队、军属特务营用于第一线作战，但在日军的强大炮火
攻击下仍然感到吃力，庞炳勋军长再次呼援，此时已转进到费县沈村附近的
第五十九军接到求援电令，星夜回援临沂。

3月 25 月，第五十九军到达了临沂西北地区，这时，日军已相继占领了
临沂城北刘家湖、邵双湖等村。日军除了在河东、桃园、三官庙向中国守军



进攻外，还派出主力部队由临沂城北南曲坊、朱邬向毛家庄、西北园进逼。
第五十九军先头部队第一八○师在 25 日下午临沂城北毛家庄、北道一带村庄
和日军相遇，当即发生激烈战斗，第一八○师官兵不怕牺牲向日军猛烈攻击，
消灭了一部分日军，其余的日军向朱邬方向撤退。这样，第一八○师占领了
南道、北道、红埠寺、营子、盛庄、古城等村镇，随后赶来的第三十八师也
进到北十里堡、西北园、宋家王庄一带与日军展开战斗。第五十九军军部进
至杭头、中石埠一带，指挥两师在临沂城西、城北作战，策应第四十军守城。
与日军激战的第三十八师伤亡很大，师里已无预备兵力，黄师长向张自忠请
援，张自忠说：“你们要坚决顶住，我们困难，敌人更困难，要坚持最后 5
分钟，我已命令第一八○师派一个团从诸葛城向敌人左侧猛攻。”黄师长说：
“正面队伍里有顶不住的趋势，我这里实在是无人可调了。”张自忠说：“没
有人吗？怎么还有人说话？”黄师长碰了一个钉子。

张自忠放下电话，立即带领两个营的兵力向第三十八师师部赶去，挫败
了日军的攻势。

27 日，日军又向中国守军的古城、南沙埠、小岭、北道攻击，战斗进行
到第二天，在中国守军奋力反击下，日军不但没有退却，反而又增至千余人，
数十门大炮向中国守军阵地打来，顿时，硝烟弥漫，房屋倒塌，守在这里的
第一八○师部分守军在血战两昼夜后，全部殉国。

张自忠给李宗仁发报表示：“职一息尚存，决与敌奋战到底。”
3月 29 日，李宗仁派出支援临沂的第五十七军赶到，援军到达，中国守

军又重新做了布置，全线出击，日军抵挡一阵后，向北溃退，中国军队乘胜
追击。

临沂之战，日军板垣师团损兵折将，被阻不能西进，津浦北段敌军，左
臂被砍断，日军两路会攻台儿庄计划破产，有力地配合了台儿庄会战。第五
十九军军长张自忠因打退了号称铁军的日军板垣师团，而升任第二十七军团
军团长兼第五十九军军长。

三、滕县失守  日军深入
  

沿津浦线南下的正面日军，是由第十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指挥的日军第
十师团、第一○六师团、第一○八师团的一部分组成。日军携带有大炮 70
多门、战车四、五十辆，作战飞机四、五十架，气势凶凶而来。由于韩复榘
不战而退，济南、泰安、兖州相继弃守。日军占领了济南、泰安、兖州、邹
县，即以邹县为据点，以两下店为前进阵地，以界河东西一线与中国军队形
成对峙状态。

当时，驻守在这一线的中国守军有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原为邓锡侯，
后为孙震，指挥有两个军即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兼）辖第一二二师（师长
王铭章）、第一二四师（师长孙震兼）；第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兼）。辖
第一二五师、第一二七师。

第二十二集团军在出川前分驻成都西北地区，所辖两个军为“乙种军”
编制，即每军两个师，每师两个步兵旅，每旅两个步兵团，没有其他特种兵，
整个集团军约为 4万人，枪械、装备极为简陋，有的士兵枪上要挂个小油筒，
打几枪就要擦几下，否则就拉不开枪栓，士兵主要武器是四川土造的七九步
枪、大刀、手榴弹和很少的轻、重机枪、迫击炮，重兵器如山炮、野炮。特



种兵器如高射机枪和战车防御炮则完全没有。
抗战爆发后，川军请缨出川参加抗战，编为第二十二集团军，邓锡侯为

总司令，孙震为副司令，出川往第二战区参加山西保卫战。1937 年 9 月，第
二十二集团军开始徒步出川北上，10 月上旬，先头部队刚到西安，又接到迅
速东进的命令，过潼关、渡黄河，一路上没有得到任何武器、粮草的补充。
他们好不容易抵达山西，而太原已告失守。日军用机动快速部队向中国军队
左冲右突，川军立足未稳，在与日军周旋过程中损失惨重，伤亡过半，2 个
军 4个师没有一个完整的建制，川军随大军后退，沿途遇到有山西军队的军
械库，便破门而入，擅自补给，使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大为恼火，于
是请求国民政府将川军调离第二战区。

国民政府军委会首先将电话打到郑州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要他接
收川军，谁知对川军在山西所为早有耳闻的程潜竟一口回绝，使将介石大为
恼火。这时，第五战区李宗仁缺人马，川军便来到第五战区。

川军来到徐州一线，在李宗仁过问下，军械得到补充。
1938 年 1 月上旬，第二十二集团军由陇海线经徐州沿津浦路北调，以第

四十五军为第一线部队，由第一二七师师长陈离指挥，以滕县为据点，在界
河东西香城、九山、王福庄、张庄、金山一线占领阵地，构筑工事，阻击日
军进犯。第一二七师师部驻滕县，第四十一军第一二四师的三七二旅担负滕
县城防，第一二四师的三七○旅进驻滕县西北，掩护第四十五军第一线阵地
左侧背，并相机游离于石墙、济宁之间。第一二二师为集团军总预备队，其
第三六四旅部署在台儿庄至顿庄闸一线，第三六六旅部署在韩庄一线，师部
位于台儿庄与韩庄之间的万年闸。从 1月上旬之后的 40 余天中，第一二二师
在台儿庄到韩庄这段运河，构筑了半永久性的防御工事。

3 月上旬，日军在邹县、兖州大量增兵，并不断派出小队，中队的搜索
部队向第四十五军第一二五师第一线阵地进行武力侦察，敌机也像苍蝇一样
在空中嗡嗡地飞来飞去。根据日军近期的所作所为，中国守军知道了日军将
发动大举进攻，为了阻击日军南进，决心固守滕县，于是做为预备队的第一
二二师师部、第三六四旅旅部、第一二四师师部移进滕县，孙震任命王铭章
为第四十一军前方总指挥，统一指挥第一二二和第一二四两个师。

3 月 9 日，占据邹县和两下店的日军在补足了兵力后向滕县前方的界河
防线发动攻击，担任界河防线的中国军队是第四十五军第一二七师和第一二
五师的第三七五旅，第一二七师师长陈离任前线总指挥，日军先向中国守军
阵地的正面和左侧佯攻了 3天后，以主力进攻突出界河阵地右前方约 10 余里
的香城，中国守军在香城左侧普阳山构筑了坚固的工事，除重机枪，迫击炮
筑有工事外，士兵也挖了掩体，当日军以坦克、骑兵和步兵向香城进攻时，
中国守军普阳山上的迫击炮立即向日军的骑兵轰击，炮弹落入敌群，只见日
军骑兵纷纷向炮火火力不能达到的地方奔跑，他们的队伍也立即停止下来。
日军先派出约有两个连的兵力向普阳山阵地进攻，中国守军先用迫击炮阻
击，待日军接近阵地时，普阳山上的重机枪和手榴弹一齐开火，打退了日军
的进攻。日军的几次冲锋均被中国守军击退，便以一部分兵力监视中国守军
阵地，大部分向中国守军阵地右后方前进。中国守军的迫击炮射程，在 2000
米以外就没有了威力，此时，所有步枪的膛线都磨平了，子弹出口时发出“嗵！
嗵！”的声音，中国守军把枪放下，准备和日军肉搏时，日军却避开了这个
阵地，分两路绕过香城，向滕县方向攻击。



激战了 1天，中国守军下看埠、白山、黄山等阵地被日军占领，但界河
东西一线的正面主阵地仍屹然未动。在临城的孙震军长，得知日军大举进攻
的消息后，立即乘火车到滕县了解情况，在前线孙军长对士兵说：“人人要
抱着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与敌人拼到底。”

15 日，进攻中国守军界河正面阵地未能得手的日军，除以主力继续猛攻
外，另派出部队向中国守军第一线阵地的右后方龙山、普阳山迂回包围，被
在这一带布防的中国守军打退。

15 日中午，王铭章师长为了防止日军渗入滕县左侧，命令在北沙河的第
一二二师的第七二七团抽出一个营兵力，到滕县西北 17、8 里的珙町和城西
南 30 多里的高庙布防。

15 日下午，界河正面阵地上的日军越来越多，几次进攻仍未能得手。龙
山、普阳山也被中国军队占领着。于是，日军由龙山以东向滕县方向右旋迂
回，兵力达万人。下午 5 时许，日军先头部队已分别出现在滕县城东北 10
多里的冯河、龙阳居一带。此时，滕县城内只有第一二二、第一二四、第一
二七师的三个师部和第三六四旅旅部，每个师部和旅部只有 1 个警卫连、1
个通信连和 1个卫生队，此外，没有任何战斗部队，滕县城防处于十分危险
的状态。

中国军队和日军分别在各个阵地上激战，无法回援，王铭章一面令第一
二二师第三六四旅七二七团从北沙河阵地抽出一个营跑步回援滕县，一面向
临城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发电报求援，而在临城的战斗部队，只有第四
十一军直属的特务营，该营有 3个步兵连和一个手枪连。孙震军长为了支援
滕县，只留下 1个手枪连担任总司令部的警卫，其余 3个步兵连火速去支援
滕县。

不久，滕县城内陆续调进来 10 个步兵连和 1个迫击炮连。王铭章师长任
命带兵进城的第七二七团张团长为城防司令，统一部署守城事宜，所有进城
部队立即构筑工事，搬运弹药，当日夜里，从临城又运来一火车粮食和弹药，
特别是运来了大批手榴弹，它是守城战中最得力的武器，截至 15 日深夜，滕
县城内的部队，共有 1 个团部，3 个营部，11 个步兵连和 1 个迫击炮连，4
个特务连，加上滕县城的武装警察和保安团，约有武装力量 3000 人，但真正
的战斗部队只有 2000 人。

16 日黎明，日军用1万多人的兵力向界河一带的第四十五军阵地全线进
攻，上午 7时，滕县东关外附近各村庄先后听见机枪、步枪声。冯河、龙阳
店方面的日军开始向滕县东关警戒部队进攻。

日军进犯界河阵地以来，中国守军奋勇抵抗，滕县城内外人心还算安定，
此时，忽然炮弹、炸弹如狂风暴雨般地打到了城内，市民们顿时六神无主，
纷纷拾起值钱的东西，扶老携幼，肩挑手提大包小裹地出城向西出逃，滕县
城内除了中国守军外，几乎见不到几个老百姓了。

正在西关电灯厂的王铭章师长，听到枪炮声后，赶到第一二四师师部，
他先向城防司令张团长询问了城防部署、工事构筑、弹药补充等情况，然后
又问道：“守城能达多久，能否在一天以上？”张团长回答道：“以城内的
兵力和日军的形势，守一天多没有把握。”王铭章根据援军可能到达的情况，
决定把部队拉到城外机动作战。请示孙震军长，孙震说：“你们要死守滕县，
等待汤恩伯军团前来解围。”

听了孙震的话，王铭章立即传谕昭告城内全体官兵：我们决定死守滕县



城，我和大家一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随后命令将城外所有部队调进城
内，并把南北两城门堵死。

16 日 8 时，日军 10 余门山炮在城东高地向东关、西关、车站一带猛轰，
并有 18 架敌机在上空轰炸、扫射。接着，日军又集中炮火猛轰东关土寨东南
角，当即将此地炸塌一、二十米，又以轻重机枪数十挺向塌口射击，掩护其
步兵攻击前进。

当日军五、六十人跳下塌口的壕沟时，宁卫在这里的中国军队一个连在
连长指挥下，集中了六、七十人的兵力，把二、三百枚手榴弹投到敌群中，
日军丢下几十具尸体逃走了。

日军发现这次攻击没有奏效，立即组织更强大的火力向那缺口轰击，中
国守军隐伏在塌口两侧，一会儿，又有约五、六十人的日军，头戴钢盔，端
着上着刺刀的步枪，从寨壕内向缺口冲锋，在日军爬上缺口的一刹那，中国
守军的几百枚手榴弹又落向敌群，这样反反复复几次后，日军暂时停止了攻
击。中国守军趁势修补工事，搬运弹药，运送伤员，被日军炮口炸开的缺口
也被从东关和城内几家盐店、粮店堆放的食盐和粮食堆满。官兵们修补完工
事，稍事休息。

下午两点，在沉寂了几个小时后，日军又集中火力转而猛烈轰炸东关土
寨东北角，日军猛烈的炮火轰塌了一段寨墙，然后在密集机枪火力掩护下，
步兵爬上了塌口，又在中国守军一阵手榴弹攻击下逃走。

下午 5时，日军又发动了攻击，大炮增至 30 多门，机枪火力也比以前猛
烈，敌机每批都在 10 架以上，轮番助战。这次，日军又转移了攻击目标，以
东城门为重点，攻击方向不仅指向东门，炮火还指向东关、城内和西关、火
车站等纵深地带，以阻击中国守军预备增援，前后重叠形成波浪式攻击法。
日军先头排冲锋到城前时被中国守军用手榴弹消灭，可是，日军猛烈的火力，
也把中国守卫在东关门及其两侧的守兵杀伤殆尽，中国守军立即派人填补上
去，立足未稳，日军的第二梯队又冲上来，于是敌我展开了一场惨烈的肉搏
战，结果日军的这一排又被消灭，中国守军也伤亡了 100 多人。此时，日军
第三梯队已经冲上来，并突入 40 余人，双方形成对峙之势，好在这时，中国
援军赶到，日军并未增援，中国守军扔出一阵手榴弹后，抡起大刀冲入敌群
猛砍猛杀，消灭了冲进来的日军。

16 日上午，在日军大举进攻东关的同时，对龙山、普阳山一带中国守军
阵地进犯。中国守军虽浴血奋战，仍难于挡住日军强大的攻势，第四十五军
正面阵地被日军突破。

16 日夜，王铭章师长决心放弃滕县外围阵地，把第四十一军所属的部队
撤回两个团，集中守城，重新部署，修补工事，挖防空洞，补充弹药，绑架
云梯，准备登城打击敌人。他叫来城防司令张团长，一见面，王铭章很高兴
地对张团长说：“你们辛苦了，真想不到啊！我们这么一点人竟能坚持一整
天！”张团长回答道：“这全靠将士们勇敢杀敌。”王铭章师长接过话头继
续说下去：“坚持了一整天，能把今天撑过去就不要紧了，我们在城外的部
队马上都要调到城里来，他们正在行动中，估计用个把钟点之后就能到了，
又增加了两、三个团，我们不用怕了，如果还能把明天撑过去，汤恩伯军团
的援军就可以来解围了。”

滕县城内的粮食储备还很充足，经过士兵们努力，工事又修好了，手榴
弹盖揭开了，随时准备迎敌。



出乎矶谷的意料之外，日军在界河、龙山，普阳山一带、在滕县城关等
战场处处碰钉子，伤亡惨重。连攻几日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这使矶谷廉介
大为恼火，他下令调集了第十师团和第一○六师团的一个旅团约 3万余人，
并配属 70 多门大炮，四、五十辆战车，包围了滕县城东、南、北三面。

17 日早晨，日军飞机 20 余架飞抵滕县上空，随着投弹、扫射，日军大
炮也向城内打炮，整个滕县爆炸声震天撼地，硝烟弥漫，墙倒屋塌，到处是
瓦砾、残垣断壁和被日军飞机大炮炸死的守城军民。滕县成了一片废墟、火
海。两个多小时的轰击过后，日军的步兵在坦克车掩护下开始向滕县城东关
进攻。以猛烈的火力开辟了东寨墙突破口，同时，用炮火分别向东关全线和
城内施行遮断射击，以牵制中国守军的临时调动和后线的增援。防守东关的
第一二四师七四○团顽强抵抗，和日军反复拼杀，激战至正午，东关阵地依
然固守无恙。

日军在进攻东关的同时，又以另一股兵力向东南城角攻击，强烈的炮火
轰塌了一段城墙后，日军步兵在七、八辆坦克的掩护下发动了冲锋。中国守
军第七二七团二营二连官兵用手榴弹炸毁日军两辆坦克，杀死日军五、六十
人，中国守军二连官兵也死伤殆尽，日军四、五十人冲到了墙角，中国守军
预备队发起了攻击，他们在仅有的两挺轻机枪掩护下，向日军猛杀而去，一
阵手榴弹投掷之后，接着抡起大刀猛砍，突入的日军被击退。

日军因攻势受挫，急忙进行新的部署，下午 2时，日军突然调来 12 门榴
弹炮，猛轰滕县南城墙正面；同时，出动二、三十架飞机轰炸，经过 1个多
小时的轰炸，南城墙被毁倒塌，几乎夷为平地，处处可以攀登，守卫在这里
的第七四○团的一个营的官兵在日军的炮火下，血肉与砖石交织在一起四处
飞溅。炮声过后，日军步兵五、六百人，在十几辆坦克掩护下向这里扑来，
由于中国守军死伤殆尽，下午 3时左右，日军占领南城墙。

在日军占领南城墙后，迅速用火力掩护其步兵从西南城角向西城墙守军
压迫，与此同时，东面的日军也对东关再次发起更猛烈的攻击，寨墙被日军
炮弹炸得像锯齿一样，阵地工事全部被毁，弹药也已告罄，在这种情况下，
东关中国守军无所凭藉，死伤越来越多，不久，东面的日军也在坦克掩护下
突进东关。

日军占领南城墙和突破东关之后，王铭章师长亲临城中心的十字街口指
挥督战，下午 5时，西门也被日军攻破。

日军攻入南城、西城后，即集中火力向城中心十字街口射击，王铭章师
长和他的幕僚、随从无法在市街内存身，便从西北角登上城墙，继续与日军
周旋。王铭章命令身边的一排人从西北城角向西城门楼之敌猛扑，但这个排
还没有接近西城门楼，就被日军的机枪全部打倒，然后，西城门楼的日军继
续向北压迫。王铭章等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准备出城到火车站第一二四师
三七二旅那里去，当他们出城之后，被西城门楼的日军发现，随着一阵密集
的机枪响过，王铭章等人中弹殉国，实现了他给孙震军长立下的“决以死拚，
以报国家”的誓言。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对王铭章及其所部坚守滕县作了高度评价，他
说：“若无滕县之死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是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
造成之也。”对于王铭章的牺牲，国共两党领导人均在他的追悼会上题词。
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及其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送了“奋战守
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的挽联。



郭沫若在追悼会上发表了题为“把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化进无限的民族生命里
去”的讲演，国民政府于 1938 年 4 月发出褒扬令称：“陆军一二二师师长王
铭章，赋性刚毅，忠行忠贞，此次滕县之役，苦守要区逾三昼夜，⋯⋯率部
奋力巷战，竟尔殉职，缅怀壮烈，悼惜殊深，应予特令褒扬，追赠陆军上将。”
（1984 年 9 月，王铭章的老家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突入东关的日军，立即向东城门进攻，占领南城墙东半部的日军，也以
猛烈的冲锋夺占东南城角，并继续北进。东城墙上南半部的中国守兵，被迫
退守东城门楼。日军除了用大炮轰击东城门楼外，并以平射炮的破甲弹猛轰
东城门洞，城楼中弹起火，上面的守军无处存身，此时，城门也被炮火摧开，
在密集的机枪掩护下，日军三、四十人突然杀进了东门，中国守军顽强抵抗，
用手榴弹和机枪将他们全部消灭。日军援兵又不断赶来，中国守军在弹尽援
绝的情况下，无力反击，东城墙和东门被日军占领。

傍晚，日军占领了滕县的东、南、西三面城墙，被日军包围的滕县，只
有一条可与后方联系的通道，突围出来的中国守军在路上又遭日军拦击。至
此，日军占领滕县，中国守城官兵牺牲 2000 多人，曰军自滕县大举南下。

与此同时，日军濑谷旅团第六十三联队攻陷临城，直逼台儿庄、运河一
线。20 日，矶谷师团、濑谷旅团攻占峄县，并沿台枣支线向台儿庄阵地突进。

四、台儿庄死战  守住阵地
  

当临沂和滕县于 3月中旬同时告急时，国民政府蒋介石便命令驻河南补
充训练尚未完成的汤恩伯军团和孙连仲集团军星夜增援，首先抵达徐州的是
汤恩伯第二十军团，辖两个军（第五十二军关麟征和第八十一军王仲廉）共
计 5个师（第二师郑洞国、第二十五师张耀明、第四师陈大庆、第八十九师
张雪中和一一○师张珍）。汤部第八十一军到达徐州后，马上乘火车北上支
援第二十二集团军作战。第八十一军到官桥站下车后即与日军遭遇，他们便
绕道进驻滕县以东地区，准备由东面威胁进犯滕县之敌时，滕县被日军攻陷。

1938 年 3 月 19 日，正在河南许昌一带整补的孙连仲第二集团军，接到
紧急命令，开赴徐州东北台儿庄地区，阻击南进之敌，固守台儿庄，保卫徐
州。孙连仲集团军虽辖有两个军（第三十三军，第四十二军），但在参加山
西娘子关保卫战时损失很大，他的第四十二军只是一个空番号，这个集团军
实际上可以参加战斗的部队只有 3个师（黄樵松的第二十七师，张金照的第
三十师，池峰城的第三十一师）。

孙连仲集团军到达徐州后，马上命令池峰城第三十一师先到达台儿庄及
其附近地区，构筑工事，掩护其他部队集中。根据侦察地形，池峰城师长派
了一个加强团确保台儿庄城寨，其余部队沿大运河南岸构筑工事，师长池峰
城在城外指挥。不久，第二集团军的第二十七师、第三十师及第四十四旅等
部已陆续集结于贾汪东北和台儿庄以南地区。

根据事先部署，汤恩伯集团军在津浦路上与日军稍事交战后，即奉命陆
续让开正面，退入抱犊崮东南的山区，所属重炮营则调回台儿庄南岸。日军
没有顾及只作间断微弱的抵抗而迅速转移的汤部，沿津浦路临枣支线而下，
直扑台儿庄。日军总数约有 4万，拥有坦克车七、八十辆，山野炮和重炮百
余尊，轻重机枪不计其数，更有大批飞机助战，仅在台儿庄附近就集结了 3
个联队约五、六千人，配有大量空军、坦克、重炮及其他机械化兵种。

3月 23 日，日军开始猛烈炮轰中国守军的防御工事。台儿庄只是位于运



河岸上的一个镇子，没有什么天然屏障可资扼守，在日军的重炮和飞机不断
轰炸下，大部分阵地工事和民房被夷为平地。炮轰之后，日军以坦克为先导，
步兵随后逼近。台儿庄一带的居民多用石块垒墙造屋，所以每一户住宅都像
一个堡垒，这种堡垒日军占据后，中国守军因为没有平射炮和坦克，所以无
法反攻。而日军攻取中国守军的一个堡垒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就这样，中
国守军的血肉之躯和日军炮火坦克相搏斗，至死不后退，日军猛攻了 3昼夜
后，攻入了台儿庄城寨的东北角。此时，中国守军已伤亡过半，逐渐感到力
不从心，但他们仍咬紧牙关死守不退。日军与中国守军发生激烈巷战，持续
了 5昼夜，敌我胶着于城厢，彼此一墙之隔，互相凿洞射击，距离近，死角
大，为争夺一间房子，常常要相持几日，为争夺一条小巷，成连成营的人作
出了牺牲，战斗到了寸土必争的紧要关头。孙连仲为了整顿战场纪律，鼓舞
士兵的斗志，曾将作战不力的一个旅长撤职，交军法审处，并命令部队死守。

从 3月 27 日开始。敌我双方在台儿庄内作拉锯式肉搏战，一天比一天激
烈，3个师 1个旅的部队，再加上 2个新兵补充团，就这样 1个团、1个营、
1个连地轮番填了进去。

从 3月 23 日，中国守军与日军交战后，李宗仁在了解了敌情和战况报告
后，知道日军的炮火使台儿庄上空硝烟雾罩，城内屋塌断垣，血肉横飞，中
国守军伤亡惨重，战况极其残酷，便派炮兵支援。

孙连仲看到李宗仁派来炮兵支援，非常高兴，便把炮兵分割使用。这次
派来的炮兵，拥有比较新式的武器，又是机械化装备，通讯设备比较完整，
排、连、营都有无线电，通讯比较方便。

炮兵有力地支援了步兵作战。一次，日军以飞机、大炮掩护一支有装甲
汽车、机踏车、步兵联合的轻快部队约一千人向台儿庄进犯，中国炮兵在公
路附近占领一个侧面阵地，骑兵在前面警戒。日军一边打一边前进，中国骑
兵稍作抵抗便撤退了，日军得意洋洋地沿公路形成一条长蛇阵追来，中国炮
兵等日军装甲车队在公路上完全暴露时，由尾车打到首车，打得日军进退不
得，慌作一团，退了回去。第二天，日军又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以步兵
坦克配合，再次进犯台儿庄。日军坦克进攻被中国守军炮兵一连打毁了好几
辆，没能冲进台儿庄内。但日军步兵一再顽强猛扑，有一部分冲入台儿庄内，
占领了几幢房屋，与第三十一师池峰城部队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日军显得十
分顽强，中国守军前赴后继，激战了很久，没有能将冲进来的日军打出去。
面对这种形势，炮兵营长向池峰城建议说：“我们炮兵，在黄昏前用战防炮
瞄准敌人机关枪眼，夜晚掩护步兵攻击，把敌人赶出庄去。”

池峰城接受了这个建议，他们来到炮兵阵地，只见炮兵用一门战防炮对
准日军的一个机关枪眼，连发三炮，日军的机关枪变成了哑吧。中国守军步
兵看到这里，高兴地对炮兵说：“伙计，请你们今晚把这几个火力点都打成
哑吧罢，我们步兵就拿这大刀、手榴弹把敌人一个个消灭掉。”

中国炮兵把战防炮摆开阵势作好了战斗准备，深夜来临了，随着战防炮
的开火，日军的几个机关枪被打哑了，中国守军步兵冲入日军占领的阵地，
打得日军狼狈逃窜，夺回了一部分阵地。

日军在台儿庄的作战非常狡猾，坦克、步兵的攻击战术，每次不同，多
是炮火攻击，坦克出动，步兵随后，但也随机应变。

有一次，日军向台儿庄中国守军第二十七师及独立第四十四旅阵地攻
击，炮火过后，日军步兵就冲了上来，但没有见到坦克，日军步兵接近冲锋



的距离时，坦克突然出现在步兵前面，向中国阵地冲来。这突如其来的阵势
使中国守军有些紧张，连忙要求炮兵开炮。当日军发起冲锋时，隐蔽好的中
国守军战防炮突然射击，打得日军坦克晕头转向，有的被打坏了履带，有的
被打起了火。中守军步兵见日军坦克起火，立即组织还击，又一次打退了日
军的进攻。

交战后的第二天，李宗仁到车辐山车站视察，亲眼目睹了日军的强大火
力及其对中国守军所造成的威胁与牺牲，马上打电话告诉战区参谋长，再派
空军来台儿庄助战。

中国空军改编于 30 年代在广西办起的地方空军。广西空军是个新建的军
队，它的飞行员、机械人员平均年龄不过二十三、四岁，都是风华正茂、血
气方刚的汉子，他们面对日军的入侵，个个恨得咬牙切齿，当他们接到接受
改编北上抗日的命令时，个个磨拳擦掌，欢欣鼓舞。

1937 年 9 月，空军飞行部队第七、第八两个中队奉命开赴湖北襄阳机场，
接受苏联飞机的飞行训练，准备接收苏联飞机参战。1938 年 1 月，七、八两
中队训练完毕，奉命到兰州接收苏联援助的新飞机，战斗机有“伊—15”式
和“伊—16”式两种，这两种飞机都是单座战斗机，安装有四挺机枪，火力
很大。“伊—15”是双翼机，最大时速 360 公里，留空时间 2小时 30 分，适
于空中缠斗。“伊—16”是单翼机，起落架可以收缩，最大时速 400 公里，
留空时间是 2小时，适于追击。

第七、第八中队的飞行员看到新飞机，都非常高兴，情不自禁用手摸摸
这、摸摸那，真想马上钻进座舱飞上天空，飞向抗日前线。按照当时空军的
编制情况，每中队有飞行员 10 至 15 人，配备飞机 9架。这样，飞行员可以
轮流休息和警戒，但第七、第八中队的飞行员人人要求单领一架飞机，经过
特许，飞行员们的要求得到满足。领到了新飞机后，人人兴高采烈，经过反
复地试飞，他们非常满意“伊—15”战斗机的性能。领到了新飞机，第七、
第八中队奉命分批回防襄阳。

1938 年 2 月，空军第七中队奉命移驻湖北孝感机场，协同其他中队担任
武汉三镇空防任务。第八中队移驻河南信阳机场，担任京汉铁路南的空防。

3 月上旬，日军占领南京后，从南北两路夹击，企图打通津浦路，北线
战场吃紧。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要求空军支援，但对空军的要求并不高，
他既不要求空军来参加保护徐州这个第五战区大本营，也不要求空军长期配
合陆军作战。他仅仅要求空军飞机在前线日军阵地上转几圈，投下几个炸弹，
打击一下日军的嚣张气焰，然后向中国守军阵地低空飞行几圈，使中国守军
官兵亲眼看到自己有飞机支援，借此鼓舞前线将士的士气，这样，空军就算
完成任务。

这个要求对于空军来说，说低也低，说高也高。低的是别说在前线上空
飞一趟，飞十趟百趟都没有关系；高的是当时这种飞机没有挂炸弹的架子，
总不能让飞行员一边拿操纵杆驾驶飞机，一边抱着炸弹往下扔啊！经过机械
师们精心研究设计，在机翼下面临时安装一套炸弹架，左右两边可挂小型炸
弹 8个。

因为飞机油量有限，从孝感、信阳机场起飞不能往返徐州前线，需要找
个临时机场转场飞行，于是选定归德机场为前进基地，驻马店机场为中间站。
与两个机场协调好后，第七、第八中队各出动飞机 9架，先飞到驻马店机场
汇合后，选了一个黄昏时节，避开日军的注意，悄悄飞到了归德机场。到归



德机场后，带队的飞行大队长吴汝鎏马上向徐州李宗仁汇报了情况，准备第
二天飞往徐州。

第二天清晨，东方刚露鱼肚白，机械员发动飞机试车的隆隆声把飞行员
叫醒，大家立即做好准备，随着大队长吴汝鎏的一声命令，飞行员纷纷爬进
座舱，各自开动飞机马达待飞。一会的功夫，除第八中队陈业干的飞机没有
发动起来外，其余所有的飞机马达都转动起来，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到了陈业
干身上。陈业干焦急万分，汗水流了下来，十几分钟过去了，大队长见他的
飞机螺旋桨仍没有转动，便先领着第七中队为第一梯队起飞，接着第八中队
为第二梯队也起飞了。正当两个飞行梯队上升编队进入航线的时候，陈业干
的飞机终于起动，加大速度追了上来，所有飞机的升空、飞行编队完成。

飞机飞到京浦路北段的兖州、邹县、滕县上空，这里激战正烈。从空中
往下看，敌我位置泾渭分明，一边是浓烟弥漫，大火熊熊，几乎见不到什么
人在走动，而另一边却是人走马叫，显然，前者是日军向中国守军进攻之地，
后者是日军所在地。

情况明了后，由第八中队担任空中警戒，第七中队迅速降低高度，当降
到离地面约 1000 米时，各飞机马上分散开来，采取单机行动，尽量扩大活动
范围，造成大的声势。于是，各个飞行员找准日军位置后，向日军人马、车
辆投下了一枚枚炸弹。日军发现飞机到来，原以为是本国飞机助战，不理不
睬，若无其事地各自照常活动，等到炸弹落下，这才慌了手脚，乱作一团，
投完炸弹，各飞机继续飞行到中国守军上空，向坚守阵地的中国守军致敬。
中国守军官兵从掩体中，隐隐看到自己空军的飞机，纷纷跳出战壕，一边挥
动着帽子向飞行员们还礼。中国飞机的到来使中国守军士气大振，增加了他
们坚守阵地的决心。这是中国空军第一次到徐州前线参战，除打下两架日军
飞机外，对中国守军也起了很好的鼓舞作用，得到了李宗仁的高度赞扬，也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台儿庄方面的战况打到最激烈的时候，他再次想到
了空军，再次要求空军第七、第八中队协同来支援。第七、八中队官兵，也
义不容辞地勇敢出动参战。

这次支援台儿庄，以轰炸和投弹为主，战斗机担任空中掩护，不进行阵
地攻击。轰炸机的两队分成两个梯队，从河南周家口机场起飞，经归德上空
与战斗机的三个梯队汇合，飞往徐州以北的峰城、枣庄一带，轰炸日军后续
部队。

轰炸机投完弹，正待回返，第七中队吕队长发现了日军阵地上空有日军
的一架双座侦察机，正在执行炮兵的观测任务，他当即架机俯冲向日侦察机
攻击。日军侦察机发现受到了攻击，一面作急转弯，一面降低高度以躲开中
国飞机的射击。吕队长几次俯冲都因速度过大，射击时间短，而没有击中日
机的要害之处，但日军侦察机已被迫降到不能再低的高度。吕队长驾机在日
机后方尾随追击，日机像丧家之犬被追得在自己阵地上空掠地而过，震撼了
整个敌军阵地。日机左转右转，极力想摆脱追击。这时，吕队长发现日机后
座机枪已无人操纵，便判定敌机后座机枪手已被击毙，便更放心大胆地逼近
敌机尾部。而日机驾驶员忽然不见了中国飞机，一时不知怎么回事，而慌了
手脚，操纵过猛，飞机失速，倒栽葱地栽到自己的阵地上，爆炸起火。

吕队长露出满意的笑容，这时，他突然感到座机发生抖动，一颗子弹从
下方射穿了他的手掌，顿时，鲜血直流。在追击敌机的过程中，日军地面部
队向他开了枪。他忍着疼痛，用力一拉操纵杆，把飞机升高加大速度冲出日



军阵地上空，歪歪斜斜地飞回了归德机场。中国空军对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起
了很大的作用。

3月 26 日，刘家湖附近灯光闪闪，日军运兵车辆络绎不绝。尽管李宗仁
派来了炮兵，但因弹药不足，不能持续对日军交通执行拦截射击，因此，无
法阻击日军对前方的支援。日军再度发动强烈的攻击已在中国守军预料之
中。

3月 27 日，日军以猛烈的炮火攻击中国守军的阵地。虽然中国炮兵也尽
力袭击敌炮兵阵地压制他们的火力，但台儿庄仍受到了很大的威胁。炮火过
后，日军步兵由北门突破中国守军防线，进入城内。随着一声“弟兄们，跟
我来”的喊声，中国守军与日军展开了残酷的肉搏战。战斗至中午，中国守
军只有一个营的兵力，无法打退日军的进攻，只得凭借附近建筑物阻击日军
向纵深和左右发展。

入夜，战况更加激烈，日军轮番猛攻，台儿庄城内一片混乱局面。但中
国守军信心百倍奋勇抗敌。第七连连长徐运太在大庙以北防守北街中段时，
在临街房屋突出部分设有重机枪一挺，射手已阵亡，徐连长奔过去端起机枪
向日军扫射，多次击退进攻之敌。不久，这个火力点被日军发现，日军集中
掷弹筒轰击，还用重机枪瞄准扫射。徐连长身中数弹，仍坚持战斗，直到牺
牲。

3月 28 日晨，日军又开始了激烈的攻击，由东向西，全力向台儿庄压来。
日军带来了掷弹筒、步兵小炮等。当日军掷弹筒发射时，中国守军就利用掩
蔽部保护自己，等炮声一停，战士们立即跳出掩蔽部，用手榴弹打击日军，
阻止他们前进，日军靠近了就和他们展开肉搏战。因此，日军每前进一步都
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而中国守军除非全部战死，否则是不会放弃阵地的。

正在敌我双方较量的关键时刻，中国空军飞机出现在台儿庄上空。日军
起初认为是自己的飞机来参战，立即欢呼起来，以示前线敌我的位置，为飞
机指路。而中国守军则跳进掩体，待飞机飞近时，中国守军才认出是自己空
军的飞机，立即跳出掩体欢呼雀跃，勇气倍增，打退了日军的进攻。

日军不断地增加有生力量，大举进攻。
4月 3日，整个台儿庄已被日军占领 2/3。中国守军据守南关一隅，死拼

不退，日军更以重炮，坦克猛冲，志在必得。日军的电台已经宣称他们占领
整个台儿庄。中国守军指挥官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认为再这样下去，必将
导致全军覆灭，于是向孙连仲总司令请示是否将阵地转移到运河南岸。孙连
仲向长官部反映，得到答复是：“汤恩伯军团即将赶到，大约明天中午就可
以进至台儿庄北部，你们必须死守，如果在这个时候放弃台儿庄，岂不功亏
一篑！敌我已在台儿庄血战一周，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的几分钟，你们一
定要坚持到明日拂晓，如违命令，当军法从事”

孙连仲给李宗仁回电话说：“李长官，第二集团军已伤亡十分之七，敌
人火力太强，攻势过猛，但我们把敌人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可否让我们撤下
去，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我将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李宗仁答到：“我明天到台儿庄督战，你必须守到明天拂晓，这是命令，
必须执行。”

孙连仲听罢此言，表示：“长官即有此决心，第二集团军牺牲殆尽不足
惜，连仲亦一死以报国家。”

李宗仁继续告诉他说：“你不但要守到明天拂晓之后，今夜你还须向日



军发动夜袭，以打破日军明晨拂晓攻击的计划，则汤军团明日中午到达后，
我们便对以对敌人实行内外夹击。”

孙连仲说：“我的预备队全用完了，夜袭很不容易啊。”
李宗仁马上说道：“我现在悬赏 10 万元，你将后方凡可以拿枪的士兵、

担架兵、炊事兵与前线士兵一齐集合起来，组织敢死队，实行夜袭。这 10
万块钱将来按人平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你好自为之。胜败之数，在此
一举。”

李宗仁明白，第二集团军的伤亡已十分之七，但从火线上因抬运负伤官
兵而退下来的士兵一定不少。他们因为战火太猛，有的还没有回到火线上去，
现在只能利用这一点最后的力量，孤注一掷了。

孙连仲奉命亲自到台儿庄督战。这时，死守最后一阵地的第三十一师师
长池峰城来电话向孙震请求撤退。孙连仲命令道：“你们必须坚守阵地，士
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进去了，我就填进去，有敢退过河者，格
杀无赦！”。

池峰城师长奉命后，知军令不可违，就抱着必死的决心，命令组织敢死
队，任凭日军如何冲杀，也死守不退。到了午夜，先后组织起来的先锋敢死
队，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分组绕道杀向日军，只见个个好汉，手执大刀，
各自为战，勇猛异常，见敌就砍就杀，有如神助一般。其实，这都是为了国
家的兴亡，民族的尊严，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在血肉横飞的搏斗中前赴后继，
视死如归。日军万万没有料到血战数日，已筋疲力尽的中国守军还能如此神
勇，日军遭到袭击，仓皇应战，乱作一团，就这样血战了几天被日军占领的
台儿庄阵地，竟被中国守军夺回四分之三，日军被逼退守北门！

五、外围支援  台儿庄大捷
  

根据台儿庄会战的部署，孙连仲第二集团的三个师（黄樵松的第二十七
师，张金照的第三十师和池峰城的第三十一师）沿运河布防，扼守台儿庄正
面阵地，以汤恩伯第二十军团的两个军（关麟征部五十二军，王仲廉部八十
五军）让开津浦路正面，诱敌深入，待日军主力直扑台儿庄企图一举夺取徐
州时，汤军团即行南下，拊敌之背，协同孙连仲集团军将日军包围而歼灭之。

台儿庄正面的孙连仲集团军与日军正面迎战，担负台儿庄中央防线北面
作战是汤恩伯军团的任务，是力求把由滕县南下的日军压逼到临城附近铁路
以西至微山湖畔歼灭。

3 月 20 日下午，汤恩伯来到第五十二军军部，他见到军长关麟征就说：
“我是来搬兵的，我看到你们两个师人强马壮很高兴，咱们两个军合起来一
定能打大胜仗。”他命令第八十五军据守枣庄东北山区，等待第五十二军到
达后再向枣庄攻击前进。

21 日，第五十二军由利国驿出发，经台儿庄、兰陵镇到达向城集中，汤
恩伯随第五十二军军部行动。为了避开日军飞机侦察，保持部队行动机密，
部队一直是夜间行军。22 日晚，全军到达向城，在向城附近休整。23 日晚，
汤恩伯向五十二军下达命令说：“日军第十师团的濑谷支队（两个步兵联队，
附有野战重炮、野炮、装甲战车）主力在临城附近集中，已分别向韩庄、峄
县方向追击我第四十一军退却部队，枣庄已被日军部队占领。命令你部于 3
月 24 日由向城出发，向枣庄以东鹁鸽窝、郭里集一线前进，到达那里后，速
与在枣庄东北山区的第八十五军取得联系，然后从东、北两方面协同向枣庄



方向攻击。”
24 日早晨，第五十二军根据命令，分成两个纵队向鹁鸽窝、郭里集之线

前进。以第二十五师（师长张耀明）为左纵队，经辛兴庄沿九顶山北麓向郭
里集前进，到达后，即向枣庄方向警戒；军部率第二师（师长郑洞国）和炮
七团的野炮兵一营为右纵队，在第二十五师的右边成梯次沿尚岩、税郭以北
高地边缘向鹁鸽地区前进。

第二十五师作出兵力部署，以所属第七十五旅驻郭里集，对临城、枣庄
方面之敌须严密警戒，并占领阵地准备战斗，师部率第七十三旅（旅长戴安
澜，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牺牲，后追认为革命烈士）驻辛兴庄附近，并
对峄县方面派出警戒，并派出了便衣侦察，结果是辛兴庄、郭里集一带均无
敌情。

23 日上午，突然从郭里集方面传来枪声。郭里集是一个比较大的村落，
村子周围筑有几个碉堡，其中一个比较坚固的大碉堡位于村子东北角。原来，
便衣侦察刚回来，就有日军数十人来郭里集宿营，日军哨兵发现了中国军队，
立即开枪射击。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五旅之一部和这个大碉堡中的日军交上了
火，他们用轻重机枪和小炮封锁碉堡射击孔，并挖掘地道准备用炸药炸毁碉
堡，以迫使日军投降。日军凭借碉堡优势负隅顽抗。军部得知这一情况后，
马上派来一连野炮。在中国军队野炮的轰击下，碉堡上层被轰毁，日军纷纷
从碉堡里跳出来逃跑。中国军队拦击，除少数日军逃往枣庄外，大部分日军
被击毙击伤。逃到枣庄的日军搬来援军向郭里集反扑，当郭里集战斗刚一打
响，第七十三旅即派出了一个营，对枣庄方面进行警戒。当枣庄的日军出动
二、三百人向郭里集增援时，被这个营拦截，没能前进。

25 日下午，在鹁鸽窝附近高地上观察到枣庄通住临城的大道上尘土飞
扬，逐渐看出是日军步兵炮兵的大部队在向枣庄方向前进，兵力约 5000 人左
右。日军将对郭里集大举进攻。关麟征命令第二十五师除留下一个加强营在
原阵地欺骗日军外，主力撤至郭里集东北山地隐蔽。根据关军长的命令，第
二十五师师长张耀明决定每旅派一个营长指挥两个步兵连及便衣队，统一归
第一五○团团长高鹏指挥，在原阵地逐步抵抗，分批后退。

26 日，日军飞机不断向郭里集附近村庄投炸弹轰炸并进行炮击，然后在
装甲车的掩护下，步兵开始了冲锋。第二十五师留下的加强营和便衣队根据
原计划边打边退，上午 10 时左右，日军占领郭里集附近的村庄。不久，大批
战车、装甲车、炮兵、步兵向这里集结。

郭里集激战之后，第二师到达鹁鸽窝，枣庄的日军已派出数十人到鹁鸽
窝西南高地构筑了工事。第二师第十二团派出一个营打败了这里的日军，对
枣庄方面警戒和枣庄外围进行攻击。

此时，台儿庄激战一阵强似一阵。汤恩伯接到孙连仲的求援电，汤恩伯
看到这份求援电说：“先派一部分兵力向峄县之敌侧背攻击，以策应台儿庄
之战，主力暂时集结于抱犊崮山区。”

面对汤恩伯军团保存实力的做法，李宗仁大为不满，他曾三令五申地要
汤军团迅速南下，以全力攻击台枣支线日军侧背，但汤恩伯军团却在姑嫂山
区逡巡不进。最后，李宗仁训诫汤恩伯：“如果你再不听命令南下，延误战
机，当照韩复榘的例子严加惩办。”汤恩伯知道，韩复榘作为第五战区副司
令长官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不战而退，被国民政府枪决。他听到李宗仁拿出
韩复榘的例子，值此抗战关键时刻，贻误战机，罪在不赦，李宗仁说得到就



做得到。想到这里，他下令第五十二军先行南下台儿庄东北地区，向台枣支
线的日军侧背攻击。第八十五军集结抱犊崮以南山区，准备对付郭里集附近
之敌。

27 日晚，第五十二军南下在兰陵镇附近集结。当时，台儿庄附近的日军
情况是：日军濑谷支队的第六十三联队的第二大队并野炮 1个大队于 3月 23
日由峄县南下以后，向台儿庄进犯，曾突破台儿庄城墙东北角，因被孙连仲
部台儿庄守备部队反击，撤至台儿庄北面，准备再攻，并要求峄县的六十三
联队主力南下增援。日军六十三联队到达刘家湖附近于 28 日开始对台儿庄发
动进攻。日军濑谷支队主力受第六十五军的牵制，在郭里集附近反击扑空后，
也由郭里集向台儿庄西面进发。28 日，第五十二军以第二师在右，向南洛、
北洛，北大窑攻击；第二十五师在左，向红瓦屋攻击。当日下午，驱逐了红
瓦屋西南方面的日军。趁势向占领南、北洛和北大窑的日军攻击，第二师在
攻击时，为了防备由峄县南下的日军威胁自己的侧背，派出了一个步兵营向
獐山前进，与獐山附近准备南下的日军一联队遭遇，经过数小时的激战，退
到獐山东南台枣支线以东一个村占领了阵地，掩护第二师右翼。第二师于 30
日下午攻占北大窑，会同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向占领北洛的日军攻击。

31 日，汤恩伯率第八十五军到达台儿庄东北地区，经过和关麟征研究后
决定：第八十五军从 4月 1日起在第五十二军左翼展开向台儿庄东北方面的
日军进攻。

4 月 1 日，第五十二军、第八十五军向台儿庄东北面至台枣支线南、北
洛的日军发动全面攻击，汤恩伯和关麟征在红瓦屋附近的小高地上指挥作
战，战斗进行到下午 1时。中国军队占领南洛和北洛，截断了台儿庄以北台
枣支线，对进犯台儿庄日军侧背猛烈攻击，形成了对日军的包围之势，并派
出一支部队向台枣支线的泥沟方面攻击前进。濑谷支队曾经几次抽调台儿庄
西面第一线部队向这里反攻，都被中国军队打退。下午 2点左右，第五十二
军军部在向城附近的便衣侦察队派人报告紧急情况：日军步、骑、炮兵联合
之队约 4000 余人由临沂方面开来，向兰陵镇大道南进，其先头部队快要到达
向城。关麟征获此情况立即作出部署：命令军部附近的步兵营营长徐文亮指
挥该营和军直属骑兵连，立即跑步向兰陵镇方面进行迎击日军，并诱使日军
过早展开，尽力阻止日军前进，争取时间，以便能以第一线抽调兵力迎击日
军。同时，命令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五旅迅速撤离第一线来到军部附近增援。

徐文亮营长率领该营和军直骑兵连向兰陵镇方向跑步前进。部队刚刚到
达兰陵镇附近，就与日军先头部队遭遇，双方马上交上火，日军迅速展开，
用炮火轰击。战斗进行了 1个小时后，第二十五师的七十五旅赶到兰陵镇参
战。不久，第二十五师师长张耀明又率第七十三旅来到兰陵镇。军部指挥所
推进到距兰陵镇不远的洪山镇附近的一个高地指挥作战，战斗进行到黄昏时
节，第二十五师逐步将这股日军压逼至兰陵镇以北地区。入夜以后，日军绕
过兰陵镇西北向杨楼、底阁方向逃窜，企图与台儿庄方面的濑谷支队会合。
日军掩护部队步兵、骑兵 100 多人，被围困在兰陵镇西北的傅庄里。第二十
五师留下一个步兵团围攻傅庄，主力部队向杨楼、底阁方面追击，会同第二
师围歼这股日军。

困守傅庄的日军，在第二十五师步兵团的围攻之下，利用傅庄的土围墙
进行抵抗，不肯投降，并多次组织突围。第二十五师步兵团在炮兵的掩护下，
冲进傅庄，全歼了傅庄的日军，从俘虏的口中得知，这股日军是第五师团坂



本支队。
4 月 2 日，第二十五师主力将退到杨楼、底阁附近的坂本支队包围，日

军占据了这一带村庄，进行顽强抵抗。此时，中国军队第二师从北大窑、北
洛方向开进到杨楼、底阁以西地区，协同第二十五师围歼这股日军。

3 日，第二十五师以全力从东面向占领杨楼、底阁的日军猛烈进攻，在
第二师的协同下，杨楼、底阁日军大部分被歼灭，一部分向底阁东南肖汪方
向逃去，中国军队乘胜追击。

4 日，第五十二军的两个师继续围攻日军坂本支队，日军曾几度向西北
方向突围，均被中国军队击退。

5 日，日军坂本支队被第五十二军的两个师团团围住。正在苦战之时，
日军濑谷支队从台儿庄正面抽出兵力与第八十五军在南、北洛附近激战后向
泥沟方向退却。两支日军都曾想汇合起来，但在中国第五十二军第八十五军
的攻击下，未能得逞。

6 日，困于泥沟方面的日军，向台枣支线以东攻击退却。关麟征命令第
一线部队跟踪追击；同时，命令炮兵向日军占领的村落北面道路射击。日军
坂本、濑谷两个支队被围。

在台儿庄外围作战的还有第一一○师（第一一○师原由汤恩伯直接指
挥，师长张轸，辖第三二八、第三三○两个旅）。该师于 1938 年 3 月奉命由
河南临汝出发，经许昌坐火车到达徐州。到徐州后，由李宗仁安排，归孙连
仲指挥，担任由万年闸至韩庄运河南岸防务。这个师装备较差，但有十五生
的榴弹炮及七十五生野炮各一营。

3月 20 日夜，第一一○师接守了韩庄附近运河南岸的阵地后，连夜挖掘
通往前沿的交通壕，并派出了便衣到临城、枣庄峄县等查探日军的动向，相
机出击。

3月 24 日，日军主力向台儿庄发起攻击，其后方峄县城内只有少数车辆
运输弹药向前方补给。为了策应台儿庄作战，张轸师长命令第三二八旅抽调
两个营，伺机夺取獐山，截断日军后方的交通线，并派一个连到峄县截击日
军辎重。

第三二八旅旅长辛少亭亲自指挥队伍于黄昏后渡河，向獐山秘密前进，
夜里 11 时到达了白山西庄。白山在獐山西北，是个椭圆形的孤山，东北接近
峄台支线，山的东北面是个缓坡，西面坡陡。日军只注意攻击台儿庄，在运
河北岸特别是峄县附近未派出部队警戒。所以，辛少亭他们很顺利地到达了
獐山。天刚刚放亮，就有日军的 50 多辆辎重车马由峄县南向台儿庄运动，辛
少亭指挥士兵们猛攻下去，日军弃车逃走。这里的举动，引来了北洛方面的
日军。很快，大约 200 多名日军很快向辛少亭他们发动了攻击，双方展开了
激烈战斗。

不久，天空上飞来五、六架日军飞机，投下了许多炸弹。第三二八旅第
三营的一个连占领了一个制高点，掩护第二营正面的兵力向山腰撤退，占领
第二线有利地形，诱引日军前进，两翼部队立即疏散隐蔽。当日军进到中国
军队阵地前，三个方面同时合击，日军伤亡过半，吓得畏缩不前了。过了一
会儿，日军在峄台公路上的炮兵向白山东坡倾泻过来密集的炮火。刹那间，
烟雾弥漫，山崩石裂，乱石飞舞。炮火过后，日军又派出第二批步兵 500 多
人向中国军队猛攻，日军顽强地打到了半山腰，中国守军第三营立即向山腰
日军侧背冲去，日军纷纷向南侧运动。接着，又有一个连的中国守军从右翼



山脚向日军后背集中射击，日军前后都受到了打击，死伤惨重，逐渐支持不
住，弃尸大败而逃。

这次主动出击，有力地配合了台儿庄方面的对日作战，使日军分散了兵
力，放缓了对台儿庄的进攻。接着，中国军队又烧毁了日军在白山西部的弹
药库，威胁了日军的后方。

3月 27 日，台儿庄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在运河南岸的第一一○师阵
地距台儿庄只有十几公里，密集的枪炮声都可以听见。在一天，从临城和枣
庄回来的侦察人员说：“日军已攻占了台儿庄大部分地方，敌我双方连日进
行巷战，日军伤亡惨重，连非战斗人员都补充了上去。”日军没有了增援部
队，第三二八旅决定立即到运河以北地区，相机攻击峄县和枣庄附近的日军。

4 月 1 日，第三二八旅渡河占领了峄县西南十多个山区村庄，并派人日
夜出去侦察。他们发现峄县城内只剩下接运尸体和运送弹药的百十辆马车，
十分空虚。到了第二天晚上，第三二八旅组织了一个 500 多人的突击队，偷
袭了峄县北门外汽车站的一个大院，把日军的弹药库及装好弹药的车辆浇上
汽油点燃。随着两个多小时的爆炸声，日军的弹药化为了灰烬，一度中断了
日军由峄县、枣庄向台儿庄日军的弹药输送。台儿庄前线的日军炮兵，由于
得不到弹药的供给，几乎停止了对台儿庄的炮击。

八路军山东游击队，在鲁南台潍路、台枣线阻击日军的援台部队，破坏
交通，牵扯日军的兵力，紧密地配合台儿庄战斗。

由于中国军队的内外线配合作战，日军濑谷、坂本两个旅团陷入了中国
军队的包围之中。为此，第五战区决定迅速围歼这两个旅团。4 月 2 日，向
台儿庄参战各部下达了总攻击令：第二十军团以一部消灭洪山镇北方之敌，
主力于 3日向台儿庄附近之敌左侧背攻击，逐次向左迂回，务在台儿庄左侧
地区将敌捕捉歼灭；第二集团军右翼与第二十军团联系，于 3日全线反攻，
消灭台儿庄附近之敌。

4月 3日，蒋介石命令第五战区全体参战部队，限令4月 10 日前击退台
儿庄当面之敌，出力将士从优叙奖，如限期内仍不能击退该敌，师长以上各
级指挥官一律军法处分。接着，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也发出击退来敌的
命令。

当日，各军团按作战命令发动了总攻。
4 月 6 日，中国军队发起了全线反攻。汤恩伯军团执行外线包围，孙连

仲集团军负责正面清扫。中国军队以重炮摧毁了日军的火药库，一举夺回台
儿庄西北门、东门，并将庄内残敌全部肃清。

7 日，中国军队冲出台儿庄向北追击，歼灭了刘家湖、三里庄的日军。
日军无招架之力，弹尽缓绝后全线动摇，于是，他们放火焚尸，丢弃辎重向
北败退，困守在峄城、枣庄之内。至此，台儿庄会战胜利结束。

台儿庄战役前后进行了近 1个月，日军恃其兵器优越，炮火猛烈，不断
地向台儿庄进攻。中国守军依靠步枪、大刀、手榴弹、机关枪和少量重武器，
以伤亡近 2万人的代价，击溃了日军精锐部队第五、第十师团对台儿庄的进
攻，歼灭了日军 2万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和装备。台儿庄一役，是抗战以
来中国人民的一个空前的胜利，也是日本新式陆军建立以来的第一次惨败。

当地人民群众对这场战争给予了很大支持。中国守军第四十军在临沂一
带作战，和日军在沂河以东的三官庙村激战时，第四十军的士兵，光着膀子
和日军拚杀，三进三出地和日军争夺这个村子。村里村外日军遗尸数百具。



被日军收尸队像垛麦捆一样垛起来，泼上汽油烧掉了。而牺牲了的第四十军
官兵的遗体，则被当地群众掩埋了。

枣庄有一支由矿工和学生组成的 1000 余人的“抗日义勇军”游击队，他
们熟悉地形，经常夜袭日军的后方，使日军的进攻受到了很大的牵制。有一
天，日军在枣庄的汽油库被游击队用手榴弹炸起了火，日军因汽油库被焚，
空军的飞机老实了好几天。

中国守军一旦和日军交战，有时要持续几昼夜，难免饥渴难忍。中国守
军阵地所在村子的老百姓自动地帮忙抬救伤兵，烧茶做饭。中国守军有时给
他们钱物，他们都坚持不收，并说：“老总们打小日本，保卫我们家乡，流
血流汗甚至死都不怕，俺老百姓烧点茶水、送点干粮还算什么？”

在滕县战役中，许许多多的重伤官兵，他们或自己爬出了战场或由战友
背扶着下了火线以后，沿途各村镇的老乡们热情地把他们收容、隐蔽起来，
给他们洗血裹伤，烧茶做饭，等到夜里日军停止活动的时候，老乡们有车的
套车，没有车的就用门板做担架。把这些伤员送到医院里后方。

全国各地也捐钱捐物支援这场战争，汉口有一家铁工厂，特地打 500 把
大刀，送给了前线战士。

台儿庄会战的捷报传来，举国欢腾，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热烈庆祝台儿
庄会战的胜利，全国各界、海外华侨、以至同情我国抗战的世界各国人士的
祝捷贺电纷至沓来。武汉三镇和广州市几十万民众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和游
行，欢庆胜利。

台儿庄会战的胜利，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重大胜利，是全
国军民在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面前，同仇敌忾，誓死抗击日军，决心为保卫
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英雄气概的充分体现。这次会战的胜利，是参战各部
队以生命和鲜血同日本侵略军作拚死斗争的结果。同时，广大人民群众的支
援也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毛泽东同志指出：“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利，
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
号召世界的声援。”台儿庄会战的胜利，提高了前方将士的斗志，振奋了全
民族抗战的精神，同时也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
必胜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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