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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底，台儿庄战役打
响后，中外记者数十人陆续到前线
采访。中国记者有《大公报》范长
江、《新华日报》陆诒、《星光日报》赵
家欣、中央社特派员曹聚仁夫妇等
20 多人。外国记者有苏联塔斯社
记者谷礼宾斯基、美国合众社记者
爱泼斯坦、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
阿西博尔德·希蒂尔、新加坡《星洲
日报》记者胡守愚等。他们在台儿
庄大战中出生入死、深入战争第一
线，到战事最激烈的地区采访，通
过报道、评论、照片和电话，及时
准确地宣传中国军队英勇抗战，人
们踊跃支援前线的事迹，深刻揭露
日军的侵略暴行，鼓舞全国乃至全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士气。他们是
台儿庄大战的见证者、经历者和记
录者，他们以不同形式、从不同视
角采写了战争的悲壮和激烈。75
年过去了，这些历史的碎片渐渐湮
灭在时间的河流中。抗日战场血雨
腥风，一位年仅23岁的热血青年，
在炮火中穿行。他就是闽籍战地记
者赵家欣。笔者查阅有关史料，采
撷到《星光日报》记者赵家欣当年来
台儿庄进行战地报道时一些鲜为人
知的往事。

离别家乡，北上前线采访

赵家欣 1915 年 12 月 18 日出
生在福建厦门岛内一个贫民家庭，
父亲中年病逝，家境贫寒，母亲含辛
茹苦养育他和弟弟成人。赵家欣勤
奋好学，善于写作。1935 年，著名
华侨胡文虎在厦门创办了《星光日
报》，报社要物色一些勤跑、文笔不
错的当地人担任外勤记者。不满
20 岁的赵家欣应聘进入《星光日
报》，开始了记者生涯。1937 年

“七·七事变”后赵家欣深入海防前
哨、英雄岛屿采访，为宣传抗日救亡
写了大量通讯报道。同时他读到了

《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写的《中
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新闻通讯，
立志做个有所作为的战地记者。
1938年3月中旬，年仅23岁的赵家
欣身背行囊，向《星光日报》默默说
了声再见，便迎着抗日战场的隆隆
炮声，踏上了北上前线采访的旅程。

日军占领上海后，不久南京沦
陷，国民政府西迁武汉。赵家欣穿
过战痕累累的东南大地，来到武汉
了解全国抗战形势。在这里，他访
问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将
军。叶剑英向他介绍了当时全国抗
战的形势和持久抗战的胜利前景，
并说：“真理在哪一方，青年就应奔
向哪一方！”这番话更加坚定了赵家
欣以笔为枪，投身抗战的决心。此
后他又访问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中的一些官员，意外见到了老朋友
郁达夫，采访中结识了著名记者范
长江，共同的职业使他们一见如故。

在武汉期间，赵家欣躬逢两个
盛会——“文协”和“青记”成立大
会。3月27日，经郁达夫推荐，赵家
欣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成立大会（中国作协前身），聆听了
冯玉祥将军的讲话，周恩来、郭沫若
等人的报告。这是抗战时期难得召
开的一次文艺界群英汇聚、抗日气
氛浓烈的盛会。大会推举周恩来、
于右任等为名誉理事，郭沫若、茅
盾、冯玉祥、邵力子、丁玲、胡风、巴
金、夏衍、老舍等 45 人为理事。大
会还通过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
协会宣言》。3 月 30 日，经范长江
推荐，赵家欣作为福建惟一代表参
加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首届代
表大会（中国记协前身）。会上，范
长江致开幕词，邵力子、于右任、沈
钧儒和国际友人爱泼斯坦讲话，勉
励青年新闻工作者加强团结，力求
进步，担负起抗敌救亡的任务。

亲赴战场，血与火的行旅

“两会”期间，地处山东最南边
的台儿庄，正上演一场中国军队和
日军的殊死决战。日军精锐的矶谷
第十师团和李宗仁指挥的我军第五
战区孙连仲、汤恩伯的部队在一百
公里的战线上，打得天泣地震。“两
会”结束后，赵家欣和范长江、陆诒
等一批记者相继北上，火车到了郑
州，空袭刚过，街上一片废墟瓦砾。
他即转乘陇海火车经开封去徐州，
由于坐的是运煤的货车，为了安全
他就用绳子把自己绑在火车上赶
路；行进的路上，火车不断遭受日本
飞机的空袭和机枪扫射，走走停停，
几经折腾，4月4日终于到了徐州。

4月7日夜里，一辆大卡车载着
12 个中外新闻记者和文艺工作者
从徐州出发向台儿庄驶去。4 月 7
日黎明时分，赵家欣等人赶到了台
儿庄前沿阵地。此时的台儿庄到处
是残垣断壁，余烬未熄。日军的尸
体、我军的伤员、失去家园的百姓，
倒塌的房屋……处处昭示着战争的
激烈和残酷。

在赵家欣的回忆中曾说：范长
江是著名记者，他采访到了第五战
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我是小记者，
只能从 31 师师长池峰城那了解战
况。第五战区第二集团管辖的 31
师是国民党守卫台儿庄的正面部
队。从3月23日台儿庄大战开始，
池峰城部不惜重大伤亡的代价，多
次粉碎了日军的进攻。采访时，池
峰城这位三十多岁的青年将领，由
于连续几天浴血奋战，眼睛布满血
丝，声音沙哑，仍精神抖擞地介绍了
战斗的经过。采访结束，池峰城送
给赵家欣一袋战利品作留念，袋里
装的是缴获的日本太阳旗和子弹
壳。采访完池峰城，他又到经受了
血与火洗礼后的台儿庄战场中采
访，残损的土墙、焦裂的农田以及
清真寺、中正门、火车站等几处重
点战场的断壁残垣、焦木熏烟，依

然留有大战的痕迹。驻地部队随员
向他介绍台儿庄鏖战的详细情况。
可谓枪林弹雨，血流成河，每一寸
土地的坚守都是以忠诚和生命为代
价换来的。这次到台儿庄战场采
访，赵家欣感受到了在台儿庄所升
腾着的一种强烈的地域激情和融汇
其中的民族精神。

在炮火异常激烈的台儿庄大战
中，赵家欣看到了敌寇的凶残和罪
恶，看到了中国人民的流血和牺牲，
更看到了军民高昂的士气和被战斗
锤炼成钢铁的意志，看到了万众同
心以死御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力
量，深深地被中国军民联合的抗战
激情感染着……台儿庄战场的所见
所闻，给赵家欣以强烈震憾，争速
度、抢时间，在战壕里、在小旅店
的油灯下，他写下了《台儿庄血战
记》《陇海线上》《血火中的行旅》
等战地通讯，细述了我前方将士在
台儿庄大战中用生命和鲜血谱出的
抗日战歌。

战地采访，谱写抗战凯歌

战争的激烈、敌寇的凶残和罪
恶，他用那饱蘸深情的笔在《台儿庄
血战记》（二）中写到：“三月廿三

日，在峄县与台儿庄间展开了保卫
台儿庄血战。……廿六日大清早，
敌以坦克车数辆向我猛攻，我×团
因无防御战车武器，被坦克车冲
散，……薄暮，我以一营兵力袭击台
儿庄附近之敌，砍杀甚多，我忠勇弟
兄却大半牺牲在敌人炮火下。……
廿七日以后，刘家湖、三里庄等处敌
人，以坦克车大炮飞机掩护，猛攻台
儿庄，甚至一日攻打七八次，我守台
儿庄部队虽只有一团，……不惜任

何牺牲，拼力扼守，几天血战……
（四月）六日晚我军奉令总攻，……
我炮兵大展威力，敌城内外火药库
皆被我击中起火，敌慌乱奔窜，经七
日晨之继续搜索，台儿庄内残敌，遂
告肃清。……”这是发表在《星光日
报》的“之二”，说明前一天的报纸，
应有“之一”，其后可能还有“其
三”。但当时敌寇逼近厦门，形势险
峻，“其三”是否见报，不得而知。

在赵家欣当年发表在《星光日
报》的《血战半月》一文中详细记载
和分析了台儿庄的战局和战事。从
矶谷师团的骄横进犯，板垣师团的
受阻临沂，守卫台儿庄的我军部署，
3月23日后日军的多次进攻，台儿
庄危在旦夕，到 4 月 6 日的全线反
攻，日军弹药库被炸，展开白刃战，
全歼敌军，收复台儿庄。文中详细
记载了台儿庄大战的人物形象和战
斗场面：如王铭章血洒滕县，张自忠
三战临沂，池峰城死守台儿庄，以及
那些为坚守阵地，在敌军飞机、火
炮、坦克猛烈进攻下，官兵无一后
退，全部壮烈殉国；敢死队 59 人夜
袭敌营，用大刀、手榴弹歼敌无数，
13 名幸存者各赏 30 银圆，众皆拒
收。敢死队员们大义凛然地说：“我

等效死力，为国家尽力，不愿做
亡国奴，倘为此财，何颜以对亡
者！”滕县县长周同说：“如有为
杀敌而殉国的县长，就从我周同
开始！”有的村民为掩护我军安
全，被敌杀害……

他在《血火中的行旅》，一开
头便敞开爱国情怀，点出了人生
的意义：“面向着漫天的烽烟，我
怀着沙漠旅行者发现水草一样的
心情，发掘生命的光辉。于是，
我把年轻的生命，投入战斗巨人
——亲爱祖国的怀抱里！”显然，
当个人命运真正同祖国命运紧密
相连，必然深化对人生意义的感
悟，促使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的转变。赵家欣自觉融入时代的
大潮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
智，展现生命的光辉，这是新闻工
作者应该具备的最可贵的品质。

这些战地报道是赵家欣在兵荒
马乱中经过长途跋涉后，在硝烟未
尽的战场上采访主阵地指挥官的第
一手材料；这是在敌寇四面包围
中，厦门沦陷前夕报纸上刊登的珍
贵史料，在新闻史上和抗战史上都
具有历史意义。

意外惊喜，69年后的相逢

《台儿庄血战记》一完稿，赵家
欣立即从徐州通过邮路将稿件寄回
厦门报社。战火纷飞的年代，邮路
毫无保障。更为糟糕的是，日军此
时正在进攻厦门。赵家欣只能祈祷
上苍，让他的《台儿庄血战记》安抵
报社，成为厦门人民奋勇抗敌的精
神鼓励。

5月中旬，赵家欣辗转武汉、长
沙、香港，返抵厦门。此时厦门已被
日军攻占，成为沦陷的孤岛。他所
供职的《星光日报》报馆也已关闭，
人去楼空。赵家欣只好返回香港，
在胡文虎创办的《星岛日报》中担任
记者，并在1938年6月再次作为特
派战地记者回到内地的抗日前线。
而《台儿庄血战记》这篇通讯，赵家
欣再也没有见到过它的踪影。

1938 年 5 月，厦门沦入敌手
……赵家欣台儿庄大战报道的通讯
杳无音信，有生之年，百岁老人内心
深处认为再也无法看到自己用生命
为 代 价 写 出 的 这 段 文 字 了 ……
2007 年 10 月初，离福州两百多公
里外的石狮市，《石狮日报》记者捕
获到一条信息：家居乡村的一位施
姓老人，珍藏有报道抗战的旧报，其
中刊有血战台儿庄的报道。总编余
光仁认为这是一篇有价值的新闻
稿，“69 年前的旧报纸重现一段抗
战史”一文被安排在 10 月 6 日《石
狮日报》的一版发表。新闻稿中特
别提到了《台儿庄血战记》和《星光
日报》战地记者赵家欣的名字。

消息很快传到了福州赵家欣老
人的家中，几天后，《石狮日报》社派
一位副总编专程把这份报纸的复印
件送到福州赠予赵老留念，赵家欣
第一次看到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实地
采访台儿庄大战后撰写的《台儿庄
血战记》刊发的报纸，心情无比激
动。一张普通的对开竖排铅印的四
版报纸，黄色的、仿佛烟熏后留下的
痕迹，在告诉人们它不平凡的经
历。报名：《星光日报》；报名题字林
森；出版时间：民国27年4月18日；
出版地点：厦门。报上登载的几乎
全是各地军民同仇敌忾奋起抗战的
新闻消息。一版头条电讯是《我敢
死队爬城袭击 峄县敌惊恐万分》，
其他如《晋北敌联队长千田毙命 我
军迫近太原》《京沪路我游击队活
跃 踞沪之敌呈捉肘》《敌机五一架
昨飞广州逞凶》等等，而在三版（转
四版）上则刊登着“本报特派战地记
者赵家欣”所撰写的战地长篇通讯

《台儿庄血战记（二）》几个黑体字赫
然入目。到目前为止，收藏界还没
有找到当年《星光日报》刊登《台儿
庄血战记（一）》的报纸，期待有一
天，能从民间继续寻觅出《台儿庄血
战记》之一、之三两则，使首尾相衔，
以臻全璧，是为幸甚。

历史湮没了战争的硝烟，台儿
庄大战虽然已经过去七十五年，但
赵家欣冒着生命危险在战场采写的
战地报道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
料，将永远铭记在历史的记忆里。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应该铭记
这些新闻工作者在那个艰苦的岁月
里冒着敌人的炮火用自己的“生命”
为我们撰写的战地凯歌。
（注：本文部分图片由陈建国摄）

时间定格在 76 年前，即 1938
年。在枣庄南 3 里有东龙头、南龙
头、北龙头三个自然村，分布在枣庄
通往峄县城（今峄城）大道东旁的东
沙河两岸。这一年的 5 月 16 日是
一个黑色之日。上午，驻扎在枣庄
的日本侵略军，对三个龙头村进行
了一场灭绝人寰的烧杀奸淫暴行，
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龙头惨
案”。

据老年人回忆，1938 年，日本
侵略军在邹县（今邹城市）过了春
节。枣庄一带人心惶惶，传闻日本
鬼子就要来了。3月18日灾星终于
降临。下午 4 点多钟，日军 3 辆轻
装甲车在前开道，尘土飞扬，气势汹
汹地经陈庄闯进枣庄火车站。日军
由枣庄南马道西门入城，居民四散
避难。日本兵在中新街当场就打死
4 名未来得及躲避的居民，其中有
一名 5 岁儿童。霎时间，枣庄阴云
笼罩，日月无光，大地处在极度恐怖
之中，枣庄及附近村庄的老百姓大
多数都逃到了偏远山区避难。

3月24日，台儿庄大战打响了，
激战半月，国军沉重打击了日本侵
略者的嚣张气焰，重创日军濑谷支
队、坂本支队，其余日军残部于4月
7 日向峄城、枣庄撤退。盘踞在枣
庄的日军矶谷师团也成惊弓之鸟，
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一个月
之后，日军奥保夫部队接替了矶谷
师团在枣庄的守备任务。

国家仇，民族恨，在枣庄人民的
心灵深处孕育着。终于有一天，老
枣庄街游击队的回族铁血青年，打
响了充满仇恨的一枪。那是 1938
年5月15日，在枣庄至峄县的大道
上有日本奥保夫部队军车向南行
进。当军车行至南龙头村南一里许
时，村南乱坟地里埋伏着七八名抗
日游击队员，其中老枣庄街的回族
游击队员向日军开了一枪。这一枪
虽然未致日本兵于死伤，但是，小鬼
子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惊慌失
措，急忙调转车头，仓皇返回枣庄，
缩进了乌龟壳。奥保夫刚刚接替了
枣庄的守备任务，“新官上任三把
火”，他正要抖抖威风，却受到游击

队员的袭扰，着实让他有几分气恼。所谓奥保夫其人，是日本世袭伯爵，
他的父亲奥保巩在甲午战争中是中将第五师团长、在日俄战争中任大将
第二军司令官、战后出任参谋总长、晋元帅军衔、授伯爵封号、得一级金鵄
勋章、大勋位菊花大绶章。直到昭和五年（1930年）84岁去世，成为日本
明治建军勋臣大将中最后去世的一位元老。他的长子奥保夫很想在对华
作战中凭借自己的指挥能力，创造出超越父辈的荣光。他容不得抗日游
击人员在自已刚刚接管的守备区域内有偷袭大日本皇军军车的事情发
生，并且认为三个龙头就是窝藏游击队的地方。于是一场报复性的杀戮
正在酝酿形成。

第二天，驻扎在枣庄的奥保夫部队悍然出动100多人，乘军车气势汹
汹地赶到三个龙头，实施疯狂报复。鬼子进村后，见人就开枪，见房就放
火。那时村里都是草房，鬼子将成捆的秫秸点着火靠在房檐上，大火立时
烧了上去。村里多处起火，浓烟四起，火借风势，迅速漫延。不一会功夫，
三村变成了火海。东龙头村的王锡恭老人未来得及逃走，情急之下钻进
了院内的草垛中躲避，被活活地烧死在草垛中。几天后，逃难的村民回
村，才将老人的尸体从草灰中扒出，已被烧得面目全非，缩成一团，无法辨
认。村民宋汝沣被日军用绳子拴在马鞍上拖拽，将整个身子拖散了架，最
后在北龙头村只找到了一条腿，因为他穿的鞋是从外地买的，鞋面上有三
道杠，家人这才认出是他。南龙头村民吴清兰，刚结婚不久，其妻怀孕，因
放心不下妻子，未能外逃，却被日军砍首，脖颈上仅连着一层皮。北龙头
村民高文玉老人被刺死在着火的草屋中，事后村民悄悄地将其尸体掩埋
在老人自家院内。孙宝德老人被杀死后又推到着火的草屋里焚尸。孔庆
恩被鬼子用刺刀刺死后又碎尸若干块，并扔到菜园的水井里，最后一块尸
体搭在井上的辘轳上，鲜血淋漓，惨状目不忍睹。在这场惨案中，三村遇
难的无辜村民共22人。其中有的是被日军打死、刺死，有的砍头，有的烧
死，有的刺死又焚尸。北龙头两人被日军抓走做苦力，至此杳无音信，活
不见人，死不见尸。另外，东龙头还有两人被日军远距离开枪打伤，被打
者随即倒地装死，逃过一劫。日军还奸淫妇女若干人，并烧毁房屋近千
间，粮食一焚皆无，使龙头三村鸡犬不存，往日村民的栖息祥和之地，顿时
变成了一片废墟。

时间已过去了76年，历史的见证人一个个相继离去，这一历史真
相，也被他们带到了另一个世界。如此下去，“龙头惨案”这一触目惊
心的历史事实，将会被流年岁月所湮没。清代著名学者龚自珍说：“欲
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知史而后兴”。现在，具有社会责任感的龙头
村后人，正在自发筹建“龙头惨案”死难者纪念碑亭和龙头标志性建
筑，以达到“不忘前事，激励后人”之目的。经市中区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同意，纪念碑亭选址在东沙河龙头桥畔。“龙头惨案”死难者纪念碑
亭落成后，将成为枣庄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将成为治理一新的
东沙河沿岸首个重要的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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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欣采访台儿庄大战始末
□李海流

在现代战争史上，台儿庄大战是中国在正面抗日战场上取得的首次大捷，是寸土寸血推进、逐街

逐巷肉搏的激战。历时半个多月的战斗，中国军队歼敌1万余人，最终以3万人的代价赢得了台儿

庄大捷，台儿庄也因此闻名天下。战后的台儿庄天空是红的，河流是红的，土地是红的。今天，这场

史诗般壮烈英勇的鏖战已经整整过去76年了，隐匿在瓦砾和硝烟中的忠魂还需要我们世代铭记。

12月13日，是我国首个国家公祭日，谨写此文为之纪。

作者在东龙头社区向王宗峰老人采访“龙头惨案”情况。(王振全 摄)

建设中的“龙头惨案”纪念碑亭。
(王振全 摄)

老年时的赵家欣

报道台儿庄血战实况的《星光日报》

赵家欣所获奖章

担任战地记者时的赵家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