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南大地的津浦线上，坐落着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滕县
（今滕州市）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曾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
——滕县保卫战。川军将领王铭章率领两千多名川军用血肉之
躯抗击了占据绝对优势的日本侵略者，击毙日军1500余名，自王

铭章师长以下将士大都阵亡，川军为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滕县
保卫战是台儿庄大战光辉的序幕战，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
悲壮的战役之一，台儿庄大战的总指挥李宗仁将军评价这次战役
为随后台儿庄的会战“赢得了宝贵时间，保证了台儿庄大捷”。

日军的辎重运输部队向鲁南进发

保卫滕县城壮烈殉国的川军122师师长王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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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黎明，日军即以十五吨重炮八门，坦克及装甲汽车一百
余辆，继续围攻滕县城，日军飞机五十多架对县城狂轰滥炸，轰炸
刚停，日军又排炮齐发，炮弹密如急雨。一阵铺天盖地的轰炸之
后，日军开始向滕县东关进攻。我守城部队居高临下，以步枪、手
榴弹将敌全数击毙。不久，日军又派遣突击队二百多名蜂拥攀
城，也被中国守军全部歼灭。与此同时，南城墙也被日军的炮火
轰塌，出现了一个两丈余长的大缺口，第一二四师三七○旅七四
○团团长王麟率部前往南城缺口拒堵，双方短兵相接，反复肉搏，
我守军终于完成了堵缺任务。在日军猛攻滕县东关和南城的同
时，也有一部日军攻击滕县东南城角，他们同样也是先以密集炮
火猛轰城垣，半小时左右即轰开一个大缺口，然后在七八辆坦克
的掩护下，一百余名日军向城内猛冲，我守军用集束手榴弹炸毁
敌两辆坦克，炸死日军步兵五十多名。但该处守军也在日军密集
火力的射击下伤亡殆尽，无力继续阻击，致使部分敌人冲上了城
墙。

王铭章命令预备队一百五十人及时赶去增援，增援部队与日
军在城墙上展开一场白刃战后，城墙上的敌军被全歼，而我守军
150人的增援部队中也只剩下14名士兵。下午，日军发动了更
加猛烈的攻势，飞机的轰炸也更加猛烈，城内的房屋一大半都被
炸平。城内守军虽然奋起反击，终因敌人炮火太猛，已伤亡大半，
王铭章亲率其他旅团级高级军官沿城墙巡回督战，士气大振，但
战况十分险恶。3月17日下午，敌军已占领滕县南面城墙和东
关，日军已从东、西、南三面突入滕县城关，滕县城已危在旦夕，王
铭章亲临城中心的十字街口指挥督战。至下午5时许，西、南两
面城墙我军死伤殆尽，陷于敌手，敌人从城墙上集中火力向城中
心射击。王铭章率部突围不成，乃从城西北角登上城墙继续指挥
作战，这时敌军已占领西门城楼，继续向前迫进。在此万分危急
的情况下，王铭章和赵渭宾及其他随从人员准备到火车站去指挥
布置在那里的一二四师三七二旅继续与敌人搏斗，不料刚走到西
关外电灯厂附近，即被西门城楼的日军发现，一阵机枪扫射，王铭
章腹部中弹，伤重气绝.赵渭宾中弹倒入城墙边牺牲。同时中弹
牺牲者还有一二二师副官长罗甲辛、少校参谋谢大塘等十余人。
这时已近黄昏，少数幸存者利用黑夜突围，绕道微山湖转至后
方。至18日午后，日军完全占领滕县县城。

滕县城保卫战自3月14日开始，至18日中午结束，共4天3
夜，计108小时。为攻下滕城，日军使用了强大的炮火，仅16、17
两日，滕县城关落下的炮弹就达三万余发。第二十二集团军四十
一军守城部队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以下伤亡四千余人，界河一线
的四十五军一二七师伤亡四五千人。整个滕城内外尸横遍野，血
流成河。王铭章师长率部坚守滕县四昼夜，打击了日军矶谷师团
的嚣张气焰，从战略上钳制了日军，阻滞了日军南犯徐州的计划，
使中国军队赢得了台儿庄大战的充分准备时间，给随后围歼日军
板垣、矶谷两师团的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曾给予滕县保卫战高度评价，他在
回忆录中写道：“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
下，写出川军史上最光荣的一页。”“若无滕县之苦战，焉有台儿庄

之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创成也!”当年《扫荡报》发
表了一篇《滕县血战的印象》，记录了战斗的激烈：“在这短短的几
天滕县血战中，有很多惊天地、动鬼神的故事，值得我们正视，值
得我们泣诉！如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参谋长赵渭宾、副官长罗
世泽；一二四师参谋长邹绍孟、付哲民均已尽忠职守、为国捐躯
了。未出城之两师官兵，仍利用城内的破壁颓垣，与敌抗拒。当
城破的时候，所有受伤官兵、未逃出城者，约千人左右，均以步枪
或手榴弹与敌拼命或自杀，无一生还。抗战之烈，死亡之勇，前所
未闻，实开守土殉城之先例。”1938年3月22日的《大公报》称：

“滕县之役，守军死事壮烈……三百重伤兵互以弹炸死……我三
千将士生还寥寥。”

王铭章将军殉国后，其警卫副官李少昆含泪将其草草掩埋，
便乘夜色潜回临城总部汇报。几日后，李少昆等三人奉命返滕寻
找王将军遗体。他们来到西城门外，见日伪戒备森严，一连几日
难以接近城壕。正当他们焦急万分时，偶遇城郊农民刘兆福。交
谈中，李少昆觉着刘兆福正直、爱国，遂以实相告。刘听说寻找王
将军尸体，愿意竭力帮助。为安全保密，他将李少昆等领回家中
隐藏。其后，刘兆福介绍李少昆等结识了城里的王姓泥瓦工，王
又通过关系与县红十字会取得了联系，经过七八天的秘密活动，
终于制定出寻找、抢运王将军遗体的稳妥计划。4月初，在红十
字会人员的引导下，五个农民打扮的人来到西门外城壕边。李少
昆找到暗记，轻轻扒开土，遗体露出。经仔细察看、辨认王铭章军
衣领口处的一枚金纽扣，确系王将军后，几个人立刻用席子将遗
体裹住，由刘兆福等人用小车连夜送往徐州总部。

不久，王铭章将军遗体从徐州转运至武汉，因他的牺牲对民
族气节和前方士气都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他的灵柩所经之处，
军政机关及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等，自动前往祭奠迎送，极为哀
痛。国民政府闻讯后，明令予以国葬，并追授陆军上将。5月8日
王将军灵柩到达汉口，武汉各界六千余人在大智门车站迎候。随
后在武汉总商会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5月9日，王铭
章的灵柩运抵武汉大智门火车站，武汉万余人民群众前往迎灵。
中共中央委员会代表吴玉章、董必武，八路军代表罗炳辉等都参
加了迎灵和公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吴玉章、董
必武等联名撰赠挽联一副：“奋战守孤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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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铭章将军视
死如归的革命精神表示崇高的敬佩和对他以身殉国表示深切的
哀悼。8月30日，王铭章灵柩抵达家乡四川新都，9月1日安葬于
新都县西门外。

台儿庄大捷后不久，王铭章被国民政府追授为陆军上将，是
中国军方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高级将领之一。1984年9月，国
家民政部正式追认王铭章将军为革命烈士。2003年王铭章将军
骑姿铜像在成都市新都区桂湖公园落成。2005年，新都一中(原
铭章中学)校园内又落成一座王铭章将军半身铜像。在王铭章将
军殉国地，滕州市委市政府于1988年在滕州烈士陵园内修建了
王铭章将军碑亭，以缅怀这位将一腔热血洒在这片土地上的民族
英雄。

王铭章鏖战滕县城
■文/李海流

日军攻陷滕州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后，按照南京国民政府的部署，川军分两
路徒步出川抗日。其中邓锡侯的第二十
二集团军被调往山西第二战区，该集团
军下辖两个军四个师共八个旅，为“乙丙
种师”编制，全军四万余人。主要武器为
四川土造的七九步枪、少数土造轻重机
枪、大刀、手榴弹；重武器、交通、通讯、补
给、卫生等装备全都没有。此时王铭章
跟随邓锡侯、孙震率部请缨出川抗日。

王铭章，字子钟，1893 年 5 月 21 日
出生于四川省新都县，父亲王文焕，母亲
邱孺人。王铭章幼时家境贫寒，12岁时
父母双亡，由叔祖父、叔父抚养长大。
1910 年王铭章以优异成绩考入四川陆
军小学堂第五期；1913年1月又顺利考
入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在第二期步兵科
学习，6 月到上海参加了孙中山发动的
讨袁二次革命；1914年被分配到川军第
四师，因战功卓著，连续升为排长、连
长。1916年，23岁的王铭章响应蔡锷讨
袁号召参加护国战争，2 月中旬与北洋
军激战于纳溪、兰田坝，负轻伤。是年6
月袁世凯病死，川军与滇军、黔军因各自
利益发生冲突，王铭章所在部队也被卷
入了长达20年的内战旋涡中。王铭章
作为一名正直的爱国军人，作战勇敢，指
挥有方。但他从军以来，多次被迫卷入
军阀混战，并参加过对红军的围剿。对
此，他深恶痛绝，思想逐渐转变。在抗日
战争爆发前夕，他坚决拥护抗战救国和
中共中央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枪口一致对外”的主张。

1937 年 9 月 7 日，一二二师在四川
德阳誓师出征，在誓师大会上王铭章对
德阳民众说：“我们出川是为了国家的存
亡、民族的生死去战斗。我们下定了有
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不把日本赶出
国门，决不生还。过去川军连年内战，自
相残杀，给老百姓带来很大的灾难，想起

过去，我心中十分内疚。我一定以杀身
成仁的实际行动，来赎我参加内战的罪
愆。”回到家中，他对夫人和子女们说：

“我出川的目的是打败侵略者，收复失
地，我已做了充分准备，不成功，便成
仁。这次战争，一两年不会结束。我走
之后华玉和亚华要和睦相处，好好抚养
孩子。亚华已怀孕5个月，我看不到孩
子出生了，如果生个男孩，可取名道忠，
让他长大后忠于国家民族。如果我在战
场上牺牲了，亚华还年轻，不必孀居，可以自
由选择今后生活。你们几个娃娃，要听妈和
二妈的话，用功读书，学有所成。我的家
产，除了捐资办学外，我给你们大致分了
一下，已写在纸上……”全家人闻言大
哭，第二天上午含泪相送，竟成永别。

在出川抗战前，蒋介石虽然应允川
军到达西安时给予换装，但到达西安后，
蒋电令该集团军不得在西安停留集中，
急速东进，到太原加入第二战区战斗序
列。到达太原后，第二十二集团军向第
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要求换装，阎回
答说这是中央的事，应该由南京解决。
就这样，川军不仅没有得到任何装备补
充，而且不等到部队集结，就被分割建制
以团（营）级别逐次投入晋东固关一带，
作战40余天，伤亡过半。整编后只剩下
二师四旅八团两万余人。第二十二集团
军将士对惨重的损失之后不仅得不到公
正的待遇，还反被诬为“土匪”感到不能
容忍。他们觉得天下之大，竟无川军容
身之处，无不痛哭流涕。不久，川军接到
中央开赴第五战区的命令后，全军上下
喜出望外。

1938 年元旦，邓锡侯、孙震两位将
军赶至徐州面见李宗仁。会谈中孙震提
出“川军枪械太坏、子弹太少”，请求补
充。李宗仁立即电请军委会拨补新枪五
百支、子弹及迫击炮。此举使第二十二
集团军上下一片欢呼，大呼李长官仁厚。

1938年1月6日，邓锡侯、孙震率领
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先头部队第四十五军
一二五师抵达山东临城（今薛城），第一
二七师抵达韩庄。这两个师于 11 日进
驻滕县，并迅速展开布防。

2 月初，日军在津浦铁路南段突破
淮河，由南向北逼近徐州；北段由于山东
省主席韩复榘率十万大军不战而退，致
使华北日军如入无人之境，沿津浦路鱼
贯而下，相继占领了济南、泰安、兖州、邹
县，并准备南下占领滕县。滕县已经是
津浦线北段上最后一个能够拱卫徐州的
军事重镇了，滕县不守，日军便可长驱直
入，直接威胁徐州乃至整个第五战区的
作战计划，因此，敌我已经把滕县推到了
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2月17日，第四
十五军开始对两下店的日军展开攻击，
随着战事发展，第四十一军的部队也逐
步调往前线作战。月底，刘湘病逝，第二
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调回四川，以
副总司令兼四十一军军长的孙震继任总
司令。同时，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奉
命代理第四十一军军长，以第一二四师
副师长税梯青代理师长。

3 月初，第二十二集团军的侦查人
员得到情报，在济南的日军正在调集部
队准备对第二十二集团军发起全面攻
势。双方兵力已展开于邹、滕之间，这里
必会有一场动人心魄的厮杀鏖战。进犯
滕县的是日军第二军的第十师团、第一
○六师团和第一○八师团之一部，共有
三万多人，配备有大炮、坦克和飞机，统
由第十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指挥。为固
守滕县，3 月 10 日，孙震从临城亲临滕
县视察前线作战部队，并召集所部师、旅
长研究作战方案。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
令部将一二二师师部及所属三六四旅旅
部调入滕县城内，同时任命王铭章为四
十一军前方总指挥，统一指挥一二二、一
二四两个师。一二二师三六四旅七二七
团于3月13日进驻滕县以北15里的北

沙河，三六六旅由韩庄进驻滕县东北的
平邑、城前，掩护四十五军阵地右翼。

矶谷廉介是一个狂热的侵华分子，
日军中有名的中国通。他同第5师团副
团长板垣征四郎同为日本士官学校第十
六期毕业生。毕业后来到中国，任日本
驻华使馆副武官，大量搜集中国的政治、经
济、军事情报，后调任日军情报部部长，对
日本制定侵华政策起过重要作用。侵华
战争开始后，他任日军第十师团师团长。

1938 年 3 月 9 日，矶谷廉介奉日军
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的命令，向滕县
发起进攻。滕县保卫战共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3月9日至14日的滕县外围
保卫战，第二阶段是3月15日至18日的
死守滕县县城。在第一阶段中，日军向
滕县外围阵地发起总攻，用飞机、大炮狂
轰滥炸，多次组织冲锋。中国军队以滕
县为据点，在界河东西的香城、九山、王
福庄、金山一线占领阵地，构筑工事，阻
击日军进犯，并两次主动出击，杀伤了部
分日军。同时派小部队到兖州、邹县、曲
阜之间开展游击战，在小雪村、凫村成功
袭击了日军，击毙日军少将中岛荣吉以
下的官兵40余人，缴获了武器弹药、军
用地图、文件、作战资料等。

3月14日拂晓，日军坂本支队集结
步、骑兵万余人，大炮二十多门，坦克二
十多辆，飞机二十余架向四十五军一二
七师所驻守的界河主阵地展开全线攻
击，滕县保卫战打响。15 日中午，为防
止日军渗入滕县左侧，王铭章命令部署
在北沙河的七二七团团长张宣武抽出一
个营的兵力到滕县西北的洪疃、高庙布
防。当日下午，界河正面阵地聚集的日
军愈增愈多，但仍未失守。晚17时，敌
先头部队已到达滕县东北十多里的冯
河、龙阳一带。此时滕县城内兵力空虚，
只有三个师部和一个旅部所辖的4个特
务连，没有任何其他战斗部队，滕县城岌
岌可危。

面对强敌压境，王铭章忧心如焚，因为此时的滕县城几乎是
一座空城，当时第四十一军和第四十五军的绝大部分兵力已在滕
县外围被敌人打垮、冲散。城内仅驻有第一二二师、第一二四师、
第一二七师三个师的师部和第三六四旅旅部，每个师部和旅部只
有一个警卫连、一个通信连和一个卫生队，城防处于十分危急的
状态。王铭章只好向驻扎在临城的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请
兵增援。孙震复电说，援兵都在转进途中，已命令直属特务营的
三个步兵连星夜乘车赶赴滕县。

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为支援滕县，令其警卫营营长刘止
戎率三个步兵连星夜赴滕，只留下一个手枪连负责总司令部的警
卫任务。至15日深夜，滕县城关的战斗部队共有一个团部、三个
营部、十个步兵连和一个迫击炮连，另有师旅部的4个特务连，还
有临时来滕领运弹药的一二四师三七二旅七四三团的一个步兵
连，共有2500余人。此外，滕县县长周侗所属的武装警察和保安
团有五六百人，合计城中共有武装力量3000人，但真正的战斗
部队不满两千人。王铭章清楚，指望有大部队及时增援滕县是不
可能的了。于是，他急调防守北沙河的一二二师七二七团团长张
宣武和一个营的战斗部队回城防守，并任命张宣武为城防司令，
负责守城。

3月15日中午，日军各兵种共计万余人已达滕县城下，并进
行试探性的攻击战斗，但都被中国守军击退。王铭章在当日下午
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战略决策问题，多数人认为只能守一天，不如
到城外机动作战。王师长用电话向孙震汇报大家的意见后，最后
还是决心执行集团军总部的命令，死守滕县城。王铭章对张宣武
说：“立即传谕昭告城内全体官兵，我们决定死守滕城。我和大家
一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立即把南、北两城门屯闭堵死，东、西
城门暂留交通道路，也随时准备封闭。没有我的手令，谁也不准
出城，违者就地正法!”

3月16日天一亮，日军开始强攻滕县城，首先用大炮与飞机
对滕县城进行狂轰滥炸，到10时停止轰炸，城内外共落炮弹三千
多发。10时半，敌炮突然向东关寨墙的东南角猛轰，不一会儿炸
开一二米宽的缺口。接着，日军又用数十挺轻、重机枪猛烈扫射
缺口，掩护步兵冲击。中国守军在塌口两侧严阵以待，当日军冲
到塌口时，守军每人握四五枚手榴弹，同时投向敌群，日军生逃者
不满十人。日军不甘失败，又连续组织了两次进攻，均被打退。

下午2时许，日军改变进攻点，从东北角猛攻，也没如愿，丢下了
大批尸体，中国守军伤亡也很大。张宣武团长不断派部队增援，
后来激烈时连王铭章师长的特务连也调到东关参战。下午5时
许，敌炮与敌机同时轰炸东关正面阵地，步兵改用一次三个排，每
排相距百余米，向我阵地冲击。中国守军英勇顽强，接连打退第
一、二两个排的进攻，日军第三排又冲上来，于是展开肉搏，双方
伤亡惨重，最后仍有四十多名日兵突入关内。晚上8时许战斗停
止，只有日军的照明弹不时划破夜空，照得城内外如同白昼。惨
淡的白光之下，昔日人丁兴旺的滕县城，已是断壁残垣，弹痕累
累。滕县城内储备的粮食弹药相当充足，当夜各部队都得到了充
分的补充。部署调整后，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不顾疲劳，拼命地
抢修工事，挖防空洞，绑扎云梯。

可悲的是，正在王铭章率部死守滕县，苦盼汤恩伯第二十军
团北援解围时，此时第二十军团先头部队王仲廉部却早已于15
日中午到达临城。在第二十二集团军反复哀请下，王仲廉为了应
付，仅于15日夜派一个步兵团进至滕县以南15里的南沙河便停
止不前。16日下午，汤恩伯到达临城后，并未去解滕县之围，反
而把他的十万大军拉到临城以东的峄县山区。滕县城经过两个
小时的猛烈轰击后，上午10时，敌炮突然停止射击，一时战场异
常沉寂。10时半，日军突然又集中炮火猛轰东关南半部寨墙，炸
开一个近二十米宽的缺口，日军随即蜂拥而至。在三六六旅七三
一团一营营长严翊的指挥下，守军集中六七十人将二三百枚手榴
弹投入敌群，日军纷纷倒毙，逃还者不足十人。

16日全天，在王铭章的指挥下，滕县守军共打退日军九次疯
狂进攻，营长严翊在最后一击的督战中，身负重伤，守军减员异常
严重。此时，外界与滕县的交通、通讯全部中断，指挥系统出现紊
乱，界河主阵地也被敌逐次突破。为集中兵力防守滕县城，当天
傍晚王铭章决定将守卫在深井、池头集的吕康(一二四师三七零
旅旅长)、曾苏元(一二四师三七二旅旅长)两个旅调入城内，三七
二旅七四三团熊顺义部为总预备队；在洪疃、北沙河所驻的七二
七团一、二两个营也先后到城内布防。

矶谷廉介见自己的精锐部队对滕县城猛攻两日，在付出了不
小的代价后，仍然拿不下这座小城，不禁恼羞成怒，在16日夜间
又调集来一个旅团，使攻城的兵力达到3万多人，并将滕县的东、
南、北三面团团包围起来。一场更大的恶战马上就要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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