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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三捷
■ 葛取兵

祭无名英雄赋

四个字。仅仅只是四个字！“三战
三捷”。苍劲有力，耸立于云山之上。

七十年过去了，依旧深邃、厚重。
这是为纪念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
在湘北会战中三战三捷而立的纪念
碑。我站在石刻之前，思绪万千。

日本侵华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
的一个痛。揪心的国耻，永远难忘。对
于国人是何等的凝重，阴冷，浸入骨
髓，如刮骨般的痛楚。从东北三省沦
陷，到芦沟桥事变，再到南京大屠杀、
武汉会战，战火像一股凛洌的寒风直
逼全中国，这就是血雨腥风！当日军
的铁蹄一路长驱直入，越黄河，过
长江，直逼长沙。

1939 年 9 月，正是秋天，当肥
沃的洞庭湖平原正沉浸在丰收的喜
庆中，吉庆的唢呐即将吹响，日军
的枪声尖锐地划过洞庭湖的安宁。
日军为了打通南北交通线，扬言三
天攻占长沙。欲控长沙，必先控湘
北。湘北门户之咽喉大云山如一屏
紧实的围墙，在它的下面，有一条
河，叫新墙河，这是一条算不上大
江大河的河流。正是这座山，这条
河，仿佛成了古代楚汉相争的界
河，长沙会战围绕着它演绎了一幕
又一幕惊天动地的拉锯战。从大云
山到新墙河，只有短短的数十公

里，这场战争持续了将近五年，日
军在遭到中国军队一波又一波的攻
势下，并未战得先风。这是日军在
中国战场中，遭到比在台儿庄还要
凄惨的败仗。假如不是中国军队为
了要策应缅甸作战，调走了更多的
精锐部队，或是日军再晚些下达撤
退命令，只要日军的撤退晚四十八
小时，那么日军绝对会在第三次长
沙会战中，发生全师团被完歼的惨败
下场。

正是三战三捷，阻碍了日军南
侵的步伐，粉碎了侵略者的狂想。

这是一段用血与火写就的历
史，这片热土下埋葬着成千上万的
抵御敌人入侵而壮烈牺牲的军人英
魂。阵亡只是一瞬间的事，精神上
的折磨才是影响深远的。

1942 年 8 月，也是初秋。战火
中的大云山，依旧是秋意盎然。时任
第九战区副司令杨森上大云山检
查布防，行至黄梁伞，回想起
抗战中死难的将士，心
生悲哀，决定在大云
山刻碑纪念战死的
英雄，选择大云
山隆兴宫外一
块巨大石壁，
凿 成 90 平

方米的平面，刻下“三战三捷”四个
大字，每字占 2平方米。左边镂刻了
64个注解文字：“倭寇侵我中国，在湘
北相持五年，中经大举犯长沙三次，
赖民众协力，将士用命，都予击溃。国
人正精诚团结，矢志澄清，泐石共勉。
杨森题。大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二
月。”如今，这些石刻都保存完好。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
纪，虽然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岁
月已成为昨天痛楚的回忆，始终无
法忘怀。那段为民族生存而战的历
史太过血腥和惨烈，注定要铭刻在
每一个华夏子孙的心底，烙下的刻
骨伤痕，就算是一个甲子的洗礼，也
无法抚平。

让我们再一次凝望这个热血铸
就的历史坐标——三
战三捷！

参加祭奠台儿庄大战无名英雄
墓仪式，此情此景，刻骨铭心，心
情难以平静。遂成此文，寄托哀思。

岁次甲午，时序阳春。台儿庄
大捷，七十六周年。春风浩荡拂古
城，丽日和煦映月水。天南地北，
将士胄裔，素装正颜，汇聚墓前，
布奠倾觞，缅怀先烈。花海如潮，
哀乐低旋。巍巍黄丘为之垂首，汤
汤运河为之呜咽。

时维一九三八，倭寇攻台图
彭。中国军队，众志成城，奋起抵
抗，浴血旬余。倭奴魍魉，死伤掺
重，弃尸万具，猖狂而遁。千年古
城，无墙不饮弹；鲁南大地，无土
不沃血。忠魂英灵，长眠于斯，三
万英烈，名录四千。壮哉！喋血守
孤城，三万将士做国殇；伟哉！舍
生赴国难，以身殉国驱倭寇。呜
呼！区区岛国，蚍蜉撼树不量力；

嗟乎！泱泱中华，醒狮怒吼谁能
敌。斯是丰碑，永载史册；气吞长
虹，日月同辉；浩气凛然，熠耀千
古；炎黄子孙，勒石铭记。

星转斗移，七十春秋，抗战名
城，欲火重生。忠骨遗骸，重见天
日，告慰英灵，聚
土成墓，曰无名英
雄。先烈已逝，
长卧净土，纳天

地之灵气，惠万物之菁华，传后人
以英名，缔万世之宏基。奇矣伟
矣，功被遐荒！

四月八日，胜利之时。为铭记历
史，以昭示后昆，将士之后裔，各界之
人士，踏沉重之足，怀悲痛之情，行祭
奠仪式。缅先烈之灵冢，托今世之哀
思。鸣集结号，震天裂地；诵读祭文，
情真意切；素花一枚，清香三柱；瞻仰
伟绩，捐献文物。

七十六载风雨沧桑，七十六年
岁月如歌。昔日之战场，今朝之古
城。5A 景区，游人如织；两岸交
流，首创基地；非遗博览，文产园
区。复兴梦圆，辉煌再现，先烈

有灵，应安息也。

无锡老兵忆抗战
■ 张严新

寻访小组一行来到了无锡市内
一处温馨的住宅小区，老人早早就
坐在楼下的躲椅上等待着。看到我
们后，老人激动地站起身，握手、
欢迎。老人戴着老花镜，虽已 93岁
高龄，但仍身板硬朗，让人觉得干
净利索。

台儿庄大战纪念馆馆长王祥与
老人进行了交流，得知我们来意后，
老人讲述了 1938年他所经历的台儿
庄大战。由于老人年事已高，听力丧
失，我们只好通过写字进行交流。但
是这丝毫不影响老人的思维和讲述。
提起台儿庄大战，他的情绪激动、思
维敏捷，大战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老人出生于 1921 年，“九一八
事变”时他正在读小学初中阶段，多
次参加学校童子军组织的抵制日货
街头演讲等抗日救亡活动。卢沟桥事
变后，孙英杰怀着不作亡国奴的思
想，加入了西北军冯玉祥部 26路军，
该部总指挥孙连仲下辖 27、30 和 31
三个师，独立 44旅两个团。因孙英杰
曾经学过两年医，所以被接纳为独
立44旅军医院任看护班长。

台儿庄会战前期，部队适时取消
26军番号改为第二集团军，总指挥孙
连仲称总司令。为战争需要又抽调人
员组建兵站，设立了粮食库、军械库

和卫生器材库，孙英杰也被调到该
部任仓库员，分管卫生器材，同时还
负责押送军车。从太谷、洪洞、平遥、
祁县和灵古等县征集大批民工，自
带骡马组建骡马大队。1938年 1月，
部队调驻河南境内，在孝感信阳关
一带补充并训练新兵。并在靠近汉
口的武胜挖掘防御工事，为台儿庄
会战做好了充分准备。

经过兵员补充和训练，1938年4
月，台儿庄战役进入迎战阶段。第
二集团军作为参战主力被调到第五
战区台儿庄一带前沿阵地，兵站分
部入驻徐州城区西关博爱街，去时
又增加了一个监护连保护重要物
资。孙英杰当时就主要负责押送军
车，运送粮秣、弹药、卫生器材等

军需物资，由于白天炮火连天，只
能夜里行车，而且还要绕城而过。
老人在一次执行押送任务时，左腿
膝盖被子弹打穿，所幸没有造成残
疾，治愈后重返战场。

台儿庄大战经过历时半个月的
激战，消灭了板垣、矶谷两师团日军
1万余人，缴获了大量战利品，我军
取得了伟大胜利。讲到我军胜利处，
孙英杰老人坐在椅子上高兴的往后
一躲，笑着说：“台儿庄大战胜利的
消息传开了，很多媒体都报道了，
中央台有新闻，还专门拍的片子。”

战斗结束后，独立 44旅专门抽
了一个团，赶到台儿庄清扫战场。孙
英杰负责掩埋战死的士兵，说到这段
经历，孙英杰老人很激动：“那时真是
惨烈啊，五月的天气，很多尸体都烂
了，环城河两岸臭气薰天，我们每人
都戴了两个口罩。挖好坑以后，就把
尸体拖过来，也不分官兵，直接掀到
坑里去。有时候我们还要抬担架，抬
受伤的士兵，有的士兵半路上就不行
了……”那一次，他们掩埋近3000具
尸体，其中日军尸体1000余具。

尽管战争取得了胜利，粉碎了
敌人企图从津浦路北段侵占徐州的
阴谋，但狡猾的敌人不甘心失败，
重新调整布置，集中兵力从南段蚌
埠、宿县方向强攻。5月 20日徐州
弃守。沦陷前10多天，敌机轮番轰
炸，机关人员和群众拂晓出动到郊
区隐蔽，黄昏回城。我军三个师已
先期撤走，总部和兵站19日撤出郊
外集中。在撤退过程中，兵站领导
突然想起大批鲁南苏北军用地图还

遗忘在徐州城里，这批地图如果落入
日军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兵站的王
铸民马上命令当时年仅18岁的孙英
杰，带上5名士兵，一桶汽油，开卡车
重新返回城内，务必将地图销毁。

这是一项绝对危险的艰巨任务，
因为我军大部队向南撤退时，日军的
先头部队已逼近城区，而孙英杰一行
必须抢在日军之前返城销毁地图，完
全有可能被日军部队包围所吞没。孙
英杰老人说：“当时我们都怀着对日
军的深仇大恨，个人安危全然不顾
了。”孙英杰一行开着卡车，穿过一路
的火光，避开时而爆炸的炮弹，返回
了城内，找到地图，在西关附近的一
片空地，在地图上洒汽油，全部焚毁
了。任务完成后已接近天黑了，在他
们冲出城区时，敌人已占据附近九里
山高地开始炮击城区，两颗炮弹在他
们车后的大街上炸响了，如果晚走一
步，就有性命危险。赶上部队后，孙英
杰向领导报告了任务完成情况，领导
向他竖起了两个大拇指，说：“好！小
孙，你是个英雄，你干了件好事。”

孙英杰解放后曾任中国红十字
会第四队副队长，泗洪县红十字会
副所长，泗洪县医院退休干部。孙
老曾经写过文章回忆自己的经历，
还在统战部的文刊上发表。孙老的
生活很规律，每天 4 点起床看书、
爬山，下午 5点睡觉。每天必看央
视“海峡两岸”栏目，自己还可以
洗衣服，韧针缝衣服。他对现在的
生活非常满意，不时的感慨道：“真
没有想到，我还能活到90多岁，我自
己都没有想到啊。”

2014年8月7日，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江南的天气依然闷热，没有秋凉的感觉。当日，台儿庄区

“英雄台儿庄·寻找大战英烈”寻访小组来到江苏省无锡市，寻访93岁的抗战老兵孙英杰。

■ 郑学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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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8 月 15
日，日 本
宣布无条
件投降，
中国经过
艰苦卓绝
的 8 年抗
战，终于
取 得 胜
利。

同日
晨 7 时 ，
中 、苏 、
美 、英 4
国在各首
都同时宣
布日本投
降。蒋介
石并为此
发表告全
国军民及
世界人士
书，指出

“正义必
然战胜强
权”的真
理又一次
得 到 证
明；并主
张 人 民

“不念旧
恶”，不
要对日本
人民进行
报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