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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激战

不惧日寇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仅

60多天，由王铭章将军任师长
的 122师 366旅 731团，在 9月
12日由当时驻地四川德阳誓师
出发北上抗日。出发前的誓师
大会上，王师长慷慨陈词，激
励大家心怀民族大义，尽军人
保卫国家天职，用实际行动洗
刷川军多年内战秧民的耻辱。
当时天气还较热，单衣短裤，
绑腿，草鞋，装备的是民国元
年制造的老式川造步枪。经过
川陕公路 27天的徒步跋涉，到
达陕西宝鸡，复由宝鸡乘火车
经西安到达潼关，在风陕渡口
过黄河抵山西省境。战娘子
关、守寿阳、援太原、收平遥，最
后据守晋南韩庆岭一线，直到12
月中。其时徐州第五战区因韩
复渠部不战而逃，使日军在占领
济南后沿津浦路一路南犯到泰
安一线。当时的第五战区司令
长官李宗仁将军在他的回忆录
中曾谈到，“那时的徐州已是无
险可守、无兵可调。就在这种危
急时刻，我部奉命由暂驻地河南
砀山杨集驰赴鲁南，进驻临城附
近，随即推进到滕县以北地区，
在邹县、两下店、界河等地，对敌
展开阻击战。1938年 3月初，敌
寇以其精锐中的精锐部队——
日第十师团（矶谷师团），以其陆
军第十联队为主力，在联队长赤
柴八重藏的具体指挥下，集结万
余人，挟其飞机、重炮、坦克
等优势装备，向滕县发起总
攻，企图与鲁东临沂方向南犯
的板垣师团相配合，钳形会师
台儿庄再迫下徐州，打通津浦
线，从而威协我国的抗战中心
大武汉，军情极其可危！”

滕县地区的战事日趋激
烈，我军终以武器装备悬殊太
大，陆续失去外围诸多据点，
部队损伤太大，先后集结城内
据守。此时我军后援部队调动
亟需时间，战区长官转奉统帅
军令，命令四十一军代军长王
铭章将军率部死守滕县三天，
以便国军李宗仁部完成战略部
署，保卫大徐州，斩断敌军前
进路线！

1938年 3月 13日，滕县北
面之敌在突破两下店防线后更
集重兵向滕县进犯。当晚深
夜，团里接师长急电，以急行
军回防增援守城。14日午后，
在距县城十余公里附近，突然
遭遇日军骑兵和机械化部队，
经过激烈战斗以后，冲破敌
兵阻击，继续向滕县疾
进，傍晚时分到达滕县
东关外，奉命扼守关
外四五里范围的几
个圩寨，入晚，
阵地前除稀疏枪
声外，并无敌兵
进击，但北门方
向 则 枪 声 密
集，至深夜乃
渐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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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迂回 战况升级
15日天明后，阵地开始受

到炮击，继而敌人以战车前
导，发起猛攻，因为武器太
差，更没有对付其坦克的武
器，故只沉着应战，专对付它
的随伴步兵，阻其前进，相持
到中午时分，敌人似乎又新增
了兵力，连续几次冲击，我方
伤亡较重，不得已放弃了最前
面两个村子，撤退到后面三个
村子继续抵御，敌人也跟进攻
击。但我方兵员无补充，特别
是弹药奇缺，坚持到晚奉命退
守东关外圩墙，连夜加强工
事。特别令人兴奋的是，是夜
领到很多木柄手榴弹。这种短
距离杀伤力大的武器，最适合
目前我方使用，因为缺乏重火
器杀伤日军，一般都是忍隐到
近距离才开始和敌人拼杀，这
时敌我胶着不远，敌人怕伤自
己人，也不轻易用炮，我方则
正好利用这种空间进行面对面
厮打，这时最好使的就是手榴
弹，加上在受训时叶光文在障
碍工事后投掷手榴弹的成绩就
不错，所以看到领到太多这武
器就特高兴。事实上也正这
样，在第二天的守卫战里，手
榴弹帮了我军大忙，不管单掷
的、流星样的、群掷的、或者

集束绑扎的，的确发挥了它近
战的特有威力。

次晨，刚一天明，敌机就
飞临阵地上空，低飞侦察，有
时还开机枪扫射，而我们无空
防武器，只有注意防范，任其
猖狂，随后炮击开始，敌兵发
起冲锋。我军先不射击，待其
靠近，战友相约，一齐用手榴
弹流星般向敌群投掷，一时就
尸横圩外，大大杀伤了敌步
兵，其攻势挫败。反复多次，
已到午后，阵地前一片沉寂，
借此间隙，才在阵地上急促轮
换地喝水和草草进食。

我军顽强的抵抗，大大出
乎日军意料，联队长赤柴八重
藏再三受到上峰训斥，敌军进
攻更猛了，但仍无法突破我军
防线。稍后些时，气急败坏的
敌人突又调来 10余门山炮，改
用平射向我阵地轰击，一时炮
声大作，尘土飞扬，我军战士
面对面都听不见说话声，守卫
的圩墙挡不住敌人连续激烈的
炮击，不一会儿就墙毁土崩，
防守工事一片狼藉，加上人员
伤亡过大，只好互为掩护，次
第后撤进东关，据关再战。说
来也真可怜，当时我军除了老
式步枪外，只有几挺德国马克

沁重机枪和几门 82迫机炮，如
此劣势的武器，抗击敌人现代
化的飞机、坦克和重炮，所凭
的就是我们现在国歌中所说
的：用血肉在筑起我们新的长
城！

这时不但据守东门战况激
烈，其他弟兄队伍防守的北
门、西门也同样战斗惨烈。这
是敌人志在必得，不顾挫折一
再增兵要攻占滕县。而我军必
须誓死保卫滕县城，在当时战
局上也是至关重要，如果不是
在滕县顽强固守三个半日夜，
参加鲁南会战的大部队就无法
东运到该地集结，并展开战略
部署，也就没有后来的临沂大
捷，更没有台儿庄围歼日寇的
伟大胜利。就因为滕县保卫
战，日寇伤亡惨重，成为敌该
部家乡冈山的耻辱，侥幸活命
的联队长赤柴八重藏战后难在
冈山居住，举家外迁，客死他
乡。也正因为台儿庄一战大捷
后，全国振奋、士气大振。尤
其是日军不可一世的矫妄气焰
为之大挫，三个月就要灭亡中
国的叫嚣也嘶哑了，一度让日
本国内朝野极为震惊，不起眼
的滕县小城和台儿庄一样，成
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敌军猛攻 安全突围

退守东关以后， 16 日天
亮，敌人已将东关作为其攻城
主攻重点，集合大量兵力，更
用空军配合，动员其机械化部
队，更调集重炮兵，向东关发
起猛攻，东关城楼成了目标，
已被炮火击中起火，城墙也被
炸开冲毁 10多米的一段，随即
有敌一部分突入缺口，严翊营
长亲率后备队反攻，将突入敌
寇全部歼灭并夺回城楼，战斗
中严营长不幸身负重伤被抬送
出城，其余连排长及士兵伤亡
惨重，就在这时，叶光文被指
定为代理排长，自晨至午，战
况之激烈已远超昨日，我军打
退了敌人四次冲锋，也付出沉
重的代价，伤亡大半，以至我
部无力再守。幸而这时，740
团王麟团长率部来援，大家
才撤下城楼，整顿后改作
预备队，退据附近民宅待
命。而战况越炽，东关曾
一度被敌军突进，被叶光
文奋力反击，终将敌击
溃，我军仍然守住了东
关，敌主要指挥官联队
长赤柴八重藏背部中枪

负 伤 ， 险 些 丧
命。王团

长因病在晋东时曾送回四川治
疗，病愈后立即回到部队上前
线指挥战斗，但在随后的防御
战斗中，被弹片伤其头部，战
地无抢救条件，还未送到后方
即壮烈殉国！

王麟团长阵亡后，所部由
副团长何煜荣升代领，仍死守
东关城楼，次日敌军继续猛
攻，敌机也在县城上空狂轰滥
炸。17日，王铭章代军长率同
参谋长赵象贤等到战斗一线巡
视，首先来到东关，嘱咐大家
要尽现有条件，防避敌人空
袭，减少人员损失，保存实
力，以备随后巷战。这是叶光
文最后一次见到代军长。后来
突围回到徐州后才得知，王将
军一行在由东关返回指挥部的
途中与从西关突入的日军遭
遇，是时王将军见援军无望，
遂向顶头上司孙震将军发报，
称“决以死拼，以报国家”，后
亲率警卫排到城西关的电灯厂
附近拼杀。但此时敌军已占领
西关城楼，在城楼上架起重机
枪扫射。王将军在指挥巷战时
不幸被敌机枪射穿胸部等多处
地方。随行的李少坤赶紧用白
药喂他，但血流不止，又用绷
带一圈一圈地缠、扎，但血还
是喷涌不止啊，鲜血浸透了绷
带和衣服，18 日下午 3 时许，

将军终因伤势过重，壮烈牺
牲，实践了他在奉命死守孤城
时许下的“人在城在，城亡人
亡”的英雄誓言，年仅 45岁，
成为抗战初期我国阵亡军衔最
高的将领之一。同时为国献身
的还有 122 师参谋长赵象贤，
124师参谋长邹绍孟和副官长罗
辛甲等。

18日午后，敌人已从被炮
击坍塌的各缺口处突入城内，
我军守城残部撤下后会合在一
起，借民房展开巷战，这时城
内已敌我混战，我部已失去系
统指挥，完全是各自为战。叶
光文和 11位弟兄及 2个同学逐
屋且战且撤，向南门方向转
进，想伺机突围出城。但一到
南门附近，关内外都枪声密
集，乃知敌军已经绕占了南
门。原想由此突围已不可能，
就又退回小巷一民宅，宅内只
有一位老大爷在，后来知道他
姓郑，家人已早出城了。他告
诉大家，敌人已占领了南关，现
在正乱，人少，硬打是不行的，
可暂时留在自己屋里。等天黑以
后，带大家去一处较隐蔽处突围
出城。正是在这位滕县老乡的帮
助下，才辗转回到徐州附近的
拾屯我部驻地归还建制。

这次滕县巷战后的突围行
动，不仅是这十多人，还有好

多弟兄部队的官兵，都是在滕
县老乡冒着敌人枪林弹雨的掩
护帮助下，才得以安全突围顺利
出城归队的。对此，叶光文至今
仍记未忘。就在 2008年那次拜
祭活动结束后，叶光文特意去县
城东头参观了现在还巍然屹立的
元代龙泉古塔，还去东关几处小
巷寻觅当年的救命恩人郑大爷，
遗憾的是七十年岁月沧桑，景物
全非，当年旧址连同城垣都已不
复存在。追忆往事，不禁感慨万
千。更对当年那些善待和帮助
过叶光文的那些滕县父老乡亲
怀想深深，感念无限。后来的
滕县有一条路叫善国路，这是
对善良的滕县人民最好的体现
和记忆啊。(本文是根据叶光文
2013年忆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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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17日，叶光文作为当年滕县保卫战川军
抗战幸存老战士，和部分烈士后代共16人，在滕州市烈士
陵园拜祭了70年前为国家民族流血牺牲的先烈前辈们。
叶光文说：“那是我滕县保卫战之后第一次重返大战故地，
心情格外激动，但更多的，是悲伤，是流泪，是心酸。之后，
再也没有回那旧战场去看一看，一方面，是由于年事已高、
身体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是不能控制个人的情绪，心中
滋味一言难尽，一语难表。”七十五年前的那场狼烟四起血
火纷飞的战争，使中华河山破碎，人民生灵涂炭，全国数千
万军民同胞遇难，有十七个省区被暴敌铁蹄践踏。作为抗
战老战士的一员，叶光文当时还不满18岁，对亲历的滕县
保卫战至今历历在目……

烽 火
岁 月

川军老战士叶光文川军老战士叶光文

铭记历史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缅怀先烈

叶光文，系川军抗日老战士，
本家境较好，但中学没读完，即国
家蒙难，奋而弃学从军，报效中
华。1938年追随王铭章将军参加
滕县保卫战，后又参加徐州会战、
长沙会战、缅甸远征军等，对日作
战达70余场，歼敌20余，战后定
居四川省成都市。先后撰写回忆
文章11万余字。2013年为健在的
滕县保卫战 2 名川军老战士之
一，是年6月25日在成都逝世，享
年93岁。

叶光文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