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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学富郑学富

台儿庄战役中的“战狼”

跑警报跑警报

抗战时期，日军飞机常对昆
明进行轰炸，西南联大的师生们
为了躲避轰炸，空袭警报一响，
便往防空洞跑，所谓“跑警报”。

一日跑警报时，刘文典想起
身体虚弱、行动不便的陈寅恪，
便急忙带上几个学生赶往陈的住
所，搀扶陈寅恪往外跑。当有学
生要搀刘文典时，他大叫：“保存
国粹（陈寅恪）要紧！”让学生搀
扶陈寅恪先离开。

当然了，也有人不跑警报

的。据汪曾祺回忆，当时联大有
个姓罗的女生，每到跑警报时
间，她就洗头，因为别人都跑出
去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和她
抢，她可敞开来用，可以舒舒服
服洗头了。另一位姓郑的男生，
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
到锅炉火口上煮他最爱吃的莲
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快
煮烂了。有回，敌机往联大扔炸
弹，炸弹就在离这位老兄不远的
地方爆炸，可他当没事似的，依

然站在锅炉旁搅和他的冰糖莲
子。颇有临危不惧、神态自若的
大将风范。

有位卖牛肉的老板，索性以
轰炸为题材，换了一个全新招牌

“不怕炸牛肉面馆”。这个招牌既
诙谐幽默、又给人以精神力量，
因此，生意特好。人们在郊外躲
避空袭过程中，到了吃饭时间，
又不能回去，刚好，有一对摊贩
夫妇在这里支起个摊子卖烤豆腐
果，于是，人们就买他们的豆腐

果来充饥。久而久之，一些青年
男女在此相遇、相识，情愫暗
生，后来竟然成了夫妻，这豆腐
果因此得名“恋爱豆腐果。”有缘
人能结成百年好合，还要感谢日
本人的轰炸，当然了，这只是笑
谈。

校长梅贻琦“跑警报”次数
也蛮多，警报一来，他也跟着学
生一起往后山跑，飞机来时，他
跟学生一样趴在学生旁边，以
至，在很多学生眼里，这位梅校

长还是很“亲民”的。有次，一
枚炸弹在防空洞口爆炸，幸亏，
梅贻琦跑得及时早钻入防空洞，
幸运躲过一劫。

“见机而作，入土为安”。面
对敌机的轰炸，陈寅恪用这副趣
联来表达对敌人的蔑视与面对危
险时的淡然。日本人妄图用轰炸
来摧毁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最终
没有实现，反而让中国人民越炸
越勇。

随着电影《战狼2》的热映，人们对武艺高强、英勇善战的
特战队的英雄们越发崇拜。在1938年春天发生的台儿庄战役中，
在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军队组织多次奋勇队、敢死队等特战队袭
击日军。其中有一支由57名中国士兵组成特战队，夜袭日军，夺
回了至关重要的城内西北角阵地，保障了城内通过西门和台儿庄
火车站的畅通，为台儿庄战役取得重大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台儿庄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
台儿庄战役打响后，日军矶谷

师团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掩护下，
轮番向台儿庄疯狂进攻，3月 27日，
日军攻进了台儿庄的东北角。守城
官兵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反复肉
搏，双方推进推出，形成拉锯战，我
军伤亡惨重，形势十分严峻。为增
援城内的守军，驻守右翼的二十七
师师长黄樵松命令一五八团三营营
附时尚彬率七、八两个连，翻过城墙
进入庄内支援。时尚彬率领八连先
行，七连连长王范堂带领七连随后
跟进。八连奋勇向枪声密集的街巷
挺进，但是中了日军的埋伏，隐藏在
屋顶上的日军轻重机枪一齐扫射，
不到一袋烟的功夫，八连130余名官
兵牺牲殆尽。当王范堂带领七连赶
到时，时尚彬向王范堂声泪俱下地
喊道：“王连长，完了，完了，八连全
完了。”王范堂见状，立即命令全连
注意隐蔽，向日军迂回攻击。全连
官兵擦干眼泪，怀着为死难弟兄报
仇的决心，与日军展开逐屋逐巷的
拼死争夺。经过 3天 3夜的激烈战
斗，打退了日军10多次疯狂进攻，坚
守住了阵地。部队因连续作战，导
致减员很大，第七连由刚进庄时的
130多名官兵，只剩下57人。

3月 30日这天，战斗进入到白

热化，据《第三十一师台儿庄战斗详
报》记载：“5时顷，我两翼友军遂形
外线攻击，相互进攻均难展步，已成
胶粘阵地之战斗。8时顷，师裁可康
副师长（康法如）之计划，拟先消灭
城西北角之敌，解除西门交通之危
害，令袁团收集现有迫击炮，使用于
碉楼之破坏而肃清之，于 10时顷开
始轰击，卒被轰毁 2所，敌纷纷窜据
城角掩蔽部内及民房与我接近，经
我官兵奋勇驱逐，消灭大半，残敌仍
顽抗挣扎中。11时，敌机 7架旋续
增 5架向台庄轰炸，掷弹百余枚，房
屋倾毁几尽，我康副师长负重伤，官
兵伤亡 300余，尤以袁团为惨重，大
庙之敌遂乘机扩张，东南半部尽陷
敌手，当令袁团第二营于西关，第三
营于北站，入城增援，给王代旅长韩
袁两团长手令如下……”

《李宗仁回忆录》也描述了当时
的危机情形：“在电话中，我（李宗
仁）还指示他（孙连仲）说，你不但要
守到明天拂晓之后，今夜你还须向
敌夜袭，以打破敌军明晨拂晓攻击
的计划，则汤军团于明日中午到达
后，我们便可对敌人实行内外夹
击！孙连仲说，他的预备队已全部
用完，夜袭甚为不易。我说：‘我现
在悬赏十万元，你将后方凡可拿枪

的 士 兵 、
担 架 兵 、
炊事员与
前线士兵
一齐集合
起 来 ，组
织一敢死
队 ，实 行
夜 袭 。这
十万块钱
将来按人平分。重赏之下，必有勇
夫，你好自为之。胜负之数，在此一
举！’……孙总司令和我通话之后，
在台儿庄内亲自督战。死守最后一
点的池师长峰城，又来电向他请求
准予撤退。连仲命令他说：‘士兵打
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
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渡过运河
者，杀无赦！’池师长奉命后，知军令
不可违，乃以必死决心，逐屋抵抗，
任凭敌人如何冲杀，也死守不退。
所幸战到黄昏，敌人即停止进攻。”

1938年 3月 30日，日军占领了
城寨的四分之三，甚至连寨子的西
北角也被日军攻占。当时城内的守
军与外边的联系通道全靠西门这条
路，如果不夺回西北角这块阵地，城
内守军将处于危险境地。日军电台
对外宣称：已全部占领台儿庄。

五十七勇士视死如归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守城主

将、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决定派出
敢死队，夜袭日军。王范堂主动向
守城指挥官王冠五请战，率领全连
尚存的 57名官兵组成敢死队，以求
全歼入侵庄西北角之敌。王冠五接
受了他的请求，临出发前，王冠五拿
出大洋，要重赏敢死队员，可是王范
堂和全体队员大喊道：“我们连命都
不要了，还要大洋干什么？”王范堂
在《台儿庄大战及五十七人敢死队》
一文中回忆道：“我军密集的炮火打
响了，我们 57人，怀着为国尽忠，为
民族牺牲的无畏精神，迅速趁黑摸
出了西门。在炮火的掩护下，我们
敢死队划分为6个战斗小组，均靠近
了敌人占据的小村墙外。此时，与
日军只有一墙之隔，我们的炮弹在
日军的阵地上炸成一片，日军乱作
一团，吆喝声，呻吟声，惨叫声，时时
传到墙外。炮火一停，我们6个组分
别选择越墙位置，跳出掩蔽体，扑向
矮墙……见敌人举刀便砍，听到动
静，抬枪就打，不管前面有多大的险
阻，敢死队员以必死的信念，只知道

一个劲地向前杀，前面的倒下，后面
的紧跟上去……经过约一小时的战
斗，日军丢下了60余具尸体，狼狈地
向北逃窜，我们终于夺回了西北角
阵地。在这次奇袭中，我连 57名敢
死队员仅存 13人……战斗结束后，
指挥部立即派人把我们监视起来，
唯恐我们自杀以报国家。31师师长
池峰城接见并嘉奖了我们。战地记
者纷纷来采访，师长专门介绍了 57
人敢死队的事迹，报纸上也报道了
敢死队夜袭日军的消息。”

《第二集团军台儿庄战斗详报》
关于敢死队的记载说：“31D（师）8时
许，集中迫炮轰击寨西北碉楼之敌，
歼灭大半，余在围攻中。22时，我挑
选奋勇队57名，改穿敌人军服钢盔，
向西北角之敌袭击，敌人误认为友
军，得以挺进敌院内，以炸弹手榴弹
冲杀良久，从此敌益形削弱矣。”《第
三十一师台儿庄战斗详报》记载的
更为详细：“3月 30日，西北城角之
残敌仍在围攻中，刻各部官兵多自
报奋勇誓歼该敌者，如不成功即自
杀，复仇报国绝不生还，职已登记衔

名呈祈核夺。师长阅报后，对官兵
沉痛壮举，深为感奋，当圈定 57名，
各悬奖洋30元，由时营长率领，令王
代理旅长于今夜部署前进……我奋
勇队（57壮士）均戴敌之军服钢盔，
开始向西北城角之残敌袭击，潜行
挺进，有退入敌之掩蔽部者，有进入
敌之院落者，以炸弹手枪纵火冲杀，
敌以沉静应付，我围攻部队即直前
策应，激战良久，敌我均有损伤，终
以院落深重，交通复杂，未获成功，
我壮士有羁留敌阵内二三日后尚在
抗战者，计夺取敌掩蔽部五，房舍是
幢，西北城角敌区益形削弱。”

《李宗仁回忆录》中说：“及至午
夜，我军先锋敢死队数百人，分组
向敌逆袭，冲进敌阵，人自为战，
奋勇异常，部分官兵手持大刀，向
敌砍杀，敌军血战经旬，已精疲力
竭，初不意战至此最后五分钟，我
军尚能乘夜出击。敌军仓皇应战，
乱作一团，血战数日为敌所占领的
台儿庄市街，竟为我一举夺回四分
之三，毙敌无数，敌军退守北门，
与我军激战通宵。”

敢死队员成众人最崇拜的偶像
台儿庄战役胜利后，王

范堂和敢死队战友受到嘉
奖，王范堂也因战功升任第
一五八团三营副营长。

1938年 4月 7日，在硝
烟还未散尽的时刻，《大公
报》记者范长江和《新华日
报》 记者陆诒通过运河浮
桥，踏进台儿庄西门。参观
完战场，在第九十一旅旅部
举行了一个血战台儿庄座谈
会。参加者都是亲历这次血
战的官兵，他们具体详细地
讲述了血战台儿庄的经过。
在座谈会上，范长江和陆诒
获知了57人敢死队夜袭日军
的英勇故事。二人又具体采
访了王范堂和他的战友，把
他们的英勇事迹写成报道，

1938年 4月 13日，《大
公报》在第三版上刊登了范
长江采写的战地通讯《慰问
台儿庄》，文中对敢死队的浴
血奋战描写得更加具体生
动：“这时时尚斌副营长所率
领之57壮士，突然出现，以
神圣果敢坚决之英姿，向长
官请命，愿以最勇猛之决定
的攻击，消灭西北角之敌
人，并皆自立誓言，如不成
功，即皆自杀。果也，他们
满带炸弹大刀短枪，自西门
出去，暗自绕自西北角城
外，然后以迅速之突击，爬
城而入，以毫无顾惜之肉搏
战，将敌人全部消灭。立刻
挽回台儿庄的颓势。而我可
敬可爱的壮士，亦牺牲40余
人，最令人感动着，为最初
受伤之 4勇士，他们被救护
队救下之后，皆同时自杀，
其自述理由为‘未曾成功’，
彼等盖不知其受伤后，其他
同志已将目的完成也。”

《新华日报》于1938年4
月15日刊登了陆诒采写的战
地报道，文中称：“当时城内
我军，与后方联系交通线，
全靠着出西门那一条大路。
敌人不仅占了东北角，而且
在西北角上也有他的据点，
这西北角上发射的机关枪火
力网，实在威胁得我们太痛
苦了。3月 30日晚上，我军
57壮士，奋勇夜袭，解决了
残敌，俘获了步兵百余，杀
伤了敌人六七十名。”

敢死队的英雄事迹经媒
体报道后，引起热烈反响,新
闻媒体纷纷前来采访报道,社
会各界对幸存队员来函来电
慰问,他们成为当时人们最为
崇拜的英雄和偶像。王范堂
和陆诒也成为生死之交，结
下了半个世纪的友谊。

1948年冬，王范堂任国
民党第三十军第三十师少将
副师长。1949年春开往成都
驻防。12月23日，王范堂与
师长谢锡昌率全师官兵约
7000人在成都通电起义，接
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回
到人民的怀抱。以后，他们
二人经常书信来往，回忆当
年在战场上的友情。1950年
12月，王范堂从中国人民解
放军西南军区军政大学高级
研究班毕业后，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二高级学校军事教
官，后转业回到老家石泉
县，1955年调任汉中市文化
馆副馆长， 1976 年退休。
1987年 5月，王范堂因病逝
世。噩耗传来，陆诒万分悲
痛，专门写了一篇悼念文
章，发表在 《团结报》 上，
赞扬和肯定了王范堂的历史
功绩。

中国军队在巷战中（资料图）

□ 张帮俊张帮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