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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中午，日军第18师
团第 124联队和炮兵大队
组成的第 10军左侧支队，
从平湖全公亭登陆，北进枫
泾，而第 18师团主力经亭
林转向枫泾，打算会合后再
进攻嘉善与嘉兴。由于我
军节节阻击，左侧支队在 8
日 15时才到达枫泾镇东侧
公路一线，结果一头撞上我
军第 1117团的阵地，激烈
的枪炮声宣告枫泾-嘉善
阻击战打响了。

第 1117团 是 湖 南 部
队，11月初奉调前线，在 8
日拂晓的大雨中到达嘉善，
11时进驻枫泾永备工事。
整个白天里，日机不断投
弹，企图破坏我军工事。15
时，第 1117团第 2营在镇
东与日军激烈交火，击退日
军。也就是 8日晚，蒋介石
下令上海战场的我军主力
全面撤退至苏州与嘉兴以
西，第 10集团军则奉命坚
守嘉善，掩护嘉兴。

9日起，日军除了从北
面追击由上海撤退的中国

军队，还加强南线攻势，力
图尽快突破枫泾。日军第
18师团战报记载，当天9时
起，日军左侧支队疯狂进攻
枫泾镇北旺泾一带的中国
军队碉堡，本以为对方一击
即溃，没想到却踢在铁板
上。由于道路泥泞，日军伴
随炮兵都没跟上来，左侧支
队只能靠步兵泅水过河，强
攻我军工事，损失不小，连
指挥官手冢省三少将都受
伤了。

后人曾实地考察现存
的北旺泾重机枪工事，其迎
弹面钢筋水泥厚60厘米以
上，设计抵抗150毫米口径
炮弹轰击，而且工事就在东
西向的秀州塘与亭枫公路
之间，控扼这里的水路和公
路，易守难攻。但要强调的
是，它毕竟只是警戒工事，防
御体系不完备，容易产生防
御死角，或陷入三面受敌。

随着日军第 18师团主
力随后到达枫泾，猛攻枫泾
西南部，我军第 1117团伤
亡惨重，战斗减员七成以

上，团长张伟负伤，团附方
学苏牺牲。此时，前来换防
的我军第 109师第 654团
眼见形势紧急，遂直接加入
战斗，与第 1117团并肩作
战，团长黎荫堂也在战斗中
负伤。入夜，日军发起夜
袭，被我军击破。

10日 11时许，伤亡殆
尽的第1117团从枫泾镇北
端纵横水港突围，这意味着
枫泾警戒阵地开始动摇。
16时许，第654团也撤至枫
泾镇以西的主阵地第一防
线，与第 128师第 764团协
同作战（该团团长沈荃是文
学家沈从文之弟）。至此，
我军全部撤出枫泾警戒阵
地。

后来，日本随军记者曾
拍摄过一组战地照片，其中
一张画面中，一群趾高气扬
的日本兵站在北旺泾工事
周围，而他们身旁的两根长
竹竿让人费解，据分析，日
军用长竹竿挑着火把，熏烧
碉堡的射孔，从而攻下这座

“苦战的碉堡”。

浴血枫泾 战况激烈

惨烈的后卫搏杀
1937年淞沪会战的最后高潮

编者按：
73年前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

民战胜日本侵略者。今日选发《惨烈的后卫搏杀》一
文，旨在纪念“8�15”，也是为了铭记历史，守护和平。

1937年 8月 13日，淞沪会
战爆发，枫泾属于中国第 8集团
军负责的杭州湾北岸守备区，但
此区无战事，乍嘉线上没什么兵
力。8-10月间，中日军队围绕
沪北、沪西等地反复拉锯，双方
都损失惨重，战局胶着。为尽快
结束“上海附近战斗”，日本决定
增派第 10军登陆杭州湾，从上
海南面夹击我军。作为配合，前
线的日本上海派遣军加大进攻
强度，迫使我军从杭州湾北岸抽
调援兵，而前来接防的部队却没
到位，导致防御空虚。

11月 5日凌晨，日军第 10
军在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登陆，
日军未遇有效抵抗，倒是泥泞的

道路与一望无边的稻田，让炮兵
与辎重滞后，有的部队因建制打
乱而失控，有的迷路了。就在这
一天，正准备赶赴奉贤南桥的中
国第10集团军司令刘建绪获悉
敌情后，转进嘉兴建立指挥部，
组织抗击。他命令相关部队停
止调防，并从东西两侧夹击登陆
日军，后方部队也快速起运，其
中第 79师急进金山堵截日军。
6日，刘建绪又根据敌情调整部
署，把防御重点放在嘉兴-嘉善
一线。7日，第192师第1117团
进入枫泾，原在嘉定的第109师
也乘车赶赴这里，驻宁波的第
128师出发，稍后进入嘉善附近
的乍嘉线主阵地。

紧急应变 风雨兼程

枫泾镇的白牛新村里，至今
留存着一座“德式碉堡”，防护门
旁有“民国廿六年”字样，附近还
有几座轻重机枪工事，而在镇内
的油车弄里，高高的屋墙上仍能
依稀看到当年日军轰炸的痕
迹。这一切，让人仿佛回到那段
血与火的岁月。

20世纪 30年代，枫泾分为
南北两个镇区，南镇区属浙江，
北镇区属江苏。经历1932年第
一次淞沪抗战后，为防范日军，
国民政府不仅修建苏（州）-嘉
（兴）铁路防线，构成“苏嘉沪军
事大三角”，还在南起乍浦，北至
嘉善西塘构筑永备工事防线（即

“乍嘉线”），以保护杭嘉湖一

带。枫泾虽不是乍嘉线的主阵
地，但北镇区西北角、镇东天主
堂、镇东南北旺泾及火车站的工
事构成了嘉善主阵地的警戒阵
地，用于迟滞敌人，给主阵地兵
力展开赢得时间。

当时，德国军事顾问指导中
国工兵修建了千余座钢筋水泥
工事，因为风格充满“德国味”，
以至于军方拿一战德军的“兴登
堡防线”做比拟。可是这条“东
方兴登堡防线”是为了阻击从东
北方上海来的日军，因此多数工
事的射孔都朝向东北，仅有海岸
边的少量工事射孔朝向东南面
的杭州湾，后来日军正是在那里
登陆并抄袭上海中国军队后路。

“东方兴登堡防线”

尽管放弃了枫泾警戒
阵地，但接下来的数天里，
中国第10集团军特别是第
128师的湖南子弟兵们继
续在位于嘉善的乍嘉线主
阵地浴血奋战，为友军争取
撤退时间。

文学家沈从文曾对战
斗 有 过 细 节 描 述 ：“ 这 次
128师全部官兵，在嘉善一
带地方，用一些简单轻便武
器，奉命参战。某一营官
兵，藏在壕沟和被炮弹炸成
的孔穴里，任敌人飞机大炮
拼命轰炸，一天落下600枚
炸弹，还是死守阵地不退。
到后来一营兵士仅仅剩下
16个人，营长负伤了，连长
排长全部死光，这 16个同
乡，见敌人前进，居然还爬

出壕沟，和敌肉搏。”
战斗中，为了阻敌前

进，必须炸毁公路上的桥
梁，128师有 30个同乡，从
工事中爬出，带了炸药、手
榴弹、轻机枪，从水田里爬
到桥边去。日军发现后，炮
弹炸弹横飞，每人平均挨到
约三四枚，周围被炸得犹如
被新耕过的田一样。最后，
30位战士死伤了 24人，终
于有两个人爬到桥边，抛了
五个手榴弹，把桥头的日军
机枪消灭，然后把 60个黄
色炸药包绑在桥边撑柱上，
接 通 雷 管 引 信 将 桥 炸 毁
了。“这兵士一个姓滕，一个
姓宋，都是黄狗冲人，年纪
只有16岁。”

还有一次，一个连长在

掩体内作战，腿上、手上、脸
上，带了轻重三次伤，兵士
要他退下，他不肯退。一连
人大部分已伤亡，只剩余
11个年轻兵士。这连长和
11个兵士守在一个最不利
于敌人同时又最重要的地
点，最后工事被炮弹击中，

“连长当场阵亡，（尸体）只
剩下两只脚，被那唯一生
还的忠勇的勤务兵抱回。
连 长 姓 陈 ，廖 家 桥 乡 下
人”。

13日 ，上 海 宣 告 失
守。14日（一说 15日）起，
第 128、109师相继撤出防
御阵地，枫泾-嘉善阻击战
至此结束，也宣告淞沪会战
落下最后的帷幕。累累累1

（摘自《新民晚报》）

三湘子弟 前仆后继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资料图片）

日军涉水登陆金山卫（资料图片）

上 海 金 山 与 浙 江 嘉 善 交
界处，有座美丽的枫泾古镇，
小桥流水、金枫黄酒、美味丁
蹄，是人们对它的第一印象。
您 可 曾 知 道 ，在 1937年 淞 沪
会战的最后阶段，中国军队与

日 军 第 10军 第 18师 团 在 枫
泾-嘉善一带既设国防线鏖战
多天。在淞沪会战爆发 81周
年的纪念日，让我们拨开历史
迷雾，去探寻那场“绝命阻击”
的生死之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