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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烈祠祭烈士先辈

香炉峰护将士亡魂

南岳忠烈祠，依山建于衡山香炉
峰下，这座大陆纪念国民党抗日阵亡
将士的大型烈士陵园，如今成了很多
烈士后人和爱国人士的精神寄托。四
周的山头上，!" 座大型烈士陵墓错
落排开，松柏、翠峦庇护着难以计数
的第九战区和第六战区将士亡魂。享
堂之上，“抗日阵亡将士总神位”巍然
矗立，来往游客焚香燃烛，以励倜傥
忠义之志。

“这里多数烈士都殉于长沙会
战。”南岳忠烈祠的正门口，记者身侧，
站着南岳区文物局副局长刘向阳。“从
!"#"年 "月到 !"$$年 %月，长沙会战
打了 &年，是全国 %年抗战中中日双
方出动兵力最多（日军 ''万人次，中
国军队 !((余万人次）、规模最大、历
时最长的会战。前三次以中国军队的
大获全胜而告结束，)#万余中国将士
战亡于此，当然日军也付出了 *+万余
人伤亡的代价。”刘向阳说，死伤太多，
大多数人已经无法考究了，但是这些
年来，他还在努力寻找烈士后人，搜集
每一个阵亡将士的消息。

抬头望去，忠烈祠的正门是一座
拱形三门重檐牌楼，汉白玉的门匾上
书“南岳忠烈祠”& 个镏金大字，题字
的是薛岳，原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
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也是四次长沙
会战的总指挥。
“忠烈祠始建于 !"," 年，第一次

南岳军事会议期间，许多将领提到阵
亡官兵多‘暴尸战场’，不能掩埋，言者
伤心，听者敛容，蒋介石对此异常痛
心，嘱咐陈诚、薛岳主修忠烈祠。随后
长沙会战打响，战事激烈，修建工作时
断时续，到 *"$,年 '月全部竣工时，
以身殉国的民族英烈已是不计其数，
其中仅少将以上的高级将官就有 ,&

名之多。”刘向阳说，这些年，不用说春
祭、秋祭的大日子，他几乎隔三差五地
就要来一趟，接待、讲解、祭扫，只要有
人邀请，他就想办法挤出时间陪他们
来。到忠烈祠，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改
不了了。

日军一犯长沙受挫

二犯长沙被迫北撤

在离刘向阳办公室不远的一间民
舍的二楼，住着南岳区的另一位“抗战
通”曾瀛洲。-((.年退休后，他被选入
南岳区党史联络组，一本《抗战中的南
岳》编纂用了整整 % 年，如今已经 //

岁的曾老家中最宝贝的物件就是书柜
中的一个大纸盒，里面装着所有他到
重庆、北京、上海、桂林等各地档案馆、
图书馆复印回来的珍贵资料，最宝贝
的他都用玻璃纸仔细装裱，“你看这张
‘第三次长沙会战经过要图’是我好多
年前在湖南省档案馆找到的，可是今
天上半年再去，档案都已经电子化了，
好多老的资料我就再也找不到了。”

.+*+年，《抗战中的南岳》终于出
版问世，家中的夫人也被查出脑瘤，如
今的曾老需要抽出大量时间照顾病中
的夫人，远的地方他也不敢去了，但一
有时间他就会带着党史联络组的组员
们研究抗战。在刘向阳和曾瀛洲的描
述中，这场大战的战略地图渐渐在记
者面前展开———

*",%年 *+月，日军侵占广州、武
汉后，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人力、
物力消耗巨大，财政经济陷入困境 ；
日本被迫调整侵华方针，放弃过去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对国

民政府施加军事压力，削弱其抗战力
量，并以政略和谋略相结合，摧毁其
继续抗战的企图。在其他城市相继沦
陷后，长沙乃国民政府控制下的西南
唯一屏障。

于是，*"," 年 " 月，*+ 万日军进
犯长沙，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第九战
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指挥 *' 个师约
.+ 万人，将进占日军阻于献钟、修水
地区。进至长沙东北金井、桥头驿一线
的日军，遭守军抗击、民众袭扰，加之
补给困难，被迫北撤。

*"$*年 "月初，日军调集约 *.万
人卷土重来，企图击溃第九战区主力
于湘北地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
指挥 */万人利用湘北有利地形，作战
指挥占据上风。但是日军破译了第 "

战区作战命令的电报，改变作战部署，
两军激战，我军损失甚重。最终我军诱
敌至长沙附近捞刀河两岸地区予以围
歼的方针奏效。日军被迫北撤，退回新
墙河以北地区。

!"

万日军三犯长沙

天炉大阵张网捉鬼

当然，长沙会战中“打得最漂亮的
还是第三次长沙会战”，刘向阳、曾瀛
洲，还有岳麓山景区文物管理科负责
人胡滔滔都这么说。

重走当年的主战场，岳麓山已经
成了长沙的著名风景区。沿着爱晚亭
的背后行走 .++米左右，在潺潺的溪
水旁边，能见到一个黝黑的防空洞。洞

门已锁，里面漆黑。胡滔滔告诉记者，
这是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最高指挥中
心、第九战区司令部战时指挥部。

*"$*年 *.月 /日，日本海军偷袭
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等国向
日本宣战。国民政府连夜决定对日德
意三国宣战。

.,日，距第二次长沙会战仅两个
半月，阿南惟畿为牵制中国第九战区
军队，以策应广州、九龙、香港和缅甸
方面作战，调集 *.万大军再犯长沙。
薛岳指挥第九战区 ,+万军队应战，第
三次长沙会战打响。

蒋介石与第九战区长官部电令不
断，均将此次会战视为国家生死存亡
之战。
“薛岳根据之前的经验，布下了

‘天炉大阵’，张网以待，诱敌深入”。胡
滔滔解释道，这“天炉大阵”意思就是
以训练有素、作战经验丰富的部队固
守核心阵地，将来犯之敌歼灭于阵地
前———巩固“炉底”长沙城；具有机动
打击能力的部队担任外线包围，伺机
围歼日军，并防敌军增援———强化“炉
体”；派机动部队迟滞日军，挫敌锋锐，
诱敌深入，尔后转入两翼，加入打击部
队序列，协力围歼敌军———引发“炉
火”；最后，部署有力部队截击日军，以
防敌逃窜———“封闭炉口”。
“这样，犹如天造神炉，将魑魅魍

魉尽灭炉中，以烈火焚烧，使之灰飞烟
灭。”胡滔滔说，岳麓山是天炉最重要
的一道关卡，薛岳也把战时指挥所从
长沙二里牌迁到此处。

成则以功勋报国家

死则以长沙为坟墓

第十军是固守长沙城的王牌部
队，预十师驻守着长沙南郊。日军误认
为预十师战斗力弱，以该师驻守的长
沙南郊为突破口，发动猖狂进攻。彼时
的预十师渡过湘江，占领阵地，破釜沉
舟，并作三线配备：."团守金盆岭至猴
子石为第一线；.%团守白沙岭到修械
所为第二线；,+团作预备队为第三线。
“最初的坚守并不容易。”曾瀛洲

翻着书柜中当年的剪报若有所思。虽
顽强抵抗，但兵力单薄，苦战半日，."
团团指挥所打得只剩下团长张越群、
司号长、几名传令兵以及 *,名警卫和
侦察排官兵，还在用手榴弹一次次打
退日军的攻击。“敌人几次袭击均未得
逞，最后竟使出烟雾弹和毒气弹，我军
官兵缺乏防毒器具，只能用湿毛巾捂
住鼻嘴后撤。”曾瀛洲说，这也意味着
第一道防线被攻破。
“预十师到底能守几天？”预十师

师长方先觉接到了薛岳的电话。“报
告，第一线守两天，第二线守三天，第
三线守两天。”说完，方先觉就给妻子
写下了一封遗嘱：

长沙的存亡!关系抗战全局的成

败!我决心以身殉国!设若战死!你和

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 务令五

子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继我遗

志!报效党国!则我含笑九泉矣"希吾

妻勿悲#

没想到这封信被当时的政治部代
主任杨正华拆看，并全文刊登于第二
天的《长沙日报》上，看到遗书的官兵
们大受鼓舞，纷纷表示“成则以功勋报
国，死则以长沙为坟”。

名城劲旅誓死守土

三战大捷日军逃窜

第 .%团团长葛先才成了下一道
屏障的守门人，“先是收复了几个阵
地，而后日军向明堡工事中投掷燃烧
弹，用人肉炸弹攻击暗堡火力点。为了
与之抗衡，葛先才团长也组织起几十
支敢死队，集中 .+多挺机枪的掩护，
投入修械所一线阵地。”曾瀛洲的声音
有些颤抖，“他们同样身绑炸药，趁着
日军还没有稳固阵地时，猛冲进日军
散兵队形，然后拉响炸弹，与敌人同归
于尽。”

*"$.年 *月 .日，日军第 $+师团
援兵到达长沙，,日，日军逼近城厢修
械所，阵地四次被夺，长沙一度岌岌可
危。最后炊事兵、马夫都上阵参战，全
团战至 &,人，但是抱定必死信念的 .%

团愣是把日军连续 ,日的猛烈攻城阻
挡于长沙城外。

$日凌晨，日军发动猛攻，施放毒
气，战况空前惨烈。中午，日军冲击湘
雅医院，被我军击退。攻至护城河，又
被我军扼止。下午，日军炮兵被摧毁殆
尽，步兵仍在进攻。预 *+师继续苦战，
将辎重营、卫生队均编成战斗部队。傍
晚，日军久攻不下，无计可施，被迫改

变主攻目标。
傍晚，第十军军部响起电话，电话

里传来第 "战区长官部的通报“我湘北
第 ./集团军杨森等部，已从平江山区
出击，断敌归路，其他部队均已出动，长
沙地区的敌人有撤退模样。敌如撤退，
你军无追击任务。”戴罪立功的“军长”
李玉堂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半夜
过后，枪炮声由稀疏而沉寂，长沙度过
了 *"$.年最艰难的 %'小时。

撤退途中，日军又遭遇了我军的
多次伏击、阻截、轰炸、扫射，疲惫至极
又逢孤立无援，退败中的日军死伤惨
重。“部分日军冲不出包围圈，痴呆着
双眼，自毙数百匹战马，又以刺刀、步
枪和手榴弹自杀互杀。只听得战马嘶
竭悲鸣，日军剖腹惨叫，毁坏枪炮炸响
声不绝于耳。”曾瀛洲说。

毙伤俘获抗战仅见

四战失利长沙沦陷

第三次长沙会战历时一月余，毙
伤日军 &'"++多人，其中大队长、联队
长以上军官 *+人，击毙缴获战马千余
匹和大批枪炮弹药辎重。毙伤、俘获之
多，为抗战以来历次会战所仅见。

战役结束，盟军各驻华使节纷纷
赶赴长沙战场参观。美国海军部部长
挥笔写下《告中国人民书》，其中说道：
“数周以来，贵国在长沙之伟大战绩，
非仅为中国之胜利，亦且为所有同盟
国家共同之胜利，而为打击整个轴心
之胜利。”

“当时的美英军队在太平洋战场
连连失利，这一胜仗沉重打击了日本
的嚣张气焰，大大提高了中国军队的
威望和士气，甚至鼓舞了整个反法西
斯战线。”刘向阳说到此也很是激动，
“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出了中国的大国
地位，美英政府主动向中国提出，要废
除西方列强与中国历届政府签订的一
系列不平等条约。”

荣耀和兴奋在 *"$$ 年 % 月终归
于平静，在当年 &月掀开的那场又称
作长衡会战的防御战役———第四次长
沙会战，,+万国军最终没有抵挡住 ,'

万日军的猛烈攻击，*"$$年 '月 *"日
中国军队撤退，日本攻陷长沙。
“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父亲

你舍身弃家，义无反顾，血战日寇，壮
烈殉国。母亲已和您在天堂相聚，你们
可安好？”'月 *"日，霏霏细雨中，南岳
忠烈祠孙明瑾将军墓边，四个人肃立
雨中，那是孙将军的儿子孙瑞星带着
孙将军的儿媳妇、孙女和重外孙女一
起来看他。趁着重外孙女端午放假，他
们专程从上海赶来，给烈士的墓上献
一束花，问一声好。

孙明瑾是当时第十军预十师的副
师长，长沙会战前三役都有他的身影，
*"$,年，他卒于常德会战的厮杀中。去
世的时候，孙瑞星才 ,个月。这些年为
了更好地纪念父亲，他四下搜索父亲
的资料，每年清明前后，他都会来南岳
忠烈祠祭扫，“这次连我外孙女一起带
来，是想把抗战纪念的火把传下去，一
直传下去。”

! ! ! !江苏邳州，湖南长沙。两座城
市之间，铁路旅程 *,*"公里。&月
,+日，&/岁的沈祥忠跋涉而来，手
捧爷爷的遗像。他此行的目的只
有一个：到南岳忠烈祠的总神位
前给爷爷敬一炷香。*"$.年 *月
,日，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在湘江
西岸的岳麓山上，沈祥忠的爷爷
沈庆霖浴血杀敌之后，倒在敌机
的轰炸之下。

终于等来烈士荣誉
.++'年夏天，一名 &+来岁的

中年男子敲开了南岳区文物局的
房门。“我来找爷爷的资料，他是在
这里牺牲的，他是个英雄！”男子额
头上冒着汗珠，声音也有些急促。
待得细问，方才得知，男子的爷爷
*",/年离家从戎，*","年寄来最
后一封家书后再没了音讯。之前听
说爷爷殉国于第三次长沙会战，他
到南京、长沙的档案馆、文物管理
单位辗转多次都未寻到爷爷的相
关记载，为国捐躯的爷爷不能就这
样死得不明不白。
“我爷爷叫沈庆霖，是炮兵营

长，拜托您帮我找找吧。”说话的就
是沈祥忠。
“&,号，沈庆霖，*"*,年生，江

苏邳县人……任 &.军 *"&师直属
山炮营长。*"$.年元月在第三次
长沙会战中在岳麓山炮兵阵地不
幸殉国，年仅 ."岁，葬于岳麓山烈
士公墓，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
少将。”当沈祥忠在《永远的丰
碑———国民党抗日阵亡将士英名
录》中看到这一行的字的时候，眼
泪几乎喷涌而出。
过了这么多年，他总算找到了

爷爷。"&岁的奶奶最大的心愿就
是在有生之年看到爱人得到追烈。
一年后的 .++/年 %月 ./日，奶奶
得偿所愿，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沈
庆霖为革命烈士。捧着《革命烈士
证明书》，奶奶又一次潸然泪下，
“看到庆霖追烈，我死也瞑目了！”

半年后，这位 "'岁的老人静
静地离开了人世。

战役奇兵退敌""次
爷爷的精神和作为是沈祥忠

心中最宝贵的财富。他骄傲地告诉
记者：爷爷不仅是忠士，还带领了
长沙会战中的一支奇兵。*"$*年
底，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沈庆霖
带着他的山炮营抵达岳麓山。作为
长沙的第一高地，岳麓山显然是敌
我双方争夺的焦点，山炮营更是日
军的重点轰炸对象。

黄埔军校十五期毕业的沈庆
霖此前就是所在部队的教官，给
将士们讲解过苏联产山炮。在第
三次长沙会战中，已经升任营长
的沈庆霖更是重要的作战指挥
者。他战前就组织炮兵对长沙周
围，特别是将长沙近郊及城内可
设为标志的建筑物详细加以测
量，制成 *0.&((( 分标点图。时
任国民党第 *( 军预十师政治部
科长的杨正华在《长沙保卫战始
末》中回忆，“我军在岳麓山的重炮
手们（*&(11 榴弹炮），在平时早
把长沙四郊的地形距离准确地
测量……当时我岳麓山的炮兵，
只要有要求，不出一分钟，就可射
出炮弹，准确性极高。”

*"$. 年 * 月 , 日下午 , 时，
预十师的第二道防线遭受了空前
惨烈的攻击，日军的主力开始攻打
东山、红头山一带防线，沈庆霖山
炮营用密集的炮火给来犯的日军
以沉重的打击，有力地支援了前沿
阵地。
此后，日军下令第三师团偷袭

中国军队修械所和山炮阵地，沈庆
霖率全体官兵与来犯的日军展开
殊死搏斗。“工兵探索连和运输部
队都投入了战斗，打退了敌人 **

次进攻。”沈祥忠说，战斗结束后，
满山遍野尽是尸体，沈庆霖在指挥
攻击敌机中不幸遭遇轰炸，为国捐
躯，年仅 ."岁。

一声乡音两行热泪
但直到 .'年后的 *"'%年，故

乡土山镇的人们还没有得到沈庆
霖战死的确切消息。那一年，住在
邻乡薛集乡的薛振华（当时改名叫
薛家强）回乡探亲，到沈家开的浴
池洗澡，正巧碰上了沈祥忠的父亲
沈德凡。
“像，真像！”薛振华攥着沈德

凡的手久久不愿放开，“你是沈庆
霖的儿子吧？跟你爸爸长得真像。”
薛振华几乎是含着泪，一字一顿地
告诉沈德凡———你父亲沈庆霖在
*"$.年元月 ,日长沙第三次会战
中阵亡，是炮兵营长。老战友的口
头信，时隔 .'年，他终于送到了。

原来，在沈庆霖牺牲前 *小
时，*"&师运输营的汽车给山炮阵
地送来弹药。沈庆霖忙站起来说：
“兄弟们，快起来搬炮弹！”汽车司
机听他的口音熟悉，上来搭腔：“营
长，您是哪里人？”沈庆霖听他说
话，知道遇上了老乡，于是有了下
面的对话：
“我叫沈庆霖，家住邳县土山

镇，我父亲叫沈宪邦，在土山镇上
开浴池。”
“我叫薛振华，邳县薛集人。”
“那好，如果我牺牲了，您就替

我报个信！”正说着，日军飞机又来
了，沈庆霖顾不得多说，就投入了
战斗。

烈士故居谁来修复
如今的沈家，虽说日子紧巴

巴，精神上却是富足的———爷爷是
个革命烈士，这让沈祥忠兄妹 '人
倍感光荣，《革命烈士证明书》一直
端正地挂在墙上，每年爷爷的忌
日，兄妹几个都吃一桌团圆饭，给
爷爷上一炷香。

但是他们还有一个未解的遗
憾。几年前，徐州市就在准备修缮
沈庆霖故居浴德池，计划将其列入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是几年过去
了，却没有一分钱资金到账，项目
只好搁置下来。
今年，沈德凡 %.岁了。为了爷

爷故居的事，沈祥忠没少奔波。他
希望能在父亲有生之前让这件事
落定。但是，几年过去了，却丝毫
没有进展。见到记者，沈德凡不断
地道谢。现在，多一个关心他父亲
的人，对他来说就是多一份宽慰。
他知道，想让父亲的精神感染更
多人，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只
要还走得动路，说得了话，他就不
会放弃。

本报记者 王文佳

烽火五年 四战长沙 天炉大阵张网捉鬼
本报记者 王文佳

70多年前的长沙，是一座烽火城池，一场大仗前前后后
打了四次，历时五年，长沙会战消灭日军超10万，把日本“三
个月内荡平中国”的野心浇灭了。

70多年后的长沙，是一座快步前进的现代化都市，岳麓
山上还留存着疆场的陈迹，山顶的炮台遗址立着石碑，静静守
望着湘江对岸繁华的城市；只是过往的游客中少有熟悉那段
历史的，当年的战壕、第九战区司令部临时指挥所纷纷成了游
客们走马观花的拍照景点，唯有云麓宫旁，74年前立下的“长
沙会战纪念碑”还在用风雨侵蚀后斑驳的笔迹娓娓诉说着这
个被称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的战役，第3次长
沙会战被《泰晤士报》评价为“珍珠港事件以来，同盟军唯一决
定性胜利”的战役。

长沙会战灭敌超!"万!粉碎日军速战速决 的战略部署

沈庆霖为国捐躯65年后被追认为烈士，
为他修缮故居的项目尚无进展———

一位烈士后人的心愿

! 我军攻克平江!在巷战扫射残敌的

情景

! 南岳忠烈祠从纪念堂到享堂要走 !"#级台阶!据说是为了纪念第九战区和第六战区阵亡的 !"$位中高级军官 王文佳 摄 ! 薛岳亲笔手书对长沙会战的评价 王文佳 摄

! 岳麓山中第九战区战时指挥部遗址 王文佳 摄

! 第 %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中%指挥部队三次与日寇进行长

沙会战!取得胜利

! 我军机枪阵地正向敌人扫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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