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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星期一 一寸 一寸 !昆仑关战役

! ! ! !为了切断中国海外交通补给
线，!"#"年 !!月，日军从钦州湾登
陆，占领南宁，攻占昆仑关。中国军
队调兵 $%万，组织了以昆仑关为主
战场的桂南会战。!"&"年 '(月 )*

日至 &)日，中国将士阵亡 )+$万人，
最终夺回昆仑关。这个数字的后面，
是戴安澜师长身先士卒挥刀向敌，
身负重伤不下火线；是 !万多名士
兵前仆后继冲向敌阵；是被日军毒
气弹呛瞎双眼的士兵凭感觉向着军
旗的方向致以最后敬礼……他们用
血肉之躯守住了桂林，守住了重庆。

对昆仑关的那场血战，当代研
究者形象地称之为“‘钢’与‘钢’的
对决”。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
团，在占领昆仑关、南宁后，与抗战
时期组建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同
样有“钢军”之称的国民革命军第五
军在昆仑关展开决战。

围绕着金龙山、石牛山、石人
山、罗伞顶、公费岭等山头，双方展
开拉锯般惨烈的阵地争夺战。日军
倚仗着山头坚固的阵地工事和飞机
增援，凶残地使用毒气弹，造成我攻
坚将士惨重伤亡。而日军第五师团
也尝到了中国军队“钢拳”的滋味。

勇占石牛山
石牛山为昆仑关东北要点，由

日军部署第七中队据守。!"&"年 !(

月 !*日，我军荣誉第一师对石牛山
正面进攻，未能夺下。!"日，荣一师
先从正面攻击未奏效，继而分击敌

人两侧，受到敌军火力猛烈侧射。此
时，我军连长安朝宣和排长杨朴明
毫不畏惧，率队直冲敌阵地，双方短
兵相接，展开肉搏战，全歼守敌，日
军中队长小川谷一大尉被击毙，我
军占领了石牛山。

血战罗塘高地
罗塘高地是敌方固守的支撑

点，为昆仑关西南屏障。敌部署二十
一联队迢田中队把守，配以轻重机
枪 (*挺，外围有三道铁丝网。荣一
师第二团在炮兵掩护下，奋力冲锋，
冲到敌阵地前用铁锹、十字镐、锄头
等破坏铁丝网，突入内围，与敌白刃
肉搏。击毙敌军长官 !%余名，士兵
(%%余名，荣一师第二团的突击队伤
亡巨大，仅存数十人。

会攻界首地区
荣一师发动攻击后，先后占领

了金龙山、仙女山、老毛岭、四四一
高地、罗塘、石塞隘等。后来，日军增
援部队抵达，我军连续进攻未能突
破日军的第一线阵地。

!"&"年 !(月 (*日，荣一师、第
(%%师、第 ((师协同向界首守敌发
起新攻势。("日，第 (%%师向界首东
西各要点发起猛烈攻击，各据点敌
方伤亡殆尽。日军为垂死挣扎，竟在
前沿阵地施放毒气弹，我军冒着毒
气，拼命向山上攻击，步枪、机枪、手
榴弹一起开火。经过几个小时的激
战，歼敌大部，胜利占领界首高地。

击毙中村正雄
!(月 (%日，日军第五师团第二

十一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率两
个大队增援昆仑关。至此，中村正雄
开始踏上了死亡之路。

途中，他们不断遭到新 ((师和
第 "(师等部队的截击、伏击。中村
不得不率队绕到山中，在昆仑关附
近七塘遭到我伏兵截击，左颊被子
弹射中。($日晨 *时左右，中村正雄
在九塘附近观察情况时，再次被我
军击穿腹部造成重伤。当晚日军军
医在九塘附近的一座民房里给中村
做手术，刚打开腹部，我军火炮即向
该方向射击，一颗迫击炮弹不偏不
倚击中该民房的屋顶。虽然日军军
医舍身趴在中村的身上，中村似乎
并未直接被弹片击中，但是想来飞
沙走石也灌了一肚子。军医虽然将
手术最终做完，但中村正雄还是于
(,日凌晨 ,时 )*分毙命。

中村正雄在从南宁增援昆仑关
的短短几十公里的路上，接连三次
被我军击中（两次枪伤外加一颗迫
击炮弹），可见昆仑关战事的激烈。

中村正雄临死前在日记本上写
道：“帝国皇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
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钢
军’的称号，是因为我军的顽强战胜
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
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国
更强的军队。”

本报记者 叶薇 整理

!"#"年底!中国军队在广西沉重打击 日军王牌第五师团!取得重大胜利"""

苦战兼旬 攻克昆仑寒敌胆 扬威万里 扫清倭寇慰忠魂
! ! ! !六月的南国，烈日炎炎。从广西壮
族自治区南宁市市区驱车一个半小
时，到达昆仑关。道路崎岖，沙尘满天，
大型施工车来往穿梭，几乎看不到人。
很难想象，-.年前，这里爆发过一场
惨烈悲壮的对日攻坚战。

)"&"年底，我国军队在广西学生
军和当地数万群众的支持下，经过十
多天殊死搏斗，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
空前惨烈的高地争夺战，击毙日寇第
五师团旅团长少将中村正雄，歼敌近
,/%%人，缴获大批武器和物资，我方
伤亡达 )万多人。昆仑关战役是中国
抗日攻坚战取得的重大胜利，沉重打
击了日军王牌第五师团。
“从去年底开始，遗址保护区启动

升级改造工作，纪念馆、博物馆都关闭
了，你来得不巧。”昆仑关战役遗址保
护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王晓玲向记者介
绍，“不过，战役遗址区正常开放后走
一趟，你会很有收获。”

"#名要员题词题联
昆仑关位于南宁市兴宁区昆仑镇

与宾阳县交界处领兵山之山隘中，是
大明山的东向余脉，自古以来就是祖
国南疆的天然屏障。
遗址区南入口处，是一座四柱三

门的花岗岩牌坊，经过半个多世纪的
风雨冲刷，牌坊在周围古松修篁的掩
映中更显古朴庄严。
“遗址区主要有南北两块牌坊，一

个纪念塔，三个公墓，全部建于 )"$$

年之前。”管委会工作人员黄艺瑜陪着
记者边走边说。这位 "%后小姑娘，说起
这些如数家珍，“我老家是百色革命老区
的，我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花了些功夫
研究，平时还要给很多游客讲解。”
昆仑关之战并非中国战场上最大

的战役，可抗战还没胜利，当时的国民
政府就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修建了阵
亡将士墓园，还有 ),位国民党政要在
这里亲笔题词题联，除了一名没有军
衔和一名为中将外，其他 )&名全是上
将军衔。这座墓园云淡风轻、安度春
秋，墓园的物品穿越了 -%多年光阴得
以保留。
牌坊正面，中间横刻“陆军第五军

昆仑关战役阵亡将士墓园”，外柱刻有
主攻昆仑关的国民党第五军军长杜聿
明的题联：“血花飞舞，苦战兼旬，攻克
昆仑寒敌胆；华表巍峨，扬威万里，待清
倭寇慰忠魂”。左右横批则分别刻有当
时国民党将领徐永昌、李宗仁的题词。
进入南牌门，沿着 &%%多级的石阶

往上走，不一会就汗流浃背、气喘吁吁。
“石阶很高，还有个斜角，爬起来很累。
你可以想象，当初战士们往上攻山是多
么辛苦，随时有流弹，有日本鬼子四面
八方袭来，这就是一条血肉堆成的路。”
到达山顶，山风猎猎，平地相当于

两三个篮球场大小，),米高的“陆军
第五军昆仑关战役阵亡将士纪念塔”
立在中央，像一把利剑直指蓝天。塔名
由杜聿明题刻，塔身分别刻有题词：
“碧血千秋”、“气塞苍冥”。塔身上的长
篇碑记和纪念碑词则分别由李济深和
白崇禧撰书。
“关山无恙，壮士不归。自古有死，

死得其所。气薄云天，热血后土。英灵赫
赫，芳草萋萋。千秋万代，视此丰碑。”

纪念塔后面约 (%米处，建有品字
形的宽阔平面公墓，下面安葬着阵亡将
士的遗骨。墓台前方竖立三块花岗岩墓
碑，刻有 &%%%多名阵亡将士的英名，虽
然日久天长，风雨侵蚀，但碑上文字仍
依稀可见。有些名字用黑漆描过，大概
是烈士的遗属在祭奠时留下的手迹。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纪念物都

保存完好，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地
的百姓，他们自发组织守山护墓，纪念
抗日将士。”黄艺瑜介绍，(%%,年，南
宁市政府成立了昆仑关战役遗址保护
管理委员会，统一规划和管理，战役遗
址已成为重要的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

$%岁老人写来寻亲信
站在山顶，眺望四周，只见群峰连

绵，沟壑纵横，蜿蜒的两条公路在翠绿
的山谷中像飘带，时隐时现。昆仑关地
处柳州到南宁的咽喉地带，战略位置
很重要。在古代，从南方到中原的驿路
上，昆仑关是南北通道的一个重要关
隘。)"(.年修筑南宁至柳州的公路，
它成为广西到越南乃至我国到东南亚
交通线的要塞。历史上这里曾发生过
十多次战事。
鲜血染黄土，青山埋白骨，昆仑关

的每一寸土地都残留着战火的痕迹。
“当初日军占领昆仑关，就是要掌握这

个要塞，切断中国抗战物资的国际补
给线。”
返程时，跟随小黄从昆仑关古道

上行走。“你脚下的石头都有些年头
了。昆仑关至今已经有 (%%%多年历
史，建于秦始皇时期，明末清初正式修
建关楼。”
在关楼前，我们碰到了一名卖香

的阿婆。阿婆在附近住了几十年，昆仑
关战役爆发时，她只有四五岁。“鬼子
来时，爸爸带着我和妈妈躲进山里，鬼
子走了后我们才回来。”只要天气合
适、腿脚方便，阿婆每天都会给先烈们
上炷香，“他们都是大英雄。”
每到一些重要纪念日，比如清明

或抗战胜利日，一些当年参加过战役
的老兵相聚在昆仑关，还有不少是从
全国各地过来寻亲的家属。
战役遗址保护管委会副主任王晓

玲手里有一封特殊的寻亲信，辗转多
个部门，前不久送到她这里。信中写
道：“父亲高仁岑，)"&" 年在长沙投
军，不久后开赴前线抗日。父亲投军后
与家人失去联系，我当时只有 )岁半，
母亲只有 )*岁，母子相依为命。母亲
一直未嫁，等父亲等了 .%多年，(%%,
年过世。我也 -*岁了，希望在有生之
年再次寻找父亲的下落，也好对我的
儿女孙辈有个交代……”
写信人叫高文彬，通过网络搜索

父亲的名字查到了“昆仑关战役阵亡
将士录”。“他之前压根不知道父亲参
加了昆仑关战役，查到名字也不敢确
信，希望我们能查实名录上的‘高仁
岑’究竟是不是他的父亲。”王晓玲坦
言，会尽一切努力核查，但难度很大。
当时阵亡 )万多名将士，只有 &%%%多
人有名字记载，更多的战士没留下任
何讯息，消失在莽莽昆仑中。

博物馆&月重新开放
遗憾的是，由于整修，此行没法参

观昆仑关战役博物馆。(%%*年，南宁
市政府主持修建了博物馆，全面再现
)"&"年 )(月中国军民英勇抗击日本
侵略者、取得震惊中外的昆仑关大捷
的战斗场景。
博物馆由抗日民族英雄戴安澜将

军长子戴复东（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
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设计。戴安澜是国
民革命军第五军 (%%师师长，在攻打
昆仑关的过程中，亲率两个团兵力，以
大刀、铲刀和血肉之躯，割破日军满山
遍野设下的铁丝网，攻破昆仑关最后
一道大门———界首阵地。戴安澜守护
了这片土地，而他的儿子在这片土地
上主持设计了百项建筑，包括这座激
励中华儿女的昆仑关战役博物馆。
“戴安澜将军的三个子女———戴

复东、戴澄东、戴藩篱对昆仑关很有感

情，都来过这里，还将他们收集的各种
抗战资料送给我们。”小黄说。
昆仑关战役爆发时，国共合作、全

民抗战步入第三年，广西一带合作的
氛围比较好，当时在桂林还有八路军
的办事处。将士们在前线杀敌，广西学
生军、各类抗日组织还有当地群众为
前方捐款捐物，运送弹药粮草，救护伤
员，也为战役取得胜利起到积极作用。
昆仑关战斗打响后，宾阳县有 ,万多
群众手提火把，冒着严寒，经过两天一
夜的奋战，在坚硬的公路上硬是挖出
了几个长 $米、深 &米的大坑，阻碍日
军增援部队进宾阳，还破坏了两座桥
梁。县城内所有的学校、祠堂、庙宇以
及闲置房屋全部用来作为临时医院和
收容处。
王晓玲介绍，从去年底开始，昆仑

关遗址开始升级改造，包括拓宽道路、
重新布展博物馆、建造石刻碑林，保护
修复文物以及加强景区的配套服务，
希望为更多人纪念英烈创造更好的条
件。“比如，布展方面增加了广西抗战
和中国抗战部分；石刻碑林部分，不仅
有抗战标语、口号、名将名言、国共领
导人抗战论述，还有抗战家书、抗日将
领的诗歌等。”

今年 "月 &日，抗日战争胜利 -%

周年纪念日当天，博物馆将以崭新面
貌重新开放。

! ! ! !在昆仑关采访，不管是管委会的
工作人员，还是周边的村民，都提到了
“抗战老兵”。他们大多超过 *,岁，眼
睛花了、耳朵背了，腿脚不利索了，却
一门心思要到山顶去祭拜战友。"&岁
的抗战老兵张近志已是昆仑关的常
客。他经常独自一人乘火车，转两次班
车，从广东顺德辗转来到昆仑关老战
场，就为了“见见”战友。

他曾是国民革命军 .$军 ),,师
师部医院的一名军医，随部队在昆仑
关外围的宾阳一带作战。因为在战地
医院里抢救伤员，他看到过许多前线
战友的生离死别，一直无法忘记昆仑
关战场。像他这样的老兵，在昆仑关还
有不少，但数量正在逐年下降。

与志愿者一起看望老兵
要找到抗战老兵的联系方式不容

易。记者通过广西慈善组织“壹方基
金”得到了参加过昆仑关战役的老兵
李日福的电话。
“让志愿者带你去吧，老人住的地

方不好找。”基金负责人“苹果”介绍，
志愿者都是兼职，一般两三个志愿者
负责一个片区的老兵。
当天早上 *时 &%分，记者和志愿者

“诺言”“微笑”相约碰面。“我们是被临时
抽调过来的，平时不负责这个片区。”身
穿“关爱抗战老兵”蓝色工作服的“诺言”

解释说，自己也是第一次去李日福家。
老人住在南宁市五一路东南村，

我们一行三人一路找一路问，只有七
八十岁的老婆婆知道这个名字。我们
花了一个小时，终于找到老人的家。
“这还算好找的，还有些在农村的老
兵，光是找路我们就得花一天时间。”

李日福老人今年 "$岁了，他一看
到蓝色工作服，就握住了志愿者的手。
“阿公，我们来看你啦。”“诺言”声音洪亮
地说，他怕老人听不见，老人连连点头。
老人身子骨还算硬朗，但对早年

的事情已经记不太清了，他说：“我是
宪兵，当时要考的，跟着宾阳县古副县
长打日本鬼子，打了一天一夜！有个女
的给我们送粮食，没送到就被小日本
打死了。”听老人说话时，“诺言”和“微
笑”一直握着老人的手。

他们不怕死但怕被忘记
“对老人好，就是对自己好。每见

一次老兵，我就觉得自己得到了滋养，
他们从那么多大风大浪过来，心境豁
达。有时候不说话，就待在他们旁边，

我就觉得内心很宁静。”作为这个志愿
者团队的“老同志”，“苹果”深有感触。

她印象最深的是参加过昆仑关战
役的老兵李接福。老人参加过武汉会
战，后来加入国民党第五军戴安澜将
军的第 (%%师。
“苹果”说，老人对于那段历史记

忆犹新，每次提起都会感到很光荣。老
人现在住在桂林市临桂县庙头镇，平
时喜欢种些花草，还会踩三轮车把花
拉到街上卖，“庙头镇的人大都知道这
个卖花的老人，却不知道他曾在战场
上和敌人短兵相接，搏过生死。”

每次去看望老人，“苹果”有点开
心，又有点伤感。“他们不怕死，怕被忘
记；不怕流血流汗，怕得不到尊重。”

和时间赛跑记口述历史
广西作家刘玉正在做的事情，就

是不让这些抗战老兵被遗忘。$年前，
通过关爱老兵志愿者，刘玉接触到抗
战老兵这个群体，从此，他加入志愿者
组织，定期看望老兵，并开始采写“抗
战老兵口述历史”。

“俺们 ,-团先是去昆仑关待了几
个月，在那边修战壕，筑工事。那时候
日本鬼子已经到了昆仑关……鬼子后
来在南宁生病了哩，要不然我们也没有
那么容易拿下昆仑关……鬼子放了毒，
俺们那一夜死了 $个人。先前本来讲好
要去埋他们的，结果俺自己也中了毒，
拉起肚子来了。拉了三天肚子就三天没
吃饭，后来全靠连里的伙夫老蒋救了俺
一命，俺吃了红薯汤以后就好了。要不是
有老蒋帮忙，俺就肯定死在昆仑关了。”

这是参加过昆仑关战役的蒋昌淮
老兵的“口述历史”，刘玉去他家一共
去了三次。“蒋老的听力不行，记忆也
不太好，对于 -%年前的往事，时间、地
点、人物每次都只能回忆起一些片段。
我每次去他家，都要搬一张小板凳坐
在他身边和他聊上好一阵，希望能在
他那些凌乱的记忆碎片里找到更多有
用的信息。”

$年来，刘玉拜访了在广西的 &%

多名抗战老兵，有怒江边从死人堆中
逃出的余国清；桂林保卫战中七星岩
里逃出的最后一个幸存者黄海潮；在

缅甸为远征军最高指挥官史迪威将军
开过车的伍彪；经历过抗战，向解放军
投诚起义之后调转枪头、又在抗美援
朝战争中冲锋陷阵的唐兴成；参加武
汉保卫战的战地政工队 ),岁女兵许
良能……“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战争
史，也是一部心灵史。”

采写过程很艰难。老人提供的线
索往往是零碎甚至错误的，他需要反
复核实，查阅资料，用查到的线索重新
问老人，再核实。每次访问，刘玉拍视
频、录音，只为了回家后反反复复听。

在他的工作室里，记者看了一段
老兵的访谈视频，老人的方言完全听
不懂，且断断续续。“这段视频，我用了
一个半小时得到了一个有效线索，知
道了老人当时是哪个连的。”在刘玉的
采访经历中，最艰难的一次，他去老兵
家里去了 .次。
“有一次采访，上午老人精神还很

好，跟我讲了很多细节。我下午要赶回
市里开会，可是心里不踏实，走到村头
又返回去，结果老人一句话也不能讲
了。每一次看望也许都是最后一次。”

在刘玉的电脑里，关于老兵的各
种资料汇聚成一个个文件，还有个文
档，是他不敢打开的，那是一份死亡名
单。“好几位都是采访不到一个月，老
人就过世了。我害怕自己寻访的脚步，
赶不上老兵凋零的速度。”

“钢”和“钢”的对决

每个抗战老兵都是一本史书

本报记者 叶薇

"""当代研究者评昆仑关血战

不少志愿者寻访健在老人!抢救珍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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