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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

黄梅兴
会战中牺牲的首位高级将领

黄埔军校一期的高才生黄梅
兴，在淞沪会战爆发时已是王牌部
队第 !!师第 "#$旅的旅长，军衔少
将。在其行伍生涯中，身先士卒、亲
冒矢石是常态，以至于黄梅兴带的
队伍有“搏命部队”的称号。

在淞沪会战的头几天里，第
%&$旅奉命守住虹口阵地，并伺机
向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进攻。日
军不仅组织重兵向第 %&$旅阵地发
起集团冲锋，还调来飞机轰炸，战况
往往在十几分钟内出现逆转，黄梅
兴干脆把旅部设在一线，以便临机
处置。由于位置突出，旅部多次被炮
火击中，副官劝黄梅兴赶快撤离，他
大声说：“一个军人怎能怕死呢！”

'()* 年 ! 月 '$ 日 '& 时，第
%&$旅不仅瓦解了日军的进攻，还
把战线推进至日军司令部附近，而
敌人的抵抗也更加疯狂。傍晚时分，
黄梅兴观察到日军防线的一个弱
点，随即电告师部，表示将在天黑前
拿下目标，随后他亲率预备队投入
巷战。战斗中，一发日军迫击炮弹在
黄梅兴身边爆炸，他不幸以身殉国，
成为会战中首位牺牲的中国高级将
领。'()!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
《纪念孙总理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
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演说词》中，
高度评价黄梅兴等烈士“给了全中
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姚子青
与宝山城共存亡

姚子青和黄梅兴不仅是广东同
乡，还是黄埔军校师弟师兄关系。比
起黄梅兴的标准军人形象来，平日
里戴一副眼镜，举止庄重儒雅的姚
子青更像是教书先生。然而表相往
往具有“片面性”，作为国民党嫡系
第 (!师第 %(%旅第 +!)团的主力

营营长，姚子青一上战场却异常勇
猛，当所部奉命开赴上海前线时，他
向妻子嘱托道：“如有不测，亦勿悲
戚，但好好抚养儿女，孝奉翁姑。”

'()*年 !月 )'日，姚子青部
奉命把守三面受敌的宝山县城，尽
管取胜机会渺茫，但他依然鼓舞部
下“誓与宝山共存亡”。据日本第 )

师团作战日志记载，该师团以战斗
力最强的第 &!联队主攻宝山，本想
借舰炮的帮助，“先轰炸，后占领”，
轻取只有低矮城墙屏障的宝山城。
然而，姚子青营绝非“软柿子”，他们
将短促出击、缺口反冲击、逐屋巷战
以及设置假目标等战法结合起来，
一次次打退日军进犯。直到 (月 +

日，日军又把第 ''师团一部加强到
宝山前线，经过两天的鏖战，才撕开
姚子青部的防线，杀进城内。

(月 *日晨，优势日军涌进宝
山城内，已丧失建制的姚子青营与
敌展开巷战。战至最后，全营除一名
到后方报信的传令兵外全体牺牲，
营长姚子青也在巷战中阵亡，年仅
%!岁。正因为姚子青营的顽强战斗
精神，令以凶暴著称的日军第 )师
团也为之震惊，日军进城后将死者
尸体收殓掩埋，并列队鸣枪致敬。

吴克仁
会战中军衔最高的殉国者

对早在 '()'年“(·'!事变”中
就失去家园的东北军来说，能参加
淞沪会战是期盼已久的事情，当“不
抵抗”政策的束缚一朝解脱，这些背
井离乡的将士们不惜用生命去实践
“打回老家去”的铮铮誓言。

基本由东北子弟组成的第 &*

军是在 '()*年 ',月底开进淞沪战
场的，当时战局对中方极为不利，''
月 +日，日军第 &、'!、''$师团及第
+师团一部在金山卫登陆，直扑松
江，对正在苏州河一线苦撑的中国
军队主力构成侧翼威胁。为了给大
部队争取撤退时间，第 &*军军长吴
克仁中将率部于 & 日傍晚抵达松
江，挡住日军第 &师团的去路。
经过长时间消耗，中国多数部

队已现疲态，用老将冯玉祥的话说：
“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无数部
队填进去就熔化了！”然而第 &*军
在蒙受巨大伤亡后依然斗志旺盛，
连日军也深感敬畏。从 ''月 &日到
! 日，不满员的第 &* 军同得到重
炮、飞机支援的日军第 &师团展开
逐街逐屋的争夺战，吴克仁更是亲

赴一线督战。!日夜，吴克仁在完成
守城三日的任务后，率余部数千人
向昆山突围，没想到在次日傍晚遭
到日军截击，吴克仁不幸殉国，成为
淞沪会战中牺牲的中国最高将领。

阎海文
!中国无被俘空军"

渴望用死来洗雪“不抵抗”之耻
的东北英雄远不止吴克仁军长一
人。同样因“(·'!事变”逃难到关内
的阎海文，把日本侵略者视为仇敌，
他在日记里写道：“东北沦亡，国将
不国。堂堂的中华民族，竟受倭奴之
摧残与蹂躏，令人痛心。”'()&年，
他如愿成为中国空军第 +大队的一
员，驾驶战机巡逻在长江沿线。
淞沪会战爆发后，阎海文所在

的第 +大队奉命支援前线。!月 '*

日，第 +大队计划派出 &架飞机，支
援陆军第 !!师围攻虹口日军司令
部，阎海文积极请战，他对上司说：
“我是一个流亡者，我要打回老家
去，要为东北三千万同胞报仇！”最
终，他获得出征机会。令人遗憾的
是，在完成轰炸任务即将返航时，阎
海文的座机被日军炮火击中，跳伞
时因风向改变落入敌方阵地。被围

后，阎海文宁死不降，拔出随身手枪
击毙日军多人，随后在“中国无被俘
空军！”的呐喊声中用最后一颗子弹
自戕殉国，时年 %'岁。有感于阎海
文的英勇，日军为其建坟，坟上碑文
书“支那空军勇士之墓”。

'()*年 ',月，日本东京举办
“中国空军勇士阎海文展览会”，展
出其生前遗物，而这些遗物直至抗
战结束后才回到中国。

沈崇诲
誓与敌舰同归于尽

沈崇诲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在
旧中国堪称“精英中的精英”，更不
用说他还是清华大学足球队的成
员。“(·'!事变”后，沈崇诲以实际
行动投笔从戎，报考中央航空学校
第三期，毕业后留校任教，并担任空
军第 %大队第 (中队中尉分队长。

上海战事打响后，沈崇诲所在
的第 %大队装备了轰炸机，随时准
备出击。!月 '$日晨，他和战友驾
驶 %'架诺斯罗普-".式轻轰炸机，
向吴淞口一带的日舰以及日军控制
的公大纱厂、汇山码头等据点实施
凌空投弹，然后全体安全返航。下
午，全大队 %'架飞机再次分两批出
动，轰炸了上海日军目标，取得较大
战果。

!月 '(日，沈崇诲和战友驾驶
*架飞机，经长兴、吴兴向上海方向
飞去，轰炸佘山附近的日舰。当飞机
飞抵南汇上空时，他所驾驶的 (,$

号飞机发生故障，尾部冒出青烟，飞
机减速，落在机队后面，如果迫降着
陆或者弃机跳伞，均可落入己方阵
地。但沈崇诲却与同机飞行员陈锡
纯一起，驾驶出故障的战机及其携
带的炸弹，从高空冲向附近海面上
的日本军舰，与之同归于尽。沈崇诲
殉国时年仅 %&岁，为表彰其英勇精
神，国民政府追赠其空军上尉军衔。

宋涛

! ! ! !濑户利春是研究中日战争的日
本资深学者，在其所著的《日中全面
战争序幕：“第二次上海事变”》一文
中提到这样的细节：“上海会战期
间，曾是德国驻日武官的法尔肯豪
森摇身一变，以中国军事顾问身份
亲赴前线指挥，即便这一行为受到
德国当局的斥责，他也不后悔。”据
档案记载，抗战前夕，中国先后邀请
过 ',,多名德国现役或退役军人担
任顾问，他们为中国军队现代化建
设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中成绩最大
的就是末任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亚
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

参与对日战备
作为职业军人，法尔肯豪森曾

任德国驻日本武官，对日军有过细
致研究。'()$年 *月，他被德国政

府派到中国，最初任援华军事顾问
团团长塞克特的副手，'()+年塞克
特回国后，法尔肯豪森继任团长，直
到 '()!年被希特勒强令召回。
和塞克特积极协助蒋介石打内

战不同，法尔肯豪森把主要精力放
在帮助中国对日战备上。'()+年 *

月 )'日，他以国民政府德国总顾问
的身份，向蒋介石“面陈大略”，强调
“中国苟不自卫，无人能出而拔刀相
助。中国应竭其所能保全国土，必倾
全力以自卫，或有遇外援之可能。若
不倾全力奋斗以图生存，则华北全
部包括山东在内，必脱离中国”。这
番振聋发聩的言辞明确告诉国民政
府内的妥协派，奉行已久的“不抵
抗”政策已然没有出路。
同年 !月 %,日，法尔肯豪森正

式向国民政府提出“应付时局对策”
建议书，认为一旦对日全面开战，中
国军队的战略布势不能局限于固守
长江，不能“不战而弃守华北”，必须
将自己的战场纵深北推至河北省保
定、沧县一线。同时，中国军队应在
长江流域采取积极行动，防止日军
溯江深入武汉，将中国内陆一分为
二。法尔肯豪森还在另一份文件里

规划对日用兵的细节，“凡（国民政
府）作战所用部队，宜集中于徐州-

郑州-武汉-南昌-南京区间。东部
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为封锁长江，一
为警卫首都（南京），二者有密切之
联带关系。次之为南昌、武昌，可做
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以维持通广
州之联络。终之四川，为最后防地”。

观察 '()*年抗战正面战场的
形势，可以清晰地发现法尔肯豪森
当初的战略构想基本得以实现，中
国军队一方面在华北节节抵抗，一
方面又在上海另辟“第二战场”，打
乱了日军自北向南的进攻轴线。

锤炼精锐之师
除了协助中国制定战略规划，

法尔肯豪森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快
中国军队整训进度。长久以来，南京
国民政府及地方实力派掌握的军队
基本按照北洋旧制编练，战斗力落
后，法尔肯豪森帮助国民政府编练
了约 !万陆军，编成第 !*、!!、)&师
和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正是他们在
淞沪战场打得日军丧魂落魄，日本
人称这些部队为“可恨之师”。
法尔肯豪森还打算以这些部队

为样本，分批完成 &,个中国师的整
编，到全面抗战爆发时，约有 )+个
师大致完成整编。虽与当初设想有
差距，但这些部队的战斗力和精神
面貌已焕然一新。濑户利春援引一
名侵华日军军官的话说：“受到德国
顾问团训练的中国军队，在上海战
役中的表现着实让我们大吃一惊。”
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国的频繁活

动，令日本政府非常不安，于是利用
德国希望与之结盟对付苏联的心
理，要求德国撤走军事顾问。起初，
德国采取两面手法，没有强行撤走
顾问团，而是在 '()*年 ''月电令
法尔肯豪森，要求他利用自身的影
响力劝说国民政府罢战修和，向日
本做出“符合德国利益”的妥协。史
料记载，法尔肯豪森确实配合德国
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调停”，游说
中国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但在
应付完柏林交办的差事后，法尔肯
豪森仍像以往一样参与战事。
美国作家巴巴拉·塔奇曼在《史

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一书中提到，
'()!年台儿庄大战结束后，各国驻
华武官纷纷前往战地参观，美国驻
华武官史迪威在那里见到法尔肯豪

森。当谈及中日战事时，法尔肯豪森
显得非常激动，因为国民党军队未
能像他建议的那样乘胜追击，给予
日军更大打击，“法尔肯豪森强烈建
议蒋介石要向前推进，要发动进攻，
可是蒋什么行动也没有采取，日军
很快就会把 !到 ',个师团调到徐
州前线，届时就来不及了”。

'()!年 $月，德国终于承受不
住日本的压力，决定撤回全部顾问。
法尔肯豪森向德国政府递交报告，
指出顾问团成员均以个人名义受雇
于中国政府，合同要到 '()(年才到
期，此时离开有困难。但德国政府
“联日弃华”决心已定，严令法尔肯
豪森等人必须回国。无奈之下，同年
&月，法尔肯豪森等人启程回国。
回到德国后，法尔肯豪森以步

兵上将的军衔参加欧洲战事，'($,
年被任命为德国驻比利时占领区的
军事总督。因参与反纳粹的秘密组
织，'($$年，法尔肯豪森被纳粹当
局逮捕，直到 '($+年德国投降后才
被美军救出。不过，他还要面临比利
时军事法庭的审判，'(+'年被判处
'%年有期徒刑。'(&&年 *月，法尔
肯豪森因病去世。 宋林

“末代德国军事顾问”协助中国抗战

向死而生！以死战求“民族活路”
———1937年淞沪战场上的“中国英雄群像”

1937年8月13日，枪响上海滩，淞
沪会战由此开始。“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
奴”，无数战士抱此信念，为国捐躯。时光

过去了78年，我们已无法亲见他们浴血
杀敌时的英勇，但他们甘为祖国牺牲自己
的悲壮，早已铸化为我们民族记忆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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