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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会战
远征军自 #$%%年 &月 % 日发起

进攻&至 $月 '日克复松山&先后投入

两个军约四万人的兵力& 历经较有规

模的大战十次&小战上百次&苦战 "个

月零 "天&最终取得胜利'松山会战打

得极其惨烈&中国军队将士牺牲 ''&"

人&击毙日军 #())人&比例达 &*+(#'

松山位于云南省龙陵县东北部

的腊勐乡境内&雄踞于怒江西岸&顶

峰炮火可控制怒江两岸滇缅公路 ',

余公里&是天然的军事要塞&易守难

攻&被西方记者称之为)东方的马其

诺防线*+

-$%+年日军占领松山& 派第 .&

师团第 --" 联队主力",,, 余人以山

顶为中心&修筑强大防御体系&与中

国军队隔江对峙' 松山工事完全按照

永久性作战需要构筑& 极为坚固复

杂&.&师团长松山佑三中将就发出狂

言(,中国军队不牺牲 -,万人休想攻

取松山*'

会战背景
-$%-年 -(月 '日& 日本偷袭珍

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以大量兵

力和装备进攻东南亚各国和太平洋诸

岛' 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决定成立包括

中国-泰国-越南-缅甸在内的中国战

区+ 同时&中国组成了 -,万人的远征

军于 -$%(年 "月赴缅配合英军与日

决战+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后&由于种

种原因陷入孤军作战&连连受挫+这种

局面却使日军乘隙北上& 迅速逼近中

缅边境&控制了滇缅公路&切断了中国

与外界的唯一通道+ 围绕打通滇缅公

路&滇西由大后方转为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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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日 星期一 一寸 一寸 !松山会战

! ! ! !全军覆没，在日本称为“玉碎”，日
军在亚洲战场上有三次“玉碎”之战，
!"#$ 年 % 月至 " 月的松山会战是第
一次。
这场恶战，在许多人的回忆中都

惨不忍睹。但是，松山不克，滇缅公路
不通，国际援华物资就无法运进中国。

&'年过去，松山上依然随处可见
战争遗迹，这是中国乃至世界上保存
最为完好的二战战场之一，岁月仿佛
在松林间凝固。

炮轰松山

松山，因漫山遍野的松树得名，一
株株瘦削挺拔的云南松在细雨中显得
格外青翠。然而，龙陵县松山抗战遗址
管理所副所长邱佳伟却说：“想象一下，
眼前没有一棵松树的样子。”当年，持续
数月的炮火将松山烧成了一座光山。
会战以我军的炮轰拉开序幕。余

戈在《("$$：松山战役笔记》中写道，%
月 )日，松山总攻开始，炮兵猛轰对岸
直线距离仅 %公里的松山。
“数十门大口径榴弹炮开始急促

射击，之后是齐射，大约十几秒后，松
山先炸起一片亮点、烟簇，紧接着，亮
点变成火海，烟簇形成了烟雾，烟雾直
冲云霄，确实是万炮齐发，弹如雨下，
无比壮观！”

%月 *日。“松山日军突然见到美
国第 ($航空队数架战机以极低的高
度掠过松山，但并未轰炸。((时许，怒
江东岸又一轮炮击开始，这回炮弹打

得又刁又准，几乎都在堡垒顶部炸响。
拥有制空权的中国远征军，现在可以
利用空军低空侦察，引导炮兵准确射
击。这是日军侵略各国以来从未经历
过的劣势。”
即便如此，也未能摧毁日军的工

事。盘踞子高地的日军，依然在其主堡
中居高临下地监视着怒江两岸的滇缅
公路。
站在松山“子高地”的观景台上北

望，松山之险要一览无遗，扼守怒江要
塞，堪称当时江上唯一的公路桥惠通
桥的桥头堡。前方山头拦腰一条白练，
正是昔日中国抗战的生命线———滇缅
公路，一旦装备车队通过，驻扎在子高
地上的日军完全可以用运输车练习
“打靶”。

“两道山坡上都可观测到滇缅公
路上的活动，远处的与日军主堡直线
距离 &+$公里，日军当时用的是 !',

毫米的重炮，射程在 "公里左右，打过
去绰绰有余。”邱佳伟说。

%月 $日，已渡过怒江的第十一
集团军 &-军新 ./师各团、新 *"师第
--&团向日军松山阵地发起攻击，松
山会战由此开始。

战况惨烈

观景台右侧，是日军阴登山阵地。
阴登山，当地人又称鹰蹲山。%月 %

日，借助“堡垒克星”美式“巴祖卡”火
箭筒和 0)火焰喷射器，我军在白刃
战中血战日军，第一次占领了阴登山

顶部。但是，日军的炮弹、榴弹、枪弹倾
泻而来，我军步兵跳下敌人留下的交
通壕反击，但日军枪炮密集轰击，很多
炮弹落在了壕沟内爆炸。如此下去，伤
亡更大，我军只好撤回棱线下。
松山会战中，每一次我军耗费极

大军力夺下的阵地，往往被抵死顽抗
的日军迅速夺回，并造成我军较大伤
亡。无论在阴登山还是松山，这样的战
斗一次次反复进行。
在松山和阴登山上，有宽阔可供

车行的山道，车辙痕迹清晰可见，这是
当时日军的补给通道。阴登山补给通
道依山一侧的山壁上，每隔 -,米就有
一个不小的空间，“松山抗战文物纪念
馆”的主人、民间抗战遗物收藏家杨国
刚说，这是日军停放运送物资车辆的
车库，共有 $1个。这样一说，令人恍然
大悟。车库深近 $米，宽约 .米多，高
约 .米，与道路形成 $,度左右的倾
角，便于车辆在狭窄的道路上进出。
杨国刚说，这是文物普查时，县文

物局从当地老人口中确认的，当时村
里还有被日本人抓去挖车库的老人。
“老人们说，日本人白天不让挖，只能
晚上挖，还不能发出声响，碰到石头发
出声音了，要马上停止，停得不及时，
日本兵刺刀马上就砍过来，不是砍到
肩上就是胳膊上。”

&'年来，这些车库的遗迹是首次
通过媒体对外发布。杨国刚说，由于松
山会战的遗址未曾全部发掘，肯定还
有许多能揭开松山会战谜题的遗迹，
等待人们前去发现。

坑道爆破

松山会战有“十战松山”之称，可
见血战之艰苦。一战过后，钟彬任军长
的 &-军第 ./师、第 %军新 *"师 --&

团伤亡近 -&''人，士气受挫。-"$$年
%月 *'日，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
煌决定由远征军总预备队新编第 /军
担任松山攻击，令第 /军军长何绍周
接替 &-军军长钟彬。%月 %日至 /月
*日，我军为攻克日军滚龙坡阵地，伤
亡官兵 -*,.人。
沿着松山上的栈道前行，不时可

以见到“爆破坑道”的字样。/月 *日，
蒋介石严令卫立煌转第 /军于 "月上
旬克服松山，“如果违限不克，军、师、
团长应以贻误戎机领罪！”何绍周遂召

集众将开会，决定对久攻不下的子高
地实施“坑道爆破”，这些经过发生在
“七战松山”中。
“经过 -&天夜以继日的紧张施工

以后，完成了包括 -.'米长对接相连
的两对堑壕、两条 *'米的坑道及两个
药室的挖掘运输，药室定位，炸药填埋
及用量计算，电、火雷管做成多个起爆
药包后的安装，导线、导火索的‘双保
险’安装，回填泥土密封坑道等等工
序。”
在今天修复后的遗址上，可以看

到 -+/米高的上行坑道和 -+*米高的
下行坑道，上行坑道高是因为士兵需
扛炸药前行，下行空身而归则无须太
高。坑道弯曲，顶部还铺设钢板，以防
日军枪弹袭击。参加过坑道挖掘的老
兵回忆，当时吃喝拉撒都在坑道里，气

跑遍松山每户人家

“小时候，冬天围坐在火塘
边烤火，老人就会讲起松山战役
的故事。”从小听着松山会战故
事长大的杨国刚，对眼前这座青
山有着特殊的感情。

-&岁那年，他偶然看到一
个亲戚从地里挖出两枚“新鲜
玩意儿”，“我想一定是打仗时
用的，但那时也不知道到底是
什么东西”。不知为什么，杨国
刚特别想收藏这两枚徽章，软
磨硬泡，最终花了 ., 元钱将它
们买下。他拿着去问村里的老
人，老人告诉他，那是中国军队
的帽徽。
“从那以后，一看到这些遗

物就想买。”这两枚帽徽中的一
枚，也被杨国刚放在贴身的包
里，走到哪，带到哪。

初中毕业后，杨国刚出去
打了几年工，攒了些钱，回到松
山，安家立业。虽然家里做的是
收烤烟的活，挣钱不多，但并不
影响杨国刚的收集热情。可是，
他做的事情并没有得到太多理
解，在别人看来，他收的都是些
“破铜烂铁”。

因为被懵懂无知的农民当
成“破铜烂铁”，很多遗物早已
被卖给收破烂的，送进了熔炉。
杨国刚能收到的，大都是还能
被拿来用的物件。“比如钢盔，
老百姓拿它来舀玉米；日军的
刺刀，杀年猪时好派用场，都侥
幸留了下来。”

.'年来，杨国刚跑遍了松
山每一户人家。去得多了，杨
国刚积累下不少经验。“看房
子，新造的房子不用进去，东
西肯定没了；那些没钱造新
房，还住老房子的，家里肯定
有，因为东西放在那儿已经被
他们忘记了。”

每件物品都是铁证

杨国刚的展馆里，有远征军
和盟军当年使用的各种枪支弹
药和物品，也有侵华日军遗留
的刺刀、文件箱等，.''' 余件
展品件件都是历史的铁证。每
一件物品的背后，都记录着战争
给人们带来的灾难。

一只直径 -, 厘米左右、长
约 -米的锈钢管，是美军的医疗
氧气罐。拥有这件物品的老人回
忆说，当时村里没吃的，他已经
饿了两三天，便和两个村民一起
冒着风险去山里挖野菜，迷迷糊
糊一直走到滇缅公路边。那时，
大家的认知是千万不能越过滇
缅公路，否则就有危险。正不知
所措的时候，看到远处一辆日军
马车过来，* 个人赶紧躲起来。
这时，远处激烈的枪炮声响起，
马受惊掀翻车辆，日军也吓得落
荒而逃。看日军跑远后，*个人
到公路上，发现车里拖着 *个大
铁罐，便一人拖了一个回家。后
来，老人将罐的一端切开，把它
当成了装米的容器。

展柜中，还有 $只精美的白
色细瓷印花碗。它的主人曾经被
日本兵抓去挖战壕，有一天趁日
本兵放松警惕时逃出，临走前偷
偷背走了 / 只细瓷碗。拿回家
后，只在过年或做寿时才用。杨
国刚在收烤烟时得知此事，前去
寻找，发现碗底有英文，是英国
制造，可能是日军从缅甸过来时
从英军手中得来的。杨国刚和老
人谈了好久，力陈收藏的意义，
老人才同意分 $个给他。

让更多人了解历史
杨国刚的藏品中，有花 %'''

元收来的军刀，有花了几年时间
才磨来的小腰锅，可他眼中最珍
贵的，是一顶钢盔，因为那当中，

饱含了一个历经战争之苦的老
人，对侵略者的刻骨痛恨和对他
的殷切嘱托。
“那年，有个朋友说远处一

个村子里有人有只钢盔，但不知
道是哪家。第二天天刚亮，我骑
上摩托车就去了。”

找到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
时，他正在院子里用钢盔装着狗
食喂狗。两人坐在院子里，老人
讲起往事。当年，他被日本人从
老家抓到松山做苦力，有一点做
得不好，日本兵就拿刺刀砍人，
他肩上和腰上都被砍伤过。他把
衣服撩开，露上身上狰狞的刀
痕。他恨日本兵害得他背井离
乡、家破人亡。仗打完后，他拣了
这个钢盔，几十年来一直用它喂
狗，每次都让狗把钢盔舔干净，
以解心头之恨。

杨国刚问，能不能把这钢盔
卖给他，开价 ,'' 元，但老人坚
决拒绝了。杨国刚耐心地在老人
家泡了一整天，老人也没答应。
眼看天要黑了，杨国刚只好无奈
地准备离开。这时，老人忍不住
问了他一句：“你拿它去，到底是
干什么用？”杨国刚再一次解释
说：“留在您这儿，别人还是不知
道这场战争，后人更不知道，我
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让更多的
年轻人了解这段历史！”听了这
话，老人沉默了一会，终于下了
决心，说：“既然你要做这个事，
我给你。”当杨国刚装好钢盔，准
备出发时，老人又把他叫住了，
说“我还有样东西，你看看有没
有用。”说完，他从屋子里又拿出
一把铲子，杨国刚一看，是一把
工兵铲。

那天，杨国刚带着这两样东
西回家，一路上心里着实不是滋
味，眼睛湿了好几回。半年后，老
人去世了，去世前，他特地托人
找到杨国刚，叮嘱他一定不能把
这两样东西转卖给他人。

十战松山：炮火持续数月 青山烧成光山
中国远征军苦战 !个月零 !天! 松山战役 最终取得胜利 首席记者 姜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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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记者踏访南口战役遗址时&

结识一位战争遗物民间收藏者&

名叫杨国庆.这次来到松山&认识

的这位民间收藏者名叫杨国刚'

也许&正是名字中的一个共

同的,国*字&让他们有了超乎常

人的家国之情和执着之心&内心

也比旁人更多了一份责任'也更

让人感喟& 一个国家和民族&惟

有男儿之刚强与坚韧&才能换来

举国之大庆.惟有对战争有着深

刻而长远的记忆&才能有对和平

持之以恒的坚持'

二十余年来&两人都曾在不

理解的激流中&逆行而上' 是他

们多年来的坚持与清白&得到认

识-接纳和尊敬'在全国&有许多

像他俩一样的志愿者和群体&为

战争遗迹的保留- 为活着的历

史///老兵&默默耕耘'

姜燕

"国#字当头记者手记

距离松山战役遗址不远处，有一座民间建立的“松山抗战文
物纪念馆”，昭示着松山儿女对在家乡发生的这场悲壮会战的缅
怀之情。馆长杨国刚今年40岁，是地道的松山人，20年来走遍
松山人家，搜寻战争遗物，也收集着散落民间的记忆。

" 杨国刚从当地农民家中收来的二战中使用的美军氧气瓶

" 从松山子高地东岸远眺&滇缅公路尽收眼底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姜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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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难闻也顾不上了。
/月 .'日 "时 -,分，军长何绍周在竹

子坡通过电话下令起爆，日军主峰碉堡被冲
起数米，烟柱一两百米高，如同火山爆发。

很多人将这次爆破当成松山会战的终
点，其实不然。此后，我军又与顽抗的日军进
行了 -&天的战斗。/月 ."日，日军守备队
长金光惠次郎被我方炮击活埋。"月 &日，
日军守备副队长真锅邦人焚烧军旗后独自
发起“死亡冲锋”，被远征军击毙。至此松山
战役取得完全胜利。

考古发掘

眼下，松山抗战遗址正在大兴土木，入
口左近的山坡上，是远征军将士浮雕园区，
更远一些是未来的服务中心。
遗址上的“新”气息让人不禁有些担忧，

修建公园，还能否保存遗址原有的风貌？邱
佳伟说，能。对松山会战的遗址是由保山市
派出考古队，以考古方式发掘和清理，一切
以不破坏遗址原貌为基本原则，让前来瞻仰
的人们能够看到真实的场景。包括山上的战
壕、当年为爆破子高地主堡挖掘的坑道、日
军主堡复原等。这项工作从去年 --月开始，
前不久刚刚结束。
“拿战壕来说吧，&'年来被浮土和树叶

覆盖，如果是一般的施工队野蛮操作，两三
天就清理出一条通道来，但考古队的发掘过
程是，区分松浮的原生土和有人活动痕迹的
板土，一旦碰到板土便停止挖掘，摸索出‘一
底两帮’的战壕结构，依此复原。”邱佳伟还
说，由于清理时间在雨季，土层容易坍塌，清
理出的战壕如无法及时加固，便会受损，再行
修复就非原貌，所以仅复原一小部分战壕。
坑道爆破后产生的两个大落坑，是考古

的重点。爆破后，落下的石块和泥土将日军
主堡填平，再也未曾挖掘。这次，考古队细细
地分析出日军主堡的构造，地表以上连接两
个主堡之间的壕沟、外围的环形壕沟、柱洞、
主堡入口乃至爆破后熏黑的痕迹等，均一一
展现在人们面前。而地表以下，考古队已复
原出日军 *层楼结构的主堡———第一层用
于监测和炮兵值守，第二层综合防御，第三
层用于储藏物资。将来，人们可以进入其中，
更深层次地了解这场战役。
长期以来，松山会战遗址常有人前来凭

吊。当天，龙陵县 .''$年重立的“陆军第八
军第 -'*师抗战阵亡将士公墓”墓碑前，几
支洁白的花朵寄托着人们的哀思。松山又值
雨季，蒙蒙细雨中，一株株挺立的松树仿佛
昔日沙场秋点兵，永远守护着这片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