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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史料看卢沟桥事变（2） ! 罗存康

与故乡的别离
!月"#日、!月$%日，日军相继占领北平、

天津。从!月"#日北平沦陷开始，中国军队和
一批官员和民众不得不挥泪离开北平和卢
沟桥。《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保定前方》一
文记述：!月"#日，中国军队从卢沟桥、长辛
店一带撤离时，日军&'架飞机猛炸长辛店，
在长辛店采访的三位中国新闻记者陆诒、方
大曾、宋致泉“勇敢地在最前线工作”，差点
被日机炸死。最后，他们徒步逃出长辛店，走
了几十里，才“遇着火车回到保定”。第二十
九军三十七师一一"旅旅长何基沣于!月(%

日率领部队到达长辛店，晚间撤出了宛平城
内的部队。他回忆称：“当时宛平城一片死
寂，老百姓惊疑地望着撤退的士兵，士兵也
都洒泪离城。”

平津沦陷给广大军民带来痛苦的同时，
也让人们看到了新生的希望。敏感的记者在
当时已经敏锐地察觉：“世界上的事实，死路
就是生路。不弄得穷途末路，逼不出惊天动地
的人才。日本军人炸毁了我们的平津，屠戮了
我们的同胞，我们诚然痛惜，然而我们却不悲
观，因为我们同胞们无辜的血肉，正是我们建
造光华灿烂的新中华民族之基础；他们暴露

在瓦砾场上的头颅和白骨，正是我们翻身的
桥梁。日本如此逼迫，逼成我们全民族的万众
一心，日本人如此残暴，逼出许多鸡鸣起舞的
杰士。看吧！倒霉将近百年的中国，一定能在
日本凶横的侵略下翻身！”

悲愤的墨书
北平沦陷后，民众义愤填膺。&#(!年年

底，一位名叫罗德俊的北平市民手书卢沟桥
事变后，日军侵占我国华北、华中及华南大部
分领土的史实，并将其悄悄放入城中妙应寺
（白塔寺）的白塔之中，告诉后人勿忘国耻。
&#!)年大修白塔时，施工工人在塔顶天盘内
的一个夹缝中，发现这封墨书，轰动一时。墨
书的内容令人动容：

今年重修此塔!适值中日战争"六月廿九

日!日军即占领北京!从此战事风云弥漫满全

国!飞机大炮到处轰炸!生灵涂炭!莫此为甚!

枪杀奸掠!无所不至!兵民死难者!不可胜计!

数月之中而日本竟占领华北数省" 现战事仍

在激烈之中!战事何时终了!尚不可能预料!

国家兴亡难以断定!登古塔!追古忆今而生感

焉!略述数语!以告后人!作为永久纪念"

民国廿六年十月初三日

罗德俊

如今，我们重读手稿，依然能够感觉到
作者的悲愤之情。这份手稿不仅代表了罗德
俊个人心声，也代表了当时北平千千万万个
普通百姓的心声，希望后人牢记历史，勿忘
国耻。

团结的力量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次日，中国共产党

发表通电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
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
面前……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
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
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

红军将领向第二十九军致电：日寇进攻，
全国震愤，卢沟桥之役，二十九军英勇抵抗，
全国闻风，愿为后盾。敢乞策励全军，为保卫
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不让日寇侵占祖
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红军将
士，义愤填胸，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
寇决一死战。

海外侨胞也致电国民政府：日寇在卢沟
桥挑衅，决非地方事件，显系侵略北方，灭我
全国之毒谋，民族危亡迫于眉睫，侨胞闻讯愤
慨万分！恳请政府当局，迅即出师北上，援助
二十九军抗敌御侮，并实行国共合作，允许红

军东出抗日，开放爱国运动，释放救国会七领
袖及全国政治犯，恢复张学良军职，恢复卓著
抗日功勋之十九路军，以谋全国抗日一致团
结与动员，海外侨胞誓为后盾。

为尽快促成国共合作，中共中央派周恩
来、秦邦宪、林伯渠等与蒋介石、张冲、邵力子
举行谈判。!月&*日，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提
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表明
合作抗日的诚意。#月++日，国民党通过中央
通讯社发表了该宣言，+(日，蒋介石发表谈
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
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中共中央为
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
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正式形成。毛泽东发表谈话指出：“这在
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
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
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性的作用。”海外侨
胞们纷纷发来贺电，并衷心祝愿“两党同力
贯彻亲密合作、共同御侮，共同建设独立、自
由、幸福的新中国”，并愿意与全体同胞一道
“手携手、肩并肩，追随两党同志共同奋斗”。
从此，国共走上了团结抗战的道路，直至抗
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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