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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

不屈的上海

! ! ! !路过虹口区同心路宝山路附近的细心
市民会发现，路边小花坛里有一段铁路轨
道，虹口区人民政府在旁边竖立一块“淞沪
铁路天通庵站遗址”勒石，以纪念上世纪 !"

年代发生在淞沪铁路天通庵车站那一场抗
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虹口区人民政府于
#""$年 %月 &日将淞沪铁路天通庵站遗址
公布为虹口区纪念地。
“‘淞沪铁路天通庵站遗址’勒石是#'"(

年 )月设立的，目的是教育人们勿忘日本
侵略中国的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环
境。”昨天，虹口区文史馆的工作人员向记
者讲述了淞沪铁路的来历和 *'多年前发
生在这一带的抗战历史。

建成重要交通干线
淞沪铁路始建于 %)世纪末，%*(&年，

以英国怡和洋行为首组建“吴淞道路公
司”，买下了今河南路桥堍到吴淞一带的土
地，并将建造铁路的器材从英国运到中国
私自筑路。%*($年 (月 !日，铁路从上海至
江湾段先完工通车。同年 %'月，清政府与
英国公使签订《收买吴淞铁路条款》，中国
买断铁路。%#月 %日上海至吴淞全线通车。
一条全长 %+,&公里的窄轨铁路———吴淞铁
路建成了，这也是中国第一条营运铁路。
%*)&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张之洞

两次建议朝廷修筑吴淞至上海至江宁（今
南京）的铁路。%*)(年，淞沪铁路开工，%*)*
年建成通车，是中国政府官款修建的江南
第一条铁路。全长 %$,')公里，南起宝山路，
西至吴淞炮台，沿线设宝山路、天通庵路、
江湾等 )个车站。淞沪铁路建成后即为上
海通往吴淞的重要交通干线。

小车站爆发拉锯战
天通庵站地处天通庵路、同济路（今同

心路）、宝山路接壤处，是当时进入上海中
心城区的门户，成为了上海现代史上战时

的兵家必争之地。
%)!-年 %月 -(日夜，日军步兵在浪人

的掩护下前进，遭到中方警察例行询问，当
浪人辩解时，其后的步兵突然开枪。+名警
察迅速进入掩体还击，淞沪抗战正式爆发。
日军扬言 !天占领上海。

%月 -*日午夜，日本海军陆战队以所
谓“日僧被殴事件”为借口，分三路突袭闸
北，攻占天通庵车站和上海火车北站，悍然
发动“一·二八”事变。当天深夜，日本海军
陆战队想悄然穿越天通庵站向北火车站进
攻，被中国守军十九路军及时发现并击退。

此后双方曾多次在这个小小的车站展开激
烈的拉锯战，在蒋光鼐、蔡廷锴等爱国将领
的指挥下，中国军队打退了由横浜路、虬江
路、宝山路进攻的日军，夺回天通庵车站和
上海北站。

%)!(年 *月 %!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以
虹口区预设阵地为依托，向淞沪铁路天通
庵站至横滨路的中国守军开枪挑衅，由此，
“八一三”事变发生。日军在坦克掩护下沿
宝山路进攻，被中国守军击退。另一支由江
湾过来的日军也企图穿越这里后袭击八字
桥，也被中国守军一次次击退。其后，中国
军队再次向虹口、杨树浦方向反击。第 *(

师攻占日海军俱乐部，并击退敌方多次反
扑。第 **师在八字桥、法学院、虹口公园等
处与敌方反复争夺。经昼夜激战，中国军队
攻入汇山码头。

淞沪抗战从 %)!( 年 * 月 %! 日开始，
至 %%月 %-日结束，历时 !个月，粉碎了日
本军国主义速战速决的痴心妄想。

淞沪抗战期间，上海人民以各种方式
积极参加抗战，支援前线，组织救亡协会。
全国各界民众也积极支援上海抗战。

一草一木铭记历史
时间转眼到了 -%世纪，淞沪铁路已

被轨交 ! 号线替代并成为上海交通枢纽
的重要组成部分。虹口区文史馆工作人员
说，如今，淞沪铁路完成了历史使命，天通
庵站也已消失，但这段抗击日本侵略军的
历史是无法泯灭的。淞沪铁路及其沿线的
每一寸泥土、每一块枕石、每一棵草木，都
沾染着中国工人、中国军队的鲜血，他们
的血肉已与大地凝为一体，与祖国同在，
与城市共存。

本报记者 袁玮 特约通讯员 龙钢

作为进入上海中心城区的门户见证两次事变

天通庵车站打响淞沪抗战第一枪

! !淞沪铁路天通庵站遗址"勒石

! ! ! ! (月 (日在上海图书馆开幕的“国际视
野下的中国抗战·上海记忆”图片展上，一
张 (*年前拍摄的老照片，让前来参观的上
海市民沈炜珍久久驻足。在这张图片说明
为“%)!(年国际友人与在国际伤兵医院服
务的童子军团团员、部分伤兵员合影”的老
照片上，沈炜珍惊喜地发现了她的父亲沈
家�和叔父沈家骥的身影，还有国际友人
路易·艾黎、斯诺夫人等。这张以前没有见
过的老照片，勾起了她对父亲的深切怀念
和钦佩。沈炜珍和哥哥沈黎明曾听父亲的
战友杨承祈等讲过父亲的抗战往事，虽然
很多年过去了，依然历历在目。

积极投身救护工作
“七七”事变后，%*岁的沈家�成为上

海市商会童子军团第八届团员。当时童子
军分驻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主要担
负抗战中伤残病员的运输、管理和救护任
务。受训后，沈家�与陈凯弟、鱼运鸿、刘明
保等，先被派到第五伤兵医院为国民党军
队西撤时被遗留在上海的伤兵服务，后到
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残废伤兵医院服务。

那时，新西兰和平战士路易·艾黎经常
来医院慰问伤兵，并和童子军交上了朋友。
沈家�开始接触一些进步人士，想多为国
家兴亡效劳出力。艾黎先生有时邀请沈家
�和童子军朋友到他家里做客，还赠送给
每个童子军团员一本斯诺先生写的《西行
漫记》。沈家�等人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
知道中国的西北方有这样一片新天地。展
览中展出的照片，就是当时艾黎先生与斯
诺夫人看望国际红十字会上海残废伤兵医
院的童子军团团员与部分能站立的伤病员
时，留下的珍贵合影。

带病押运抗战物资
%)!*年 &月 -*日，奉童子军指派，沈

家�离开上海，带领部分伤兵乘船经温州
到国民党的大后方去，不久因战事后撤，转
移到湖南长沙，负责押运医药用品事宜。

在长沙，遭遇日冦轰炸，沈家�随同红
十字救护车，临危不惧，在大火中抢救受伤
市民，直到红十字会救护队最后一辆汽车
撤退时，他才随车去了祁阳。

为了抗战服务，沈家�长年颠簸，带病
押运抗战物资，因劳累过度，在湖南祁阳运
输药品途中，全身浮肿，患了急性肾炎，由
红十字会想方设法送回上海医治。

治病期间，沈家�认识了地下党党员
陈杏生、沈涵等进步人士，进一步接受抗战
报国思想。-年后，肾病初愈，他投身到地下
党外围组织———益友社图书馆的工作，并

积极为新四军运送急需的医药、医疗器材、
武器。在此期间，他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抵制日伪文化毒害
沈家�担任益友社图书馆总干事后，

积极开展活动，如读书讲座、周末茶话会、
家庭聚餐会、读者联欢会等，进一步团结群
众，抵制日伪在文化领域对人们的毒害。

在沦陷时期，沈家�搞过 +次征书活
动，图书经过筛选，除为适应各阶层对文
化、业务需求而置备的书外，大量都是马列
主义哲学、《家》《春》《秋》《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母亲》《我的大学》《在人间》等书，其中
以毛泽东《论持久战》和斯诺《西行漫记》最
为热门。沈家�还邀请著名作家巴金、吴祖
光等来社演讲，图书馆成为益友社培养干
部的熔炉，读者发展到 %'''人和 &'多个
团体单位，每月出借图书达 %&''册。

购买药材输送人才
%)+!年冬，作为地下党联络员的沈家

�、周清泉，潜入莘庄，通过打入敌后的日
本宪兵队翻译兼莘庄派出所所长沈家骧
（地下党员#沈家 之兄）及沈翔声二人，多
次为新四军购买枪支弹药和药品，运往新
四军。当时上海是日寇大本营，日寇、伪警
军、地头蛇流氓到处设卡，对抗日根据地实
行封锁，要从那里取得急需的物资，无异于
虎口夺食。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沈家�等化
整为零，通过地下党各群众团体，把一批批
建设地下兵站、医院、电台、印刷厂所需的
物资，送往新四军。电影《&%号兵站》里，就
有沈家�的原型人物。

%)+&年，新四军浙东纵队淞沪支队长
朱亚民带领部队，在上海七宝击溃日伪军，
战斗中，朱亚民小腿中弹负伤，被送到地下
党党员家中养伤。因朱亚民粉碎性骨折及
化脓感染，沈家�出面找其大嫂魏允慈（地
下党党员），安排朱亚民在德国人开设的私
人宝隆医院治疗，使其最终得以康复。

新四军重建军部后医疗骨干十分缺
乏，沈家�从益友社抽调有志青年，利用他
在两年住院期间与医院、医生、护士建立的
关系，请他们帮助培训，随后送往抗日根据
地支持医疗工作。这些人中就有沈家�的
堂弟沈钧光（地下党党员），其在 %)+&年 *

月担任苏浙解放区司令部新四军六四卫生
部医生。
“照片里的父亲，眼神坚定沉着，到现

在还能激发我们的爱国情感，催人奋进。照
片也为我们后代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精
神财富。”沈黎明、沈炜珍兄妹情绪久久不
能平复。 本报记者 江跃中

!!!一张老照片背后的抗战故事

救人童子军投身救国地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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