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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红色经典
高建国

一颗子弹与

! ! ! ! ! ! ! ! ! ! ! !"#桐岐歼灭战

!"#!年 !月 $%日，新“江抗”第 &纵队和
'支队各一部，追歼顽军宿营于江阴王大坝与
桐岐一线。顽军密探向青旸日军报告后，日军
警备队长早野绿明自恃装备精良，打破夜不出
战的常规，率全队日军和 ()多名伪军携带轻
重武器，沿公路直扑桐岐。新“江抗”在建于明
代的万安桥建立指挥所，参谋长张开荆和 &纵
队司令员陈挺分头率部从侧翼实施迂回，日军
占领桐岐关帝庙桑树林后，居高临下用机枪压
制“江抗”部队。“江抗”'支队一部用 $挺机枪
仰射，阻止敌人冲击，&纵队一部冒着敌人的炮
火勇猛冲击，将敌压制在关帝庙周围。连长叶
诚忠带领战士迅速接近关帝庙，向敌机枪阵地
接连投掷手榴弹，敌大部被迫龟缩进关帝庙，
一面发射紧急求援信号弹，一面组织火力固守
待援，小部被逼进关帝庙左边厕所。"班班长张
德铭带领全班 '名战士一起将手榴弹投进厕
所，炸得鬼子一片哀嚎，随后，全班迎着溃逃的
鬼子冲上去展开了肉搏战。
张德铭一个左突刺，一枪把一个鬼子刺

倒在地，又有两个鬼子饿狼般向他扑来。他以
静制动，当一鬼子突然向他下腹刺去时，只见
他后退防下一个突刺，又将鬼子刺死。另一个
鬼子见状不妙，撒腿就跑，张德铭一个箭步追
上，双手合力猛刺鬼子心窝，把他送上了西
天。这时，鬼子小队长歇斯底里嚎叫着扑了上
来。张德铭摆开架势，防中反击，双方你来我
往杀了十多个回合，鬼子小队长从平地跳到
麦田，张德铭紧追不舍勇猛格斗。方战正酣
时，陈挺司令员下令火攻，瞬间火光冲天，张
德铭利用亮光将刺刀压在鬼子枪上，突然一
个滑枪刺，尖刀直插鬼子小队长的胸膛。鬼子
小队长倒地时，也把刺刀刺入了张德铭的小
腹。张德铭血流如注，很快裤子被血浸透，不
多时便冻成了冰裤，但仍然屹立在麦田里，口
中喊道“杀呀！杀呀！”直至光荣牺牲。

就在 " 班与关帝庙外鬼子生死肉搏之
际，叶诚忠指挥连队一口气冲到关帝庙门前，

把雨点般的手榴弹投向庙内，当
场炸死在头山门门口指挥射击的
日军早野队长和重机枪手。逃进
正殿的鬼子拼命从墙上挖射击
孔，叶诚忠命令 %、&、$排准备手
榴弹，鬼子挖开一个墙洞，就迅速

塞入一枚拉弦的手榴弹，逼得鬼子无计可施，
但新“江抗”部队一时也难以攻入。就在战斗
处于胶着状态时，陈挺司令员再次下令火攻。
周围百姓纷纷送草送木，叶诚忠组织战士在
二山门前堆起干草，鸣枪将草点燃，副指导员
吴志勤组织举火烧门楼，关帝庙大门顷刻被
烧掉。部队迅即冲入庙内，不料几个战士被鬼
子冷枪击伤。经观察，发现有鬼子躲在关帝菩
萨后射击。&排长指挥 (个战士从左右两侧
向菩萨后投手榴弹，关帝菩萨被炸倒，鬼子死
伤狼藉，全部被歼。

桐岐歼灭战，新“江抗”歼灭日军中队长
早野绿明等日伪军 (&人，缴获 "&式重机枪
和 $*式轻机枪各 %挺、掷弹筒 %具，还有 $)

多支步枪及指挥刀等军用物资装备。新“江
抗”牺牲 (人，负伤 +)多人。"&式重机枪是 (

连缴获的，连指导员麦汝璧格外高兴，亲自把
机枪扛回了驻地。

新“江抗”指挥员综合运用侧翼迂回、机
枪掩护、近距离投弹攻击、白刃格斗和火攻等
战术，一次战斗消灭日伪军 ()多人，这在东
路地区还是第一次。新任新四军代军长的陈
毅发来嘉奖电，称赞此战为开创东路“我军歼
灭战之先声”。
澄锡虞地区百姓对桐岐歼灭战传得神乎

其神，皆称新“江抗”&纵队这支部队是老虎
部队，专在江阴打“东洋赤佬”。江阴百姓更为
自豪，名之曰“江阴老虎”。日伪军提起新“江
抗”&纵队，不禁心有余悸，谈“虎”色变。日军
驻苏州警备司令部司令得知青旸日寇战败的
消息大发雷霆，狂叫一定要消灭“江阴老虎”！
再战桐城，新“江抗”全歼日军一个小队，

烧毁敌汽油船，从日寇手中夺得 %挺 "&式重
机枪。

新“江抗”大旗一竖，常熟“民抗”及江
阴、无锡、青浦和昆山等地的小股抗日武装，
也迅速恢复了活动，形成了众星拱月的生动
局面。阳澄湖抗日根据地建设，又重新充满
了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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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一代儒宗钱大昕

嘉定人文荟萃，代不乏人。明嘉靖年间，
归有光（%,)'—%,'%年）徙居安亭讲学十三
年，他的散文上承唐宋，下启清代桐城派。人
称：“隆庆之后，天下文章萃于嘉定，归有光
之真传也。”清乾嘉年间，钱大昕、王鸣盛在
乾嘉学派中独树一帜，他们突破尊经卑史的
世俗偏见，集毕生精力研究经史之学，写下
《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等鸿篇
巨制。

钱大昕（%'+*—%*)( 年），字晓
征，一字辛楣，号竹汀。乾隆七年
（%'(+年），年方十五岁的钱大昕离
开家乡到嘉定县城，求教于当时著
名学者曹桂发。当年，考中秀才，在
全县士林中出类拔萃。据《钱辛楣先
生年谱》“乾隆十年乙丑”所记，先是
本县宿儒王尔达（王鸣盛之父）慕其
才而许婚季女。不久，城东坞城顾
氏又延其至家课读子侄。这样，钱
大昕学习更为勤奋。在坞城任教
时，他于授徒之暇，“晨夕披览”，通
读了顾氏家藏的《资治通鉴》《廿一
史》等大量史籍。与此同时，他还留意著述，
在阅读李延寿《南史》《北史》两部史书时，
手编《南北史隽》一册。几年之间的刻苦自
学，为他后来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初步的基
础。以诗赋闻名江南，乾隆十六年（%',%年）
乾隆皇帝南巡，钱大昕因献赋获赐举人，自
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钱大昕至京之初，所担任的内阁中书学
习行走一职，也许就是这个闲职，使他有了
更多的时间进行学术研究，并取得了多方面
的成就。他是那个时代的“跨界”学者，例如，
当时基础薄弱的天算历法知识，令许多士子
望而却步，钱大昕知难而进，废寝忘食地深入
研究，于乾隆十九年，撰成《三统历术》一书，
对《汉书·律历志》中保存的中国古代最完整
的一部历法《三统历》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于
其错谬之处则刊正脱误，从而使“二千年已绝
之学，昭然若发蒙”，一举成为天算的专家。
在钱大昕对古代历法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就
的同时，工部尚书秦蕙田又特邀他参加《五礼
通考》的纂修工作。在编修中，钱大昕博览了
经部有关书籍，这又促进了他后来深入进行

的经学研究。
乾隆十九年（%',(年），钱大昕进士及

第，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更是结交了一批饱
学之士，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各有致力的方向
和专长。他们互相切磋，互相补充，彼此结下
了深厚情谊。乾隆十九年到三十一年，钱大
昕仕途可谓春风得意，由翰林院庶吉士累迁
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两次随同乾隆帝巡

幸热河、五台等地。三次充任山东、
湖南、浙江等省的乡试主考官，两次
充当会试同考官。此外，还先后充任
武英殿纂修官、功臣馆纂修官、《续
文献通考》馆纂修官等职务，参与了
编修《热河志》《续文献通考》《音韵
述微》等书的修撰工作。这些典籍的
编就，也是他一生学术研究中的组
成部分。

钱大昕虽主张从训诂以求义
理，但不专治一经，亦不墨守汉儒家
法，主张把史学与经学置于同等重
要地位，以治经方法治史。自《史记》
《汉书》，迄《金史》《元史》，一一校
勘，详为考证。萃其平生之学，历时

近五十年，撰成《二十二史考异》，纠举疏漏，
校订讹误，驳正舛错，优于同时其他考史著
作。钱大昕是中国十八世纪最为渊博和专精
的学术大师，生前就已是饮誉海内的著名学
者，王昶、段玉裁、王引之、凌廷堪、阮元、江藩
等著名学者都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公推钱氏
为“一代儒宗”。
滨海临江的上海，也有过围筑城墙的历

史，同治《上海县志》记邑人顾从礼请求批准
修筑城墙的奏疏说，以前没有修筑城墙，主要
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上海人“半是海洋贸易之
辈，武艺素所通习，海寇不敢轻犯”，“虽未设
城，自无他患”。可见当时的上海人中有一半
是做海洋贸易的彪悍商人，生命财产的安全
问题并不突出。今（指明嘉靖年间）上海居民
成分稍变，面对的又是凶残的倭寇入侵骚扰，
沿海祸患不断，嘉靖三十二年（%,,$ 年-，仅
上半年就被倭寇烧杀劫掠达五次之多，子女
玉帛损失无数。“是年六月贼去，乃议筑城防
守。”据同书引用明张鹗翼《守城记》云“遂即
在十月兴工，十二月完成”。三个月里就筑成
了一道城墙，可见情势之所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