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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我無敵有我無敵，，有敵無我有敵無我！」！」
—— 2424師少將高參陳文杞師少將高參陳文杞

在淮河
阻 擊 戰
中 ， 51
軍內數百
名共產黨
員不僅英
勇殺敵，
還積極組

織和發動防區附近的人民群眾共同抗
日。郭照東介紹，淮河阻擊戰歷時近20
天，但當時撤回南岸的日軍與北岸的中

國軍隊在後續仍隔岸對峙，直到1938年
5月。當時敗退南岸的日軍不甘失敗，常
派小股部隊偷襲北岸中國軍隊，騷擾殺
害農民，搶劫財物，姦污婦女，引起當
地農民激憤。
今年已90歲高齡的吳夕庭老人曾住在

小蚌埠吳庵村大東台莊。他告訴記者：
「我的外公就是被鬼子打死的，鬼子殺
了人以後還一把火把整個村子都給燒光
了。」郭照東介紹，在當時的情況下，
地下黨員為了更好地聯合群眾抗日，在

廣大群眾中進行救亡宣傳，並組織農民
抗日救國保家自衛隊，還以鄉為單位，
組成抗日聯合大隊，人數達到1,600多
人。參加自衛隊的大都是二三十歲的青
年男子，平時在家務農，遇有軍事行動
時，就手持武器，跟隨部隊奔向戰場。
而在同年4月間第51軍奉調北上增援台
兒莊作戰後，淮河北岸農民抗日自衛隊
中的許多人仍在當地繼續堅持鬥爭，其
中還有一些人參加了其後共產黨領導的
抗日武裝。

抗戰時期，蚌埠作為津浦鐵路的重要
站點，是中國縱貫東西、連通南北

的軍事交通要地。當年為了阻擊日軍北
上而被中國軍隊炸毀的津浦鐵路淮河大
鐵橋，現早已修復通車。

戰鬥慘烈屍體填滿水塘
蚌埠市史志辦公室副主任郭照東介

紹，淮河阻擊戰於1938年2月打響，其
標誌是中國守軍將蚌埠淮河大鐵橋炸
毀，撤至淮河北岸奮勇拒敵。當時淮河
沿岸的臨淮關、鳳陽等多地失守，為將
日軍阻止於淮河南岸，于學忠的第51軍
急赴蚌埠至五河間的淮河北岸佈防。從
1938年2月2日起，日軍就不斷炮轟北岸
陣地，連續以小部隊強渡淮河，但均被
擊退。幾度攻陷不下，日軍開始大部隊
強攻，除炮兵進行猛烈轟擊以外，還用
飛機進行轟炸。
「當年大鐵橋被炸毀以後，小鬼子就想

着從橋底下潛進到北岸，鬼子爬過來一個
就被國軍擊斃一個。」今年88歲的高林田
老人，當時家住蚌埠淮河北岸小蚌埠鎮方
溝村西北園莊（現屬蚌埠市淮上區）。阻
擊戰爆發時，高林田只有11歲，「東北軍
來支援的時候就從我們莊子上走過，我還
看到過他們在淮河大堤上挖戰壕。」高林
田老人回憶，戰事全面打響後，自己跟着
村裡人跑到山裡躲藏，「連續幾天不分晝
夜都是槍炮聲」。
郭照東介紹，那幾天的戰鬥十分猛
烈，後來第51軍各部傷亡甚重，在徐州

附近的張自忠第59軍前來支援。淮河北
岸的小蚌埠幾度失守又數度克復。2月20
日，殘餘日軍不堪重擊終於退回南岸。
「當時小蚌埠到處都是死人的屍體，有
國軍的，也有鬼子的，屍體沒人埋，把
一個水塘都堆滿了。」高林田向記者介
紹他回家後看到的戰後情形。據郭照東
研究，淮河阻擊戰中，中方死傷4,000多
人，日軍死傷達3,200多人，在雙方軍事
裝備懸殊的情況下，這個戰損比例，在
中國的整個抗戰史中都是一場了不起的
戰鬥。

共產黨員堅守陣地殉國
郭照東告訴記者，他與蚌埠市淮河阻

擊戰的研究學者紀新建研究發現，淮河
阻擊戰之所以能取得輝煌戰果，中國共
產黨在第51軍的秘密黨組織起到了十分
重要的作用。早在1936年6月，共產黨
就在第51軍發展了第一個地下黨員——
該軍參謀處中校科長解方。到1938年
初，黨的秘密組織系統已在第51軍中建
立，全軍黨員人數已達300人。淮河阻擊
戰前夕，該軍已成為抗戰爆發後中國共
產黨在友軍裡地下黨員人數最多、黨組
織力量最強的軍隊。
戰鬥開始前，中共第51軍地下黨組織
在內部進行了動員，號召共產黨員以身作
則，團結全體官兵，衝鋒在前，退卻在
後，首戰必捷，在光榮的抗日戰場上大顯
身手。在地下黨員控制的連隊，黨組織以
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黨中央關於抗日救亡
的主張，對戰士們進行宣傳教育，並在構
築的河岸工事及其附近，張貼和刻寫許多
宣傳鼓動口號，如「平時多流汗，戰時少
流血」、「誓與陣地共存亡」等，以鼓舞
廣大官兵的士氣和鬥志。
郭照東介紹，阻擊戰期間，51軍342
旅684團1營營副、共產黨員羅廣智，
率一營迫使日軍節節敗退，負傷後仍
堅守陣地指揮戰鬥，直至犧牲。在這
次阻擊戰中壯烈犧牲的共產黨員有姓
名可查的有任坤剛、郭善儒、黃繼
才、王忠良等十多人，光榮負傷的共
產黨員人數更多。

國共安徽同抗敵國共安徽同抗敵
阻華中日軍北上阻華中日軍北上

訪老兵拍紀錄片 有的「說走就走了」
從2013年下半年起，蚌埠廣播電視台紀

錄片創作室的幾位編導便趕赴重慶、無錫、
南陽等十多個城市，拜訪20多位與淮河阻
擊戰相關的抗戰老兵。紀錄片《淮河阻擊
戰》目前已進入緊張的後期製作環節。「就
在我們採訪的一年多時間裡，已經有3位曾
受訪的抗戰老兵相繼去世。」紀錄片創作室
的總編導朱麾告訴記者，他們力爭今年9月
完成紀錄片的製作，這些已是90多歲高齡
的抗戰老兵沒有太多時間可以等待。

網絡求助尋老兵下落
在紀錄片拍攝之初，編導宋婧就遇到了

一個難題。「參加淮河保衛戰的國民革命
軍有東北軍、西北軍、川軍等，戰鬥結束
後這些部隊又赴各地打仗，想要找到這些
抗戰老兵，着實困難。」後來宋婧無意間

找到了關愛抗戰老兵網，並在那
裡的論壇發帖求助，不久後就有
各地的志願者為她提供了老兵們
的信息。宋婧告訴記者，在志願
者的協助下，製作團隊先後去過
河南、四川、重慶、廣西等多地
拜訪老兵，由於這些老兵的年紀
基本都在90歲以上，很多老兵已
不能說話或臥病在床。在製作團
隊拜訪過的20多位老兵中，最終
能接受採訪的僅十幾人。
而在此期間，製作團隊得知有

3位受訪老兵已相繼去世。「記
得去年去無錫採訪孫殿修老人
時，他的身體還算硬朗，但是說走就走
了。」宋婧始終記得孫殿修老人給他們講
述抗戰經歷時的樣子。編導姚敏感歎道，

再過幾年，再想採訪參加過抗戰的老兵就
更難了，這些老兵在去世之前留下的影像
資料十分珍貴，他們會很好地保存下來。

沿淮河鏖沿淮河鏖戰戰2020天天 敵傷亡逾三千人敵傷亡逾三千人

近近 55 萬中國軍隊與萬中國軍隊與 33 萬日軍萬日軍

19381938年年22月在安徽蚌埠境內沿淮月在安徽蚌埠境內沿淮

河展開了近河展開了近2020天的拉鋸戰天的拉鋸戰，，致日致日

軍傷亡軍傷亡33,,000000多人多人。。該戰有效阻該戰有效阻

止了日本華中派遣軍北上止了日本華中派遣軍北上，，打亂打亂

了日軍快速打通津浦路了日軍快速打通津浦路、、會師台會師台

兒莊的作戰計劃兒莊的作戰計劃。。毛澤東曾在毛澤東曾在

《《論持久戰論持久戰》》中特別提到了這次中特別提到了這次

戰鬥戰鬥。。然而然而，，在這場阻擊戰中在這場阻擊戰中，，

鮮為人知的是鮮為人知的是，，中國共產黨在國中國共產黨在國

民革命軍第民革命軍第5151軍裡的數百名地下軍裡的數百名地下

黨員黨員，，也同該軍官兵一道英勇奮也同該軍官兵一道英勇奮

戰戰，，譜寫了一曲國共合作抗日禦譜寫了一曲國共合作抗日禦

侮的壯歌侮的壯歌。。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玲傑張玲傑、、

陳敏陳敏 安徽報道安徽報道

組農民自衛武裝 平時務農戰時拿槍

淮河阻擊戰是抗淮河阻擊戰是抗
日戰爭期間安徽省日戰爭期間安徽省
境內殲滅日軍最多境內殲滅日軍最多
的一次戰鬥的一次戰鬥，，成功成功
阻擊了日軍的北上阻擊了日軍的北上
計劃計劃。。今年是抗戰今年是抗戰
勝利勝利7070周年周年，，為讓為讓
更多的人銘記像淮更多的人銘記像淮
河阻擊戰這樣的抗河阻擊戰這樣的抗
戰歷史戰歷史，，民革蚌埠民革蚌埠
市委會經過多次調研市委會經過多次調研，，撰寫了撰寫了《《關於在蚌埠關於在蚌埠
市建造抗戰紀念館的建議市建造抗戰紀念館的建議》，》，建議在蚌埠市建議在蚌埠市
建造抗戰紀念設施建造抗戰紀念設施，，使之成為愛國主義教育使之成為愛國主義教育
基地基地。。這條建議被蚌埠市政府採納這條建議被蚌埠市政府採納，，從而促從而促
成蚌埠市抗戰紀念牆建設項目成蚌埠市抗戰紀念牆建設項目。。
據了解據了解，，該項目選址定在淮河北岸的蚌埠該項目選址定在淮河北岸的蚌埠

淮河大鐵橋下淮河大鐵橋下，，民革黨員馬祖培全程參與項民革黨員馬祖培全程參與項
目建設目建設，，並為紀念牆撰寫紀念碑文並為紀念牆撰寫紀念碑文。。目前目前，，
抗戰紀念牆正在着手建設中抗戰紀念牆正在着手建設中。。按照設計方按照設計方
案案，，紀念牆總長紀念牆總長3232米米，，總高總高33..22米米，，雕塑作雕塑作
品如同一條鋼鐵長城屹立在淮河岸邊品如同一條鋼鐵長城屹立在淮河岸邊。。該紀該紀
念牆將於今年念牆將於今年99月月33日日，，我國首個法定的我國首個法定的「「中中
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與市民見面與市民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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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日軍進犯為防日軍進犯，，中國軍隊炸毀津浦鐵路淮河大鐵橋中國軍隊炸毀津浦鐵路淮河大鐵橋。。本報安徽傳真本報安徽傳真

■■在淮河前線在淮河前線
採訪的外國記採訪的外國記
者在中國軍隊者在中國軍隊
掩體前掩體前。。
本報安徽傳真本報安徽傳真

■90歲高齡的吳夕庭老人回憶
淮河阻擊戰。 記者趙臣攝

■■昔日被炸毀的淮河大鐵昔日被炸毀的淮河大鐵
橋橋，，現已修復現已修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淮河一戰阻擊了
日軍北上會師台兒
莊的計劃。圖為台
兒莊戰役中的中國
軍隊。 網上圖片

■■淮河北岸中國軍隊向登岸日軍發起反擊淮河北岸中國軍隊向登岸日軍發起反擊。。本報安徽傳真本報安徽傳真

■紀錄片團隊在重慶採訪抗日將領張自忠的警衛員曹
延明老人（中）。 本報安徽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