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年 系 列 報 道

AA1717 ■■責任編輯責任編輯：：王曉丹王曉丹 ■■版面設計版面設計：：余天麟余天麟 20152015年年88月月2727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現國難日急現國難日急，，正我輩為國家民族效命之時正我輩為國家民族效命之時，，
勿自消沉勿自消沉，，應負起偉大之使命……應負起偉大之使命……」」

——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徐向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徐向前

徐展勤告訴記者，1931年「九一八事變」
後，東北三省淪陷，此後日軍西進，侵略

熱河和綏遠。祖父徐子珍隨傅作義參加了著名的
長城抗戰。1936年，祖父徐子珍又隨傅作義參加
綏遠抗戰，取得百靈廟大捷。這次大捷被蔣介石
稱為「民族復興之起點」，毛澤東認為是「抗戰
之先聲」。至於叔侄聯手抗日的故事，則要從
「七七事變」後的一封家書開始。

徐向前家書倡團結合作
「現國難日急，正我輩為國家民族效命之

時，勿自消沉，應負起偉大之使命……」，這
是徐向前寫的抗戰家書。1937年，紅軍剛改編
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徐向前負責八路軍開
赴山西戰場前的統一戰線工作，他給晉綏軍部
隊中的哥哥徐受謙和叔叔徐子珍寫下這封家
書，倡導增強信心團結抗日。「我家中至今珍
藏這封家書」，徐展勤說，雖然過去70多年
了，但因家裡祖輩、父輩都親身參與了這場戰
爭，而他89歲的父親從小就在逃避日軍追捕、
隨軍轉戰中成長，「戰爭場景仍時時在目」。
太原會戰是「七七事變」後國共聯手進行的

第一次大規模會戰，
也是公認兩黨、兩軍
配合最好的會戰。十
大元帥中唯一的北方
人徐向前，因為祖籍
山西等原因被派往山
西戰區，為八路軍進駐前作準備。會見完閻錫山
後，徐向前隨周恩來赴大同與傅作義會談，隨後
與叔叔徐子珍短暫相見。

家人戰死沙場兩軍共同抗日
在山西期間，徐帥回到了闊別20載的山西五

台老家。徐展勤的父親徐覺民對徐向前帶八路軍
回老家的情形記憶猶新，「銀存哥（徐向前）共
回來了兩次，第一次他在村裡作了抗日宣傳動
員，我媽把家裡藏的一把手槍都捐了出來。第二
次回村很熱鬧，村裡組織八路軍分散在各家各戶
吃飯」。徐向前大姐和二姐的孩子都要求跟部
隊打日本，但都不幸戰死前線。
「徐向前帶八路軍士兵走後的不幾天，村裡

就聽見忻口那邊炮聲轟轟地響。父親說這肯定是
中國軍隊與日本軍隊交火打起來了，徐子珍和徐

向前的部隊應當全在附近了」，徐展勤講
道。這場戰爭就是1937年9月至10月的忻口會
戰。晉綏軍、中央軍、川軍、八路軍等全國各
路軍隊一同配合，與日軍對決。中央軍衛立煌
上將親臨指揮。徐子珍的70師與日軍激戰中傷
亡慘重，中央軍第九軍郝夢齡軍長和劉家祺師
長陣亡。八路軍林彪的115師取得平型關大
捷。徐向前的129師偷襲日軍陽明堡機場，使
忻口戰役中日軍飛機全部報銷。日軍在忻口難
以突破下，轉向山西東部攻下娘子關，直逼太
原，忻口戰役結束。

叔反內戰退軍避與侄兵戎相見
此後，叔侄二人各自征戰。徐向前率部向晉

東南進發，去開闢新的抗日根據地；徐子珍則
率部北上調防綏遠，任綏遠屯墾軍司令。抗戰
勝利後，任十二戰區中將的徐子珍反對內戰，
退出軍界，不願叔侄在戰場上兵戎相見。1949
年，徐子珍派人看望在青島養傷的徐向前，期
望結束戰亂，早日重建國家。之後徐子珍協助
傅作義、董其武在綏遠和平起義。

忻口戰役結束後，徐子珍奉
命調防綏遠。內蒙古是軍馬與小
麥等軍事物資的產地，鄰近黃河
的綏遠河套地區水美地肥，是日
軍爭奪的戰略重點地區。徐子珍
領導的綏遠屯墾軍(後改編為五
臨警備旅)在河套地區負責軍事
防務、進行屯墾生產，保障軍需
給養，成為北方重要抗日根據
地。抗戰期間，西北軍、東北軍
（馬占山部隊）、晉綏軍（傅作
義部隊）等中國軍隊陸續撤至河
套地區駐軍。

徐展勤表示，中國軍隊在綏遠進行了著名的三次戰役：即
襲擊包頭、會戰綏西、攻克五原。徐子珍領導五臨警備旅在
三次戰役中均擔任了主攻任務。包頭戰役中，徐子珍的五臨
警備旅攻入包頭城中，重創日軍司令部。綏西會戰中，面對
日軍的大規模掃蕩，徐子珍部作為主力與日軍激戰，部隊傷
亡巨大，有力地掩護了大部隊的轉移。

粉碎神話重振士氣
特別是在被稱為五原大捷中，中國軍隊在抗戰以來第一次

收復失地，粉碎日本皇軍不可戰勝的的神話，大振中國軍民
的抗日士氣。五原戰役中，收復了全部河套地區，共殲滅日
偽軍5,000餘人，擊斃日皇族水川伊夫中將、金藤少將、步
兵聯隊長大橋大佐、特務機關長桑原中佐等，生俘日軍指揮
官觀行寬夫等50餘人。特別是日皇族水川中將的擊斃，是
繼八路軍於1939年11月在河北淶源擊斃日軍「名將之花」
阿部規秀中將後，四個月中被
擊斃的第二個日軍中將，日本
朝野為之嘩然。
徐子珍將軍領導的五臨警備

旅在戰役中擔任主攻五原城的
艱巨任務，付出重大犧牲，約
千名將士傷亡。五原戰役的勝
利，受到了全國抗日軍民的高
度讚揚。蔣介石更親自發電慶
賀，傅作義將軍被國民政府授
予青天白日勳章，徐子珍晉陞
中將。

徐向前元帥之子徐小巖中將日前撰
文紀念徐帥在山西抗戰時的經歷，強
調「人民，只有緊緊地依靠人民群
眾，八路軍才能立於不敗之地。」文
章寫道，太原失陷後，國民黨部隊紛
紛退往黃河西岸，中共提出「與華北
共存亡」，八路軍和山西人民決心堅
持敵後游擊戰爭，將山西建成抗日根
據地，華北抗戰進入一個新時期。

響堂鋪伏擊戰全殲日軍車隊
根據八路軍總部的部署，徐向前任
副師長的129師依托太行山脈，轉戰
於晉東南地區。1938年3月下旬，日
軍向晉南、晉西黃河沿線大舉推進，
在邯長公路上日夜運送兵員和物資。
由於129師師長劉伯承在此時去總部
出席會議，政委鄧小平和徐向前商量
在河北涉縣到山西黎城之間的響堂鋪
設伏。這次伏擊戰由769團和771團擔
任主攻，772團打援敵。
3月30日凌晨，部隊在雨中神速、
秘密地開進了設伏地。31日晨8時，
日軍第14師團輜重部隊的兩個汽車中
隊攜400餘人兵力，向設伏地開來。
我軍伏擊部隊一起開火，鬼子車隊被
切成數段，駐紮在縣城的鬼子急忙趕
來救援。而772團早已等在鬼子必經

之路上，佔據有利地形。經過半日激
戰，我軍全殲了這支日軍車隊，繳獲
大量軍火、物資。為紀念這次勝利，
人們在響堂鋪村豎立了響堂鋪伏擊戰
紀念碑。

長樂村急襲反九路圍攻
從1937年冬至翌年春季，八路軍

在華北敵後連續戰鬥，沉重地打擊
了日本侵略者。日軍惱羞成怒，調
集十個聯隊，三萬多人分九路向我
抗日根據地圍攻，史稱「九路圍
攻」。八路軍總部抓住戰機，準備
攻擊由山西武鄉退往襄垣的較為孤
立的日軍117聯隊。時任旅長的陳賡
率 386 旅連夜出動，急行軍 9個小
時，猛追這股日軍到長樂村附近的
河谷地帶，咬住了日軍的輜重隊及
部分主力。因國民革命軍第三軍未
按計劃阻擊返回救援的1,000餘人日
軍，這股援軍逼近了長樂村戰場，
戰至下午5時，我軍主動撤離。
長樂村一仗打出了八路軍的威風，

共斃傷俘敵2,200餘人。在這場戰鬥
中，772團團長葉成煥壯烈犧牲。反九
路圍攻勝利後，華北敵後與日軍形成
了相持的局面，以太行山區為中心的
晉冀豫抗日根據地基本形成。

五台徐氏，是百年望族。徐展勤介紹，
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第一人」徐繼畬是
家族的十五世祖。在徐繼畬思想的影響
下，徐氏族人紛紛留學西方和日本、報考
新式軍校，探尋救國之路。民族危亡之
際，徐氏族人奮起抗爭，在辛亥革命、北
伐戰爭、抗日戰爭等重大歷史事件中，湧
現大批近代史革命人物。徐子珍（十八
世）與徐向前（十九世）分別為國共兩黨
軍事將領的代表人物。徐氏將帥，還包括
徐海毓、徐岱毓、徐幼陵等高級將領。
徐展勤說，在父親平反的第二年，正

趕上國家修改憲法「依法治國」，他報
考了大學法律專業，後考上律師，維權

護法，以實際行動推動中國法治進程。在十餘年的執業律師
生涯中，徐展勤繼承了祖父輩的軍人氣質，充滿戰鬥力，代理
了數百宗案件，其中不少具有里程碑意義。他訴北京建委一房
二抵二賣民告官行政訴訟案，推動了北京房屋抵押登記和買賣
網簽制度的出台；他為河南包某故意傷害罪死刑執行辯護「槍
下留人」案，推動了死刑覆核權由地方收歸中央。
中國首次抗戰勝利日大閱兵的來臨，作為「紅藍後代」的徐

展勤激動不已。徐展勤說，此次勝利日大閱兵邀請國軍抗戰老
兵的參加，是對抗戰歷史的尊重，更是中國由70年前的弱國變
為強國的標誌，將極大激發中華民族的自信心。

太原會戰（又稱忻口會
戰），是公認國共在抗戰
中配合最好的一次會戰。
在這場會戰中，有一對叔
侄分屬國共兩黨高級將
領，二人既齊披甲上陣殺
敵，又聯手促進統一戰
線，堪稱國共抗日中最親
密的配合。「徐子珍，徐
向前元帥的家族叔父，叔
侄皆抗日，雖一為
國軍將，一為共軍
將帥，但同負民族
解放這責任，實
為佳話」——這

是南京歷史檔案館的一份《新華日報》文稿中的記述。
在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徐向前元帥堂侄、徐子珍將軍
之孫徐展勤向本報獨家展示徐向前的一份抗戰家書，披
露這段國共合作中叔侄攜手抗日的傳奇故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凱雷北京報道

叔侄披甲齊殺敵叔侄披甲齊殺敵
聯手促統一戰線聯手促統一戰線

徐向前後代憶抗戰中徐向前後代憶抗戰中「「最親密的國共合作最親密的國共合作」」

徐帥鏖戰晉東南 勝利必須靠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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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徐氏 百年望族

■■徐向前元帥堂侄徐向前元帥堂侄、、徐徐
子珍將軍之孫徐展勤向子珍將軍之孫徐展勤向
記者展示徐帥寫給叔父記者展示徐帥寫給叔父
徐子珍的家書徐子珍的家書。。

記者劉凝哲記者劉凝哲 攝攝

■■外國記者所拍外國記者所拍，，徐子珍部隊在徐子珍部隊在19371937年集結時的照片年集結時的照片。。 本報北京傳真本報北京傳真

■1937年，時任八路軍129師副
師長的徐向前。 本報北京傳真

■1941年，徐子珍晉陞國
軍中將時的照片。

本報北京傳真

■徐氏十五世祖徐繼
畬，是中國近代開眼
看世界的偉大先驅之
一，被《紐約時報》
稱為東方伽利略。

本報北京傳真

■■徐子珍子女覺民徐子珍子女覺民、、惠民惠民、、天民天民、、艾民四艾民四
兄妹在抗戰期間合影兄妹在抗戰期間合影。。 本報北京傳真本報北京傳真

▲▲「「七七事變七七事變」」後後，，徐徐
向前致徐子珍的家書向前致徐子珍的家書，，
力促叔侄同抗日力促叔侄同抗日。。

本報北京傳真本報北京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