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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資料顯示，早在五代以及南唐時期，官方便已
經在江陰一帶開始設置防禦設施，有軍監使，同時也
有戰艦。到了宋代，開始設置水軍營，對江面進行巡
視。到了明代，則開始設置巡檢司。到了清代，則有
京口水師營。到了民國時期，這裡仍然是極為重要的
水師江防之地。

在明代，倭寇之患一直困擾沿海、沿江地區。明朝
嘉靖年間，當地知縣數次率領軍隊在江陰抗擊倭寇。
此後，基於戰略防禦的需要，開始築起城牆，對倭寇
之患起到了非常好的抵禦作用。
而江陰要塞開始成為砲台而在戰爭中發揮作用，是

從明朝開始的。明朝崇禎年間，開始在江陰的黃山上
出現砲堤，當倭寇來犯時，砲台起到了非常重要
的防禦作用。到了清代，這一功能被繼續發揮，
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使得江陰要塞的炮火防禦
功能一直為歷代政府所重視。從晚清時期開始，
當時的洋務派首領張之洞開始改革江陰砲台的位
置，提高了砲台的攻擊能力。而在太平天國與清
軍的作戰中，這裡也成為了非常重要的戰場。
此外，在推翻了滿清政府之後，1912年的10
月，孫中山曾經專程搭乘軍艦來到江陰黃山砲台
進行視察，以顯示對這一軍事要塞在國防中具有
的特殊地位的重視。孫中山視察之後，砲台便進
行了改造和修繕。
可見，江陰要塞是歷代兵家必爭之地，也是中

國近現代史的滄桑記錄。
文、攝：徐全

自古形成的江防要塞

■江陰要塞的古砲台

抗戰爆發時，中國海軍在初期幾乎以各種方式參與到了抗戰之
中。當時海軍的兩大艦隊——第一艦隊和第二艦隊，也幾乎在戰
爭中付出了全軍覆沒的代價。不過，在這一過程之中，設立在江
陰的海軍電雷學校，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機構，其在抗戰中發揮的
作用，不能夠被後人所忽視。
海軍電雷學校是在非常特殊的背景之下成立的。除了希望達成

海軍的統一這一目標之外，當時的中國在工業化程度以及艦船製
造方面難以和日本進行正面對抗，官方故而希望能夠用小型、精
幹、快速的海軍結構在戰爭中擊敗日本。而水雷、魚雷是當時海
上快艇部隊最為常用的武器，因而成立電雷學校也就成為了國民
政府培養海軍人才的重要機構。海軍電雷學校既是軍事教育機
構，同時也是作戰部隊，這是當時特殊的時空背景的體現，也在
某種程度上體現了當時的中國海軍面臨的環境。學校於1932年成
立，1933年正式開學。負責學校日常工作的是教育長歐陽格。
據江陰望江樓中的資料顯示，在抗戰爆發時，海軍電雷學校已經
擁有魚雷快艇20多艘以及各個類型的艦艇10艘。學校當時下轄的
魚雷艇中隊名稱也顯現出民族化的色彩，例如有「文天祥中隊」、
「史可法中隊」、「陸秀夫中隊」、「岳飛中隊」等。在後來的淞
滬會戰中，電雷學校培養的人才為兩次襲擊日本艦隊的旗艦作出了
巨大貢獻。可見這所軍校在海軍抗戰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

文、攝：徐全

在江陰的黃山，沿山路而上，來到位於山巔的望
江樓，會發現其內部已經成為記載當年江陰海

空大戰的歷史圖片陳列館。一幅幅珍貴的圖片講述
中國海軍在抗戰中作出的貢獻以及動人事跡。歷史的
一頁雖然已經過去，但是不能夠被忘卻，唯有如此，
今人才能更加珍惜當下的和平生活。

懸殊的戰前對比
中日兩國海軍的戰前力量比較，極為懸殊。從整體

國力上看，當時的日本海軍，自十九世紀末以來，經
歷過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已經是一支公認的遠東海
上霸主，而且，日本當時也基本實現了自主海上造船
的工業化。而當時的中國，則一直處在內憂外患之
中，國家沒有實現真正的統一，工業化的進程更是無
從談起。甚至，中國海軍的部分艦艇，乃是從日本訂
購。例如，在孫中山革命活動以及抗戰中發揮了重要
作用的「中山」艦，便是從日本訂製。除此之外，當
時的日本海軍，已經是一支立體化的作戰部隊，擁有
強大的水面艦艇，也擁有輔助水面作戰的海軍航空兵
以及航空母艦，更擁有負責地面作戰的海軍陸戰隊。
在抗戰時期於上海的淞滬會戰中與中國軍隊作戰的，
便是日本的海軍陸戰隊。
反觀當時的中國海軍，擁有的僅僅是為數不多的老
舊水面艦艇，不少還是前清的產物。當時的中國海
軍，分為兩個艦隊，共計接近四十艘艦艇，多屬輕型
水面艦隻，與日軍相比，戰鬥力之差距可想而知。
另一個不能夠忽略的問題是，據展覽館資料顯示，

與日本體系化的海軍相比，1928年國民政府形式上統
一全國之後，海軍實際上仍然是依附於不同的地方和
派系，所以並沒有實現真正的統一。雖然當時國民政
府設立了海軍部，但是國府負責人蔣介石仍舊希望建
立一個絕對服從領導、小型精幹的新海軍。所以，便
在鎮江成立了電雷學校。電雷學校隸屬於當時的國民
政府參謀本部，不僅是學校，而且是作戰部隊。1936
年，電雷學校遷往江陰的黃山港，隸屬於軍政部，正
式定名為軍政部電雷學校，由蔣介石親自擔任校長，

也稱為「海軍的黃埔軍校」。電雷部隊主要負責的，
便是長江防禦。
從對比中可以看出，日本海軍當時已經是一支實力

強大的重機械化部隊，而國府海軍則是依靠老舊以及
輕型水面艦艇武裝起來的近海沿岸防禦力量。二者的
實力差距可想而知。

淞滬會戰中的海軍抗敵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中國軍隊與日本
海軍陸戰隊在上海開始激戰。淞滬會戰的特點在於：
這是中國軍隊一次海陸空全方位動員的大型會戰。除
了地面上的激烈戰鬥之外，在空軍方面，會戰爆發的
第二天，空軍四大隊大隊長高志航便在浙江筧橋大敗
日本航空隊，大振中國軍民士氣。而海軍方面，也不
落於人後，雖處在劣勢，亦盡全力抗敵。
1937年8月14日，海軍江陰區江防司令部派出了快
艇，經由江陰內河駛向上海。8月16 日晚八時，中國
海軍快艇「史102」號，穿越日軍的重重封鎖，在距

離日本海軍第三艦隊旗艦「出雲」號約
三百公尺處，連續發射魚雷兩枚，擊傷
日艦。日方隨即開始反擊。最終，快艇
「史102」號被擊沉在九江路外灘浦口碼
頭附近。而淞滬會戰爆發時，中國海軍「晉安」號運
輸艦自沉於董家渡一帶以封鎖水道。9月28日，中國
海軍派出特別行動之士兵，攜帶水雷，潛伏至春江碼
頭，再次炸傷日本海軍「出雲」號戰艦。可以說，兩
次奇襲「出雲」號，一次以快艇，一次以蛙人，使得
日軍大受震動。
在淞滬會戰中，中國海軍雖然弱小，但是卻沒有避

戰不出、被動挨打，而是立足自身的條件主動出擊，
恪盡守土之責。當然，由於整體上的實力懸殊，位於
上海區域的海軍機關、工廠遭到了日軍的打擊，中國
海軍的「永健」號戰艦，當時正在上海修理，屢屢遭
到轟炸，最終沉沒。

苦戰江陰要塞
江陰自古以來便是長江下游非常重

要的要塞，具有相當重要的戰略位
置。為了防備日本海軍艦艇沿長江駛
入上游，國民政府採取了沉艦封鎖水
道的做法。1937年8月11日，這一戰
略開始實施。同時，中國海軍「甘
露」號戰艦開始在江陰附近江面上執
行破除水面航標的工作。當時，國民
政府用軍艦以及民船，沉沒於長江水
道。與此同時，海軍也開始在江陰附
近水域進行水雷佈置，以形成更加堅
固和完整的封鎖線。這一戰術究竟在
後來的戰鬥中發揮了多大作用，史學
界向來有不同看法。但是用沉船的方
式阻塞航道以抵抗日本海軍，從一個
側面反映了當時中國海軍的弱小和無
奈。
自1937年8月16日起，日本方面開

始對江陰要塞的中國海軍發起攻擊。在中國的抗戰史
上，這是一次名副其實的海空大戰。日本方面不斷以
航空隊的戰機對中國海軍艦艇以及江陰要塞進行轟
炸。例如，在是年8月26日，中國海軍的「皦日」號
戰艦在執行水面航標破除工作時，遭到日本海軍以及
航空隊的襲擊而被擊沉。
為了守衛江陰要塞，中國海軍進行了最大程度的動

員。為了策應守衛當時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中國海
軍方面派出了「平海」、「寧海」、「逸仙」、「應
瑞」等中國方面的主力艦前往江陰前線。「平海」更
是中國海軍旗艦。彼時，日本方面對江陰的進攻，主
要採用空襲的方式。而中國海軍則以艦艇上的防空炮
構成防空火力網進行抵抗。整個江陰要塞的海空大
戰，持續了大約三四十天。1937年9月23日，經過多
日的苦戰，中國海軍的主力艦「平海」和「寧海」，
均被日本方面擊沉。據相關史料記載，兩艘軍艦被擊
沉之後，中國海軍第一艦隊司令陳季良轉移到「逸
仙」號戰艦上繼續指揮。日本方面隨後便將攻擊重點
轉移到了「逸仙」號戰艦。到了9月25日左右，「逸
仙」號戰艦在擊落兩架敵機的情形下，最終倒沉，而
前往救援「逸仙」號的「建康」號戰艦，亦遭敵機炸
沉。經過苦戰，中國海軍損失慘重，開始拆卸軍艦上
的重炮。1937年12月初，日軍地面部隊攻至江陰
城，要塞失守。
值得一提的是，在要塞以及整個江陰的保衛戰中，

中國軍隊的構成體現了當時全國總動員的 鮮明特
點。除了海軍江防艦隊以及江陰要塞所屬步兵營，守
衛江陰要塞的國民革命軍陸軍部分，包括東北軍的57
軍112師、來自貴州的第103師、來自廣東的第66軍
159師457旅、160師478旅以及83軍156師新編步兵
團的3個連，可以說，是地無分南北、皆有抗戰守土
之責的突出體現。

電雷學校 功勛彪炳

江陰要塞望江樓江陰要塞望江樓
在抗戰初期在抗戰初期，，江陰因為地處長江江陰因為地處長江，，擁有要塞之名擁有要塞之名，，而而

成為了重要的戰場成為了重要的戰場。。彼時彼時，，弱小的中國海軍在江陰與日弱小的中國海軍在江陰與日

本軍隊展開了殊死搏鬥本軍隊展開了殊死搏鬥。。江陰要塞海空大戰以及淞滬會江陰要塞海空大戰以及淞滬會

戰中的中國海軍突擊戰中的中國海軍突擊，，成為了中國海軍抗戰史中重要的成為了中國海軍抗戰史中重要的

組成部分組成部分。。也因為這樣一段滄桑的歷史也因為這樣一段滄桑的歷史，，江陰的名字在江陰的名字在

抗戰的歷史長河中被後人所銘記抗戰的歷史長河中被後人所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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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中國海軍抗戰史見證中國海軍抗戰史

■海軍電雷學校徽章

■江陰要塞遺址

■■記錄下海軍抗戰史的江陰望江樓記錄下海軍抗戰史的江陰望江樓
■■江陰海空大戰彩繪圖江陰海空大戰彩繪圖

■抗戰時期的中國海軍魚雷艇 ■中國海軍旗艦「平海」號在抗戰中被日軍擊沉 ■國民政府以艦艇自沉的方式封鎖長江江面 ■中國海軍旗艦「平海」號下水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