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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惨烈的战役一个团只剩下13个人
1日，记者联系上宜昌抗战历史研究专家刘思华和简兴安，他们讲述了国民党75

军预备第四师在宜昌的战斗过程。
1940年 6月宜昌沦陷，日军向西北方向进犯。黄花两河口以东地区均被日军占

领，日军修筑了大量工事，明碉暗堡密布，铁丝网拉满山头，企图步步推进，进占四川。
第75军预备第四师，于1941年春担负小溪塔地区的防守，师部原驻雾渡河，是年

春迁到晓峰南边村。专家介绍，预四师在宜昌的4年多时间里，经历最惨烈的战役是
1941年冬的血战沙坝店子。

一日凌晨，师指挥部向10团下达夜袭沙坝店子日军据点的命令。约2点，主攻团
进入预定区域，在离敌军阵地约300米的山地潜伏。当工兵剪第三道铁丝网时，触动
了敌人的警报，一时敌军军犬狂叫，照明弹立即升空，我部1000余人顿时暴露无遗。

团长立即下令冲锋。我军一无掩体，二无战壕，一排排被日军火力扫倒，冲一次倒
一批。三营营长冒着弹雨，带领50多人从侧面迂回，接近敌阵，连炸敌碉堡两个，接着
与300多名日军短兵相接，展开惊心动魄的肉搏战。但因寡不敌众，10团在此次战役
中仅剩下13人，其中3个重伤、5个轻伤。

该师禁鸦片办学校，儿童免学费、书本费
专家介绍，预四师来晓峰之前，这里称得上“鸦片之乡”，种鸦片的面积超过现在农

户种油菜的面积。
预四师来后，严令禁止种、吸、贩鸦片，轻者处以罚款，重者执行枪决。一名贩子以

卖香烟为名，将毒品藏在伞把子里，被驻军查获后枪决。
宜昌沦陷后，大批难民拥向晓峰一带，大批学童无处读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师

长傅正模利用鸦片罚款作为经费，在师部所在地借用民房做教室，创办了“刚正民众小
学校”，学校共三个班，六个年级，共一百六十多人。

学生多是难民子女，其次是当地学童，也有随军家属子女。入学儿童免交学费、书
本费，笔墨纸张都由预四师供给。

师长傅正模经常身着便衣化装查看军情
易行锡，是当年预四师的一名通信兵。199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夷陵区

政协工作人员通过易行锡的口述，整理出一篇回忆文章。2年后，年近耄耋的易行锡
与世长辞。1日，记者多方辗转，找到了这篇写于15年前的文章——《回忆预四师在宜
昌抗日的往事》。文中，详细记录了南边村野战医院的情况。

易行锡回忆，在敌我双方拉锯战频繁的1941年间，傅正模师长经常亲临前线指挥
作战。他通常是身着便衣，头戴草帽，脚穿草鞋，与化了装的警卫一起步行二三十里前
往珠宝山一带视察军情，察看地形，部署战斗，慰问伤员。

易行锡说：“有一次，我帮通信兵抬电线杆，于新坪返回途中，与傅师长一行同行。
我亲眼看见师长一路心情沉重，不时用手帕擦眼泪。我悄悄地问旁人：师长怎么在流
泪?旁边年纪大的人告诉我：前线战事激烈，将士伤亡太多，一师之长能不痛心吗?那时
我才16岁，从傅师长的举动中,似乎明白了许多许多。”

一块石碑上就刻有800多士兵的姓名
易行锡每天都能看到成批伤员从前线运回。由于日军封锁了运输线，医药奇缺，一

般到了重伤的将士，存活的机会就很小了。
开始对死者还能用白布裹一下，一人一个土坑掩埋，坑里可垫一点稻草。后因战

事激烈，伤亡人数倍增，干脆几个人一坑或者几十人一坑。
一次，有个重伤员没法医治了，负责掩埋的一个士兵便将他抬出去准备埋掉。这个

伤员口中喊着：“我还要杀敌报国，杀敌报国啊……”喊着喊着就断了气，在场者无不流泪。
预四师驻扎南边的4年多时间里，野战医院后面的山坡共掩埋了3000多将士的忠

骨。凡排长以上的军官都单独刻了小石碑，凡士兵都把姓名刻在几块大石碑上。易行
锡记得，其中一块石碑上就刻有800多士兵的姓名。 据《三峡晚报》

遗骨分布范围大约为30亩地
2日，记者来到现场时看到，泥土开

挖过后受雨水冲刷，露出了很多人体遗
骨。当地 63岁的村民李先爱已经在数
十平方米的范围内找到数十截遗骨。
据当地多位村民回忆，他们过去在田间
劳作时经常会发现遗骨。经专家考证，
这些遗骨的分布范围大约为30亩地。

现场考察的夷陵区文物普查办公
室副主任余国斌介绍，根据史料记载，
这些遗骨应当属于国民党 75军预备第
四师的将士。国民党迁都重庆后，为阻
断日军入川的线路，国民党75军预备第
四师曾在这一入川要道与日军对峙、鏖
战近4年。

73岁的村民秦德标出生于南边村，
回忆起小时候五六岁时的经历，老人记
忆犹新。“1942年，时任国民党75军预备
第四师师长傅正模在南边村买下30亩地
用作阵亡将士公墓，并
在旁边建了一所野战医
院。”秦德标说，“将士在
战斗中受伤后都被送到
这里治疗，由于医疗条
件简陋，不少人都不治
身亡并葬于公墓，埋在
这里的除了阵亡将士，
还有许多当地支援前
线、运送生活物资和武
器弹药的民夫。”

村民联名申请建
烈士陵园
根据抗战老兵的回

忆以及残碑记载，国民
党 75军预备第四师至少有 3000余名阵
亡将士埋葬在此处。据了解，这段历史
在《宜昌县文史资料第9辑》中也有记载。

记者在采访中还得知，过去该村有
很多石碑，刻着阵亡将士的编号。然
而，这些石碑在“文革”时期遭到破坏，
所剩无几。山坡上头有一块残碑，是傅
正模为阵亡战友所立，上面所刻的“不
成功，便成仁”几个字依稀可见。

夷陵区文化局文化科科长杨永泉
表示，目前文化局已委托南边村村委会
把暴露在地表的遗骨收集起来，具体处
理措施尚在酝酿之中。据了解，秦德标
等 20多名村民已向当地政府提出联名
申请，建议保护遗骨发现地，建立烈士
陵园，以纪念这些为抗日战争付出生命
的民族英雄。 据新华社电

65年前的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一寸山河一寸血的中国全民抗战终于以完全的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最
惨烈的死亡与毁灭的汇集”，至此落下沉重的大幕。

由是，中国确定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自8月15日日本天皇颁布不提投降半字的停战诏书以来，庆祝活动至此达
到高潮。举国连续庆祝3天，汽笛长鸣，礼炮连发，笑口高张，热泪如狂，河山再造，日月重光！

这一时刻，属于中国也属于整个正义的世界。抗日战争胜利之日，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从华盛顿到伦敦，从堪培拉
到莫斯科，欢笑、眼泪、歌舞、游行、亲吻、拥抱、帽子翻飞……象征胜利的V字手势和旗帜，舞动在大街小巷。

对2日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上九国共同接受日本投降的仪式，日本报纸描述道：“天空黑暗，飞着数百只鸟。”美国《纽约时
报》却看见：“签字仪式结束时，太阳破云而出，犹如为饱经战争蹂躏的世界带来了光明的希望。”

中国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的国家。在《大公报》记者朱启平先生的笔下：“这签字，洗净了中华民族七
十年来的奇耻大辱。这一幕，简单、庄严、肃穆，永志不忘。”他这篇传诵至今的新闻名作《落日》以这样十个笔力千钧的字作结：旧
耻已湔雪，中国应新生。

一个“应”字，寄托了对国家未来殷殷期望之情。驻足21世纪的今天，回首65年来的沧桑巨变，当年疮痍满目烽火遍地、山河
破碎如风飘絮的中国与世界，都已经在新生的道路上走出很远、很远。

湖北宜昌发现国民党抗战将士遗骨，多达3000余具
他们是国民党75军预备第四师将士
他们曾经在这里与日军鏖战近4年

他们的残缺墓碑上写着“不成功，便成仁”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政
府2日召集多名文史专家，对
近日在该地一工地施工中发
现的大量人体遗骨进行了考
证。专家认为，这些遗骨应该
大多属于抗战时期国民党 75
军预备第四师的将士，数量可
能多达 3000 余具。目前当地
一些村民已提出申请，建议建
立烈士陵园纪念抗日英雄。

遗骨发现地位于夷陵区
黄花乡南边村村委会背后宜
（昌）巴（东）高速公路工地的
一片山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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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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