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徒区宝堰镇前隍村村北 55
号，是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旧址。
94岁的老兵丁祥义就住在附近，他
向寻访记者缓缓唱起一首从小听到
大的歌谣：“黄梅天，到天明，村里村
外都是兵。有的睡在屋檐下，有的
困在看瓜棚。白胡子公公胆子大，
开门出来细打听，一听眉飞眼也笑，
原来是抗日新四军……”

在苏南大地的集镇村庄，像这
样的歌谣不胜枚举，传唱着一个个
动人故事。

新四军初到江南，纪律极其严
明，对群众秋毫不犯。他们夜宿村
庄，决不进村民家中。群众见到这
支不一样的部队，不免钦佩信服有
加。于是，在村民诚意邀请下，很多
村庄的祠堂成了新四军的临时司令
部、政治部。

不仅秋毫不犯，还全心全意服务。
1938年夏天，年仅 7岁的丁祥

义胸口长出脓疮，红肿如鼓，高烧不
退，家人束手无策。消息传到司令
部，陈毅司令员亲自指示警卫员将
丁祥义背到附近的战地医院，及时
进行了手术救治。

“若不是碰上陈老总，若没有新
四军军医，我现在恐怕连个名字都
留不下。”回想起80多年前的往事，

老人眼中含泪。
1951年，丁祥义参军入伍，并

在部队当上了卫生员。
同在前隍村。1939年冬，新四

军某部夜袭宝堰至荣炳公路，激战
中两名战士牺牲在村东的池塘边。
村民无人知晓他们的姓名，也不知
他们来自何方，只能含泪将他们埋
进祖坟山一隅。

那年28岁的凌秀英，受父亲嘱
托，从此成为两位无名烈士的守墓
人。清明、中元、冬至、除夕，每年4
次祭扫，一守便是81年。

“2020年，我母亲 109岁去世。
她曾多次叮嘱我‘你不能忘’，从那
以后我就接了过来。”凌秀英的儿子
卞金成告诉记者。

军爱民，民拥军。“不是亲人，胜
似亲人”的故事，80多年来不绝如缕。

走进磨盘山深处，“竹林医院”
旧址已成红色旅游打卡点。当年，
新四军伤员在此治疗养伤，他们及
医护人员的吃用补给，很多都靠群
众支持；

离医院不远处，伤愈的新四军
战士，利用归队前的空闲，修建了

“新四军水坝”。如今水坝仍在发挥
蓄水、灌溉功能，已入选江苏省首批
水利遗产；

…… ……
80多年前，茅山实际上是一片

植被低矮稀疏的“童山”，“在游击战
的地形意义上”并不合乎要求，但新
四军贯彻党中央战略部署，鲜明提
出“人山”思想：“江南地区虽然是水
网地带，没有深山密林，但这里有广
大的抗日人民，也就会出现许许多
多人造的深山密林。我们战斗在由
人民群众组成的深山密林之中，就
能生存和发展，就能打胜仗。”

“兵民是胜利之本。”毛泽东在
《论持久战》中提出的重要思想，落
在茅山有了生动实践。也正因兵民
团结一心，苏南抗日根据地真正成
为当时全国六大山地根据地之一。

如今的茅山，早已植被葱茏。
苏南抗战胜利纪念碑下，每当燃放
鞭炮，碑前上空就会传出“嘀嘀嗒”
的军号声。这个 1997年被发现的
奇观，已让纪念碑创下“世界上单次
脉冲声激发音符最多建筑”的吉尼
斯纪录。

苏南抗日战争留下哪些印迹？
伟大抗战精神如何激励今天？茅山
大地正用红色传承、绿色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不断书写新的答卷。

这“嘀嘀嗒”的军号声永远嘹
亮，催人奋进。《镇江日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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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的枪炮声警醒了全中
国人民。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
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全中国同胞
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
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
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
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
抗日寇的侵掠！”“驱逐日寇出中国！”

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卢沟桥
事变后华北工作的方针向北方局下达
指示，要求动员全体爱国军队、全体爱
国国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在

各地用宣言、传单、标语及群众会议，
进行宣传与组织的动员。中共北平地
下组织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一方
面作好应急准备，另一方面组织北平
各界抗敌后援会，发动群众团体开展
救亡工作，先后组织募捐团、慰劳团、
看护队、宣传队、战地服务团，开展广
泛的支援抗战活动。北平人民轰轰烈
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振奋了全国人民，
各地各界群众纷纷动员和组织起来，
支援29军抗战。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
中国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推动

下，蒋介石于 7月 17日在庐山发表谈
话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
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
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
决心。”但他当时还没有完全放弃与日
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事变限制在“地
方事件”范围内。国民政府外交部于7
月 19日向日本使馆提议，中日双方停
止军事行动，将部队撤回原地，然后由
外交途径解决。这一提议遭到日本外
务省拒绝。8月 13日，日军又把战火
烧到上海。次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
宣称：“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

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
9月 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

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
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
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宣言和蒋
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了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形成，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
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民
主人士的欢迎和支持。

岁月虽然渐行渐远，但卢沟桥和
宛平城墙上的累累弹痕仍然清晰可
见，它昭示国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丰台时报》供稿

全民族抗战，烽火在这里点燃
——倾听卢沟桥畔“以死报国”的声声呐喊

6月28日下午，一场“场景式”沉浸“大思政课”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举行。
来自首都艺术院校及北京市丰台区中小学的百余名师生参与其中。

中国戏曲学院联手丰台区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将思政课堂“搬”进抗战纪念雕塑园。
活动现场，师生们通过经典红色艺术作品的生动再现，在时空交错中深切体悟中华民族百
折不挠的抗战史诗。

活动现场，学生们演绎的一个个生动场景，让参与者穿越时空回到抗战现场。1937
年，正是这片古老的土地见证了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开端。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
速占领中国东北，又先后侵占
热河、察哈尔、河北等地，对北
平形成三面夹击之势。1936
年夏，日军向华北大举增兵。
9 月，日本华北驻屯军河边正
三旅团第 1 联队强占北平西
南门户丰台镇，严重威胁中国
驻军。华北的紧张局势骤然
加剧。

卢沟桥——进出北平的咽
喉要道。宛平城——北京丰
台 区 一 座 兴 建 于 明 朝 的 古
城。为夺取北平，日军对卢沟
桥和宛平城的中国驻军的挑
衅日益频繁。1937 年 6 月，日
军以攻夺宛平城为目标，不分
昼夜地进行演习。战争，随时
可能发动。驻守北平的中国
军队密切监视日军行动，一面
向日军提出抗议，一面以实弹
演习相对抗。第 29 军把卢沟
桥一带的兵力增加到 1400人，
由 37师 219团 3营重点防守平
汉铁路桥和回龙庙一带。

7月 6日，风雨交加。日军
驻丰台部队又以卢沟桥为目
标，在铁路桥东北回龙庙前举
行进攻演习，到宛平城东门外，

要求通过宛平城到长辛店一带
演习，被中国驻军严词拒绝。
双方对峙十几个小时。天色渐
晚，日军才怏怏退去。7 日上
午，日军又到卢沟桥以北地区
演习。第 110旅旅长何基沣立
即将情况向保定的第37师师长
冯治安报告。冯治安火速返回
北平。下午，日军驻丰台部队
在中队长清水节郎的带领下进
至卢沟桥西北龙王庙附近，声
称要举行夜间演习。7时30分，
日军夜间演习开始，近600人的
部队投入行动。夜间 10 时 40
分，宛平城东北方向突然响起
枪声。少顷，几名日军来到宛
平城下，声称丢失一名士兵，要
求进城搜查，被守城官兵拒绝。

面对日军的威胁，何基沣
命令部队：不准日军进城；如日
军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我军
守土有责，决不退让；放弃阵
地，军法从事。他要求第219团
密切监视日军行动，全体官兵

“如日军挑衅，一定要坚决回
击”。3营官兵连日来目睹日军
的频繁演习，早已愤慨万分，摩
拳擦掌，一致表示：誓死抵抗，
愿与卢沟桥共存亡。

“如日军挑衅，一定要坚决回击”

7月7日24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
长松井太久郎再次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
索丢失士兵”，并称如不允许将诉诸武力。
中方断然拒绝日方这一无理要求。得知

“失踪”士兵并未丢失已经归队后，日军仍
提出“城内中国驻军必须向西门撤退，日军
进至城内再进行谈判”的无理要求，调兵遣
将准备扩大战争。中国第29军司令部发出

“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的要求，命令前线
官兵“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
亡，不得后退”。

8日凌晨天刚破晓，日军一木清直率部
向回龙庙和铁路桥扑来，仍借口搜寻“失踪
士兵”，遭到排长沈忠明严词拒绝，日军突
然开枪射击，双方展开混战，沈忠明在肉搏
中壮烈牺牲。战友的牺牲激怒了守桥士
兵，两个排在排长李毅岑的指挥下，用大刀
砍、枪刺扎，同日军展开了厮杀，几乎全部
牺牲。日军占领回龙庙和铁路桥东头，并
用大炮轰击宛平城，城内居民伤
亡惨重，营指挥部被炸毁，219
团团长吉星文受伤。

入夜 12 时，吉星文带伤率

领由 150人组成的敢死队，每人携带枪支、
手榴弹和大刀，如猛虎下山，从两面杀入日
军阵地。一时间，枪声、手榴弹声、喊杀声
连成一片，日军被打得晕头转向。3营营长
金振中在战斗中腿部负重伤，仍继续冲锋
陷阵。11日，中国军队收复桥头堡失地，完
全恢复永定河东岸的态势。中国军人表现
出“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大无畏英
雄气概。日军不得不停止进攻，退出阵地。

11日晚，29军军长宋哲元从山东乐陵
老家返抵天津，次日发表谈话，认为卢沟桥
事变系局部冲突，希望尽快得到“合法合理”
的解决，表示愿意接受日方提出的道歉、惩
凶、撤军等苛刻要求。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
司令官香月清司一面继续以缓兵之计迷惑
宋哲元，一面暗中加紧兵力部署，制订作战
方案，到16日完成包围平津的战略部署，兵
力达10万之众。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25日，宋哲元下
令停止中日谈判，并布置备战工作。
26日，松井代表香月清司发出最后通
牒，要求29军全部撤出平津地区，遭宋
哲元断然拒绝。副军长佟麟阁在全军
干部会议上慷慨陈词：“日寇进犯，我
军首当其冲。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
辱。国家多难，军人应该马革裹尸，以
死报国！”

28日晨，日军出动飞机数十架，掩
护机械化部队，以南苑为主要目标发
动全线进攻。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
禹在战斗中壮烈殉国。29日，第 29军
撤离北平，卢沟桥守军也同时撤出，北
平沦陷。

“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

80年后，军号依旧响起
——寻访苏南抗日战争的不灭印迹

茅山北麓，望母山顶，苏南抗战胜利纪念碑巍然矗立，直指万里云天。
7月2日，江南已出梅。夏日阳光透过层峦耸翠，在群山之间折射闪耀，让这片红色土地格外绿意盎然。
80多年前，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在新四军兵民一心、浴血奋战中创建，并最终迎来“近代以来

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岁月倥偬，回望苏南抗战的连天烽火，至今还留下哪些穿越时空的不灭印迹？山缄默、林无言，唯有堪称

“世界一绝”的“丰碑奇号”给出了答案：
抗战胜利80年后，这里军号依旧响起，仿佛既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接续奋斗的号角声声。

寻访苏南抗日战争的历史
印迹，从一座座纪念碑开始。

望 母 山 向 北 30 多 公 里 ，
S243西侧的高骊山麓，韦岗战
斗胜利纪念碑立于苍翠之间。

这座高 25米的纪念碑，碑
顶为一支古铜色步枪模型，寓
意新四军“刺破青天锷未残”。
碑身的碑文，记载着这场注定
载入军史的战斗。

88岁的市新四军研究会副
会长莫仲钧，30年前曾负责碑
文撰写。他说，韦岗战斗规模
虽然不大，意义却非同寻常。

1938 年 6 月 17 日凌晨，新
四军先遣支队在粟裕带领下冒
雨东进。S243位置是当时的镇
句公路，穿行在高骊山与赣船
山之间，韦岗赣船山口正是先
遣支队的目的地和设伏点。

上午 8时许，日军运输队 5
辆汽车从镇江方向开来，先后
进入伏击圈。一时间新四军火
力全开，日军仓皇应战，龟伏在
车底与草丛中顽抗。

“日军虽属运输部队，但都
是久经沙场的老兵，军事素养
很高。”新四军韦岗抗战纪念馆
馆长沈小宝讲述这段战斗时绘
声绘色：对战胶着之际，冲锋号
响起，新四军纷纷从山上跃下，
英勇向日军冲击。最终毙伤少
佐土井、大尉梅泽武四郎及以
下日军 30余名，击毁军车 4辆，
缴获长短枪10余支及一批军需
物品。

韦岗战斗打响新四军江南
敌后抗日的第一枪，极大鼓舞了
江南民众的抗日热情和信心。

消息传来，陈毅司令员即
兴赋诗：“弯弓射日到江南，终
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
遇，脱手斩得小楼兰。”这首祝
捷诗，如今也镌刻在纪念碑上。

茅山新四军纪念馆馆长孙
志军认为，韦岗首战的胜利，对
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具有奠
基作用。“以胜利的战斗开辟根
据地，是新四军挺进苏南的重
要方略之一。而开辟根据地、

开展敌后抗战，更承载着我党
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建立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打‘持久战’的
重大战略考量。”

胜利的战斗还有很多。
1938年7月1日，新四军夜

袭新丰车站，全歼守备日军 40
余人，捣毁车站，切断日军用于
运输战略物资的沪宁铁路。

参战的一连副连长兼突击
队副队长彭寿生，曾多次向幼
子彭伟城讲述战斗经历。“当时
日军固守二楼楼梯口负隅顽
抗，我父亲他们急中生智，采用
火攻才取得胜利。”7月 4日，65
岁的彭伟城在接受采访时介
绍，这也是新四军在江南首次
攻击日军据点、首次夜间战斗。

在丹阳市延陵镇贺甲村，
一座老房子的墙壁上，至今还
留有很多弹孔。这里曾是村里
的祠堂，如今成为贺甲战斗旧
址纪念馆。

1939 年 11 月 8 日，外出扫
荡的数十名日军，以及随后增
援的100余名日军，在贺甲村和
新四军发生激烈战斗。从当天
早晨到次日凌晨，双方激战不
断，多次展开肉搏战、白刃战。

74岁的贺甲村老书记贺东
根，是贺甲战斗旧址纪念馆的
义务讲解员。他曾听亲历战斗
的爷爷说，最惨烈的战斗发生
在打谷场：新四军挥舞着大刀
和日军拼杀，很多人当场战死，
整个打谷场都被鲜血染红。

贺甲战斗消灭日军大尉中
队长及以下168人，俘敌3名，缴
获武器若干，是苏南敌后抗战歼
敌最多、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
斗，被誉为“伟大的胜利在江南”。

苏南抗日战争中，新四军
“浴血战斗5000余次，毙伤俘敌
4万多名”。这些战斗创下多个

“第一”，创出阻击战、运动战、
“围点打援”等多种游击战术，后
在全国敌后抗战根据地推广。

很多战斗都是夜间出击、
拂晓打响，最终也打破黑暗、迎
来黎明。

丹阳市城河路 61 号，一座粉
墙黛瓦的江南老宅引人注目。这
里是镇江红色金融钱币专题博物
馆，也是全国唯一以新四军金融斗
争为主题的货币陈列馆。

苏南抗战是敌后抗日战争，各种
斗争严峻复杂。关乎“红色生命线”
的金融斗争，便是斗争形式之一。

研究新四军史数十年的莫仲
钧分析，抗战期间的苏南，是全国
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各种政治力量

“犬牙交错”。新四军建立敌后根
据地，如同“在敌人心脏地区插入
一把尖刀”，必须解决人、钱、枪三
大问题。

而相对人和枪，钱的问题同样
性命攸关。

彼时，国民政府的法币在苏南
地区日益贬值，汪伪和日军通过滥
发“中央储备银行券”、军用券等，
开展经济封锁、大肆掠夺财富。经

营好“钱袋子”，打好货币战，阻止
敌伪货币在根据地流通，是新四军
打破日寇“以华制华，以战养战”妄
想的重要武器。

1942 年 12 月的一个夜晚，延
陵镇东岗村祠堂灯火通明。50多
位镇江、丹阳、句容、金坛的开明士
绅齐聚一堂，召开成立惠农银行的

“集股会议”。中共江南财经处处
长李建模兼任惠农银行行长，他如
此阐释银行使命：“我们的货币，用
公粮和金银作担保！我们的银行，
为农民谋生计、为抗战输血液！”

惠农银行是新四军在江南敌
后创办的第一家银行，惠农币是苏
南 根 据 地 最 早 发 行 的“ 抗 日 货
币”。如今，银行旧址仍在延陵镇，
惠农币原件全国仅存3张。

敌后抗战的严酷，还体现在各
种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

在茅山新四军纪念馆的展厅

里，有两件文物
比邻陈列。一件是茅山
地区民族资本家纪振纲招待陈
毅的茶盅，一件是陈毅在句容大地
主王诚龙家召开士绅会议时用的
八仙桌。

纪振纲和王诚龙都是地方实
力派，经由陈毅晓以民族大义、开
展抗战宣传，后均投身抗日战争，
为新四军提供各种支持帮助。

“王诚龙家大业大，有时一个
晚上在不同房间同时宴请日寇、汪
伪和新四军。席间收集到情报，便
及时传递给后者。”孙志军说，这是
新四军统一战线的成功。

统一战线确实是新四军反清
乡斗争的制胜法宝。

为粉碎日伪清乡，根据地创造
性推出“一二一”政策。“就是把原
来为敌人做事的‘一面派’乡保长
及伪军，争取成为既为抗日政府做
事、又为敌人做事的‘两面派’，再
进一步改造成只为抗日政府做事、
表面上应付敌人的‘一面派’。”莫
仲钧解释。

如此团结到的人越来越多，插
入敌人心脏的尖刀便更有力量。

弯弓射日，拂晓打响的战斗 敌后抗战，插入心脏的尖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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