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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38 年 7 月 20 日，日军通过南
澳之战取得了侵占广东第一块跳板:南
澳岛，随后矛头指向广州。根据当时的
战略形势，欲取广州，必占惠州。惠阳
县大亚湾，是日寇侵占广东的第二块
跳板。日寇登陆大亚湾时，虽然攻守力
量悬殊，但我抗日军民表现英勇，将士
死伤惨烈。

新桥阵地日军碰到硬骨头

1 938 年 10 月 12 日凌晨 4 时左
右，无数小艇向几处海岸沙滩接近，日
寇登陆了。当时日寇在大亚湾海面集
结有二个师团和一个先遣队共约 4、5
万人，分三路登陆。

在敌军多路进犯下，大亚湾畔的
枪声打响。新桥（又名钳口）在南边灶
西北面，是座古石桥，约 1 米宽，20 多
米长。桥下水深约 2 米多，水流湍急，
桥东一片田野，桥西岸是悬崖，是通往
淡水必经之路，桥附近，有碉堡、散兵
壕等防御工事，国军 151 师的一个王
姓排长率领部分士兵在此把守。

当日凌晨 5时左右，敌我双方在新
桥展开战斗。当时，天尚未亮，日寇因对
桥西防守情况不明，不敢轻举开展兵
力，只是多次组织火力掩护向桥面冲
锋，但都受到密集子弹压制而退回，这
场战斗持续到天亮。天亮后，大批敌机
在疯狂轰炸淡水、平山、惠州的同时，亦
有多架敌机在新桥上空轮番俯冲扫射，
掩护其步兵冲锋，我守军在极其不利条
件下，抱着为国献身、同敌奋战到底的
决心，将兵力分为两部分，王排长抱着
一挺机枪在散兵壕对空射击俯冲下来
的敌机，掩护士兵射杀向桥头冲来的日
寇步兵。激烈的新桥战斗相持了数小

时，日寇虽使用骑兵冲击，但仍不能冲
过石桥。我守军用轻武器抗击天上的飞
机和地面小炮、机枪，不可能坚持太久，
早晨 7时多，听不到新桥守军的枪声
了，守军全部壮烈牺牲，新桥阵地失守。
《1938 年日寇侵略华南在大亚湾

澳头登陆史实》记述到，“骄横的日本
法西斯，梦想不到为夺取一座新桥阵
地，竟要付出如此重的代价，于是兽性
全发在王排长身上，将王的遗体吊在
泥碉堡后面山的松树上，剖开胸膛，扒
开内脏，暴行令人发指。”

151 师 8 连上百将士殉国

日寇在大亚湾畔受到的阻碍还有
更多。粉石坳，在新桥右后侧，隔三个
山头，约距新桥三四华里，是土湾村往
淡水通道，坡陡路小，曲折难行，国军
151 师凌连长率第八连大部分士兵在
这里防守。在新桥战斗打响的同时，粉
石坳也在激战，八连利用已改造好的
工事，大量杀伤日军，阻止了敌人的多
次进攻。天亮后，又有多架敌机轮番低
空扫射。在战斗激烈，阵地争夺最危险
之时，凌连长曾用电话向他连请求派

兵增援。由于战斗打响后，团部指挥系
统失灵，加上通讯线路被破坏，形成了
各连各自为战局面，八连全体退无可
退，又得不到增援，只有拼死决战。早
上 7时多，粉石坳阵地亦失守了。凌连
长带领十一名士兵冲出了重围向大芒
方向撤退，剩余上百名将士则全部牺
牲。大部分守军死于敌机扫射，阵地周
围亦躺着不少敌尸。

日寇占领了新桥、粉石坳两处阵
地后，稍事整理，又兵分两路进军。在
粉石坳这一支，经新娘间到禾堂头，因
黄鱼涌国军已全部进入石岩仔一带防
御工事，沿途未遇抵抗，约在上午 10
时到达禾里坝，从左侧保障中路进军。

新桥阵地得手后，敌舰上敌兵继
续登陆，增强中路日军力量，向淡水前
进。在新桥战事打响之前，原在黄鱼涌
的驻军，早已在企岭的散兵壕、石岩仔
等地的钢筋混泥土的明碉暗堡群等候
多时了。当日上午 10 时多，敌寇从天
上、地下轮番向企岭顶阵地冲击，此地
与粉石坳阵地一样，战士绝大部分牺
牲在敌机机枪扫射下，阵地失守了。

骄横的日本法西斯，梦想不到为夺取一座新桥阵地，竟要付出
如此重的代价，于是兽性全发在王排长身上，将王的遗体吊在泥碉
堡后面山的松树上，剖开胸膛，扒开内脏，暴行令人发指……

■日军登陆
大亚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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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遗迹

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

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

去年 9月 1 日，为隆重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9 周
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发出通
知，公布第一批 80 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
施、遗址名录。广东有 2 处入选，分别是
“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广
州）、东江纵队纪念馆（惠州）。

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 “九·一八”
事变， 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 接着 1932
年 1 月 28 日日寇又悍然出兵进犯上海闸
北。 当时驻防淞沪地区的国民党爱国将领，
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 军长蔡廷锴率全
军将士奋战抗击敌人， 爆发了震惊中外的
“淞沪抗战”。 随后张治中部第五军也参加

了作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十九路军将
士英勇抗击敌人侵略，苦战 33 天，激战 100
多次，迫使日军三易主帅，损兵 1 万多。但最
后由于寡不敌众， 十九路军退守第二道防
线。 5 月 5 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悲壮激
烈的淞沪抗战结束。 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是
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项伟大壮
举，它延缓了日本企图侵占中国的步伐，激
发了全国军民卫国御敌的斗志， 开创了中
国军队局部抗日的新局面， 在我国抗日战
争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次年，为纪念
战斗中牺牲的烈士， 表彰十九路军将士的
卫国抗敌之举，特建立起这座烈士陵园。

1 939年 9月 14日，日军十一军
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日军精锐部队
18万多人，在海空军的配合下直取长
沙。大敌当前，国民政府军委会从战略
考虑决定弃守长沙。时任第九战区副
司令长官并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
毅然抗命，表示誓“与长沙共存亡”。

日军从赣西、鄂南和湘北三面发
动进攻，9月 18 日早晨，向新墙河北
岸的守军前线警戒阵地进行猛烈炮
击。战至 21 日下午，拼死抵抗的两
营官兵全部壮烈殉国。薛岳当机立
断，命主力即刻向汨罗江以南转移，
占领第二线阵地。

围歼第九战区主力于新墙河畔
的预定计划落空，冈村宁次只有急令
紧追不舍，死死咬住后撤中的中国军
队。9 月 28 日，赣北、鄂南的部队成
功地阻挡了日军助攻长沙的部队，湘
北部队也逐步到达指定地区，薛岳通
晓各部：“候敌进入伏击区域，突起包
围而歼灭之。”

冈村宁次乘飞机观察战场才顿
然醒悟，他的对手正以长沙城为中
心，摆开一个口袋阵，张网以待。第一
次长沙会战薛岳共歼敌 3万余人，成
日军侵华以来损失最大的战役。

1941 年 9 月 18 日，日军集中
12 万精锐兵力力争歼灭中国军队第
九战区主力，结果伤亡惨重。1942 年
1 月，第三次长沙会战，薛岳部队又
击毙击伤日军 56944 人，是历次中日
战争中的战绩最为辉煌的，而薛岳将
军更是因此被中国军方称为“天炉战
神”，又被日军称为“长沙之虎”。
1946 年 10 月 10 日，美国总统杜鲁
门授予薛岳“自由勋章”，以表彰他在
抗日战争中的辉煌功绩。1948 年，薛
岳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后到了台湾。

歼灭日寇最多的
中国将领

粤籍抗日名将谱

●人物小传
薛岳（1896 年－1998 年）原名薛

仰岳，字伯陵，韶关乐昌人，抗日战争
时任第九战区总司令，国民革命军一
级上将，曾在抗日战争中取得多次对
日作战胜利，被认为是“抗战中歼灭
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

“天炉战神”薛岳：

日寇侵占广东第二块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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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九九路路军军淞淞沪沪抗抗日日阵阵亡亡将将士士
陵陵园园（（广广州州沙沙河河顶顶牌牌坊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