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 1592 年（大明神宗万历 20 年；日本后阳成天皇
天正 20 年 ／文禄元年；朝鲜宣祖 25 年）3 月，丰臣秀吉自
全国动员了三十余万兵力，以其中西国部队为主的
158700 人编成九个军团渡海至朝鲜作战；宇喜多秀家为
总大将，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等为总奉行，向朝
鲜进发。

明廷于 10 月 16 日，命李如松总理蓟、辽、保定、山东
军务，并充任防海御倭总兵官，其弟李如柏、李如梅为副总
兵官，一同开赴朝鲜。明朝从全国范围调集了 4万精锐将
士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明大将李如松先击败日军小西行
长 15000 人于平壤，再以 3000 人对阵，双方未分胜负。后

纵火烧毁日军龙山粮仓逼退日军于汉城。随后在 7年的打
打谈谈中终于击败日军，使日本二百年不敢妄动。

20 年后大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四月十三日，建
州左卫都督努尔哈赤宣布以“七大恨”誓师，历数明廷对建
州女真的七大罪状以及向明朝宣战。

随后明军在萨尔浒之役中被努尔哈赤打败，伤亡者
45800 余人、文武官吏死者达 310 人，丢失马、骡、骆驼等
牲畜 28000 余匹，损失火器大小枪炮 20000 余件，精英尽
失。四路军中仅南路军能全身而退。

刘挺、杜松、杨镐、李如梅这些朝鲜战场的抗日明星们
20 年后率领大明的军队却在萨尔浒以及辽东诸地一败涂

地。后人以为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朝鲜战役耗尽大明帝国的血，此役大明精锐阵亡

3万余伤 14万左右，入朝诸军皆从各镇抽调的精锐之士。
二、财力枯竭，加速国力衰微。此战军费对明朝形成一

个巨大的财政负担。
三、建州卫女真努尔哈赤也通过此战观察了明军的作

战方式，使他在日后的对明战役中占得了情报上的优势。
四、战略失误，四路分兵，各部联系不上，被努尔哈赤

各个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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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籍抗日名将谱

1 939 年 2 月 10 日，日军入侵琼崖，不到
半天时间便占领了海口、府城旋即向东推进。
为打击日军长驱直入的嚣张气焰，驻扎在云龙
墟附近的琼崖抗日独立队队长冯白驹命令第
一中队赶赴潭口渡口东岸阻击，打响中国最南
端抗战第一枪。

领命奔袭杀敌抗日

1 939 年 2 月 10 日清晨，广东民众抗日自
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一中队正如往常一样在
原琼山县云龙墟附近操练。“同志们！日寇从海
口方向登陆了！”就在这时，冯白驹带着警卫员
和传令员从云龙墟的大队部赶了过来，边走边
下达命令：“海口如果被占，敌人必然经潭口渡
江东进。你们一中队立即赶到潭口渡口去，协
同友军坚决阻击敌人，掩护人民群众安全撤
退！”

战士们沉默而有序地迅速向战场奔袭。在
中队长黄大猷的带领下拉开距离成一列纵队
行进，一遇敌机便四下疏散，敌机走了又集结
出发，终于在最短时间内全员抵达潭口渡口。

一中队赶到潭口渡口东岸后，便利用有利
地形，迅速占据了渡口东岸的土坡，与江面形
成居高临下的防守态势。

这战略布局曾被史学专家普遍评价为：
“琼崖独立队的指挥员们综合利用各种有利条

件，选择了最合理的战术策略，展示了高超的
军事艺术”。

不一会儿，日军果然朝着潭口方向开来，
空中的战机对准一中队阵地进行疯狂轰炸和
扫射。“杀啊！”一中队战士高喊口号浴血奋战。
当敌机俯冲时，留守渡口的战士一起用着排枪
对敌机进行射击；等敌机掠过再回头轰炸时，
便立即向后面的丛林里转移。

埋伏在近渡口处的一中队班长李文启被
炸断左脚血流不止，大半截身子埋在炸弹掀起
的泥土里，可仍然忍着疼痛坚持战斗。战友们
近在咫尺，可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里，他们连
为班长递上一片止痛药、一个急救包都无能为
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在血泊中战斗到最后
……

激发全民抗战热情

李文启成为海南抗日战争史上第一个烈
士。他的牺牲激发了战友们的血性和斗志，他
们怒吼着，一边向低空飞行的日机开枪射击，
一边向江对岸的日军射击以阻止大部队渡江。

鏖战了整整半天光景，黄昏时分，武器精
良、人数众多的日军战败而归。而一中队也接
到冯白驹“为保存革命实力，撤退转移”的收兵
命令。他们扛起李文启那被鲜血染透的身体，
昂首走在返程路上。

藏身于山间丛林的村民们纷纷走
了出来，自发簇拥着一中队的队伍，直
到将烈士送回部队驻地。一路上，他们
仿佛成了最好的宣传员：“共产党的抗
日独立队，人少枪劣还顶上去打日本
军，真了不起！我回去和家人说，去参加
独立队打日本鬼子”“我回去也跟家人
说，全家大小齐抗战”……

消息传开了，人人都知道在国民党
军队大溃败的时候，是共产党军队打赢
了潭口渡口阻击战，打响中国最南端抗
战第一枪，吹响了唤起海南人民抗战热
情的号角。

投笔从戎 击毙敌酋
1 944 年 6 月 14 日余子武从印度集训回国后，即参与

国民党阻击日军西进的衡阳豫湘桂会战。由于 151 师行动
迅速，浴血奋战，重庆统帅部给 151 师记大功一次。7月 5
日，151 师在狮子岭、五里牌一带与占领白鹤铺镇之敌发
生激烈战斗，歼敌 600 余人。7 月 9 日，151 师奉命与 157
师向围剿衡阳之敌进行攻击，在衡阳西站与敌展开激战，
反复向围攻衡阳之敌冲杀，血战数昼夜，毙敌军联队长尔
和少将以下数千人。

1944 年 7月 21 日拂晓，设在郑家冲的 151 师指挥所
突然受到敌人袭击，余子武跨上嘶鸣的战马，挥起指挥刀，
率领精悍的特务连冲向敌阵。血战中，余子武的战马身中
数弹，惨叫而死，他的左手也被流弹击中，血流如注，威严
的戎装也被横飞的弹片“撕”成破旗，但他仍如石雕般屹
立，血手紧执指挥刀，目光如电，声嘶力竭道：“弟兄们，宁
可战死沙场决不做倭寇俘虏！为了我中华大民族的尊严，
为了千千万同胞不受铁蹄蹂躏，冲呀！”

短兵相接 壮烈殉国
衡阳会战中，因受日军偷袭双方短兵相接，余子武手

腕中弹，依然举手发令。日军冲上与余子武肉搏，余的后背
及腹部连遭重创，为国捐躯。这次战斗，双方均损失惨重。
由于余子武所在部队的英勇作战，阻延了日军疯狂西进的
步伐。

噩耗传来，三军垂首。62 军军长黄涛失声痛哭，悬赏 5
万大洋，组织敢死队要抢回余子武遗体：“不见余师长的头
颅，不准收兵回营！”于是 7名精选出来的敢死队勇士在虎
口余生士兵的引导下，悲壮出征。他们趁夜幕深入敌阵，在
炮火焚毁、铁蹄践踏的草丛焦土里寻回烈士尸首，此时余
子武血手仍紧执指挥刀……

●人物小传
余子武 （1901－1944），广

东台山人。 曾先后肄业于北京
大学法学院和东京政法大学。
翌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二
十期骑科攻读，1929 年毕业回
国后，毅然投笔从戎。 曾参加
淞沪会战及南京保卫战，1943
年 6 月晋升为国民革命军第
62 军 151 师少将副师长兼政
治部主任 ，1944 年 7 月 9 日 ，
率 151 师在衡阳西站向衡阳
保卫战之日军展开激战，7 月
21 日身中数弹壮烈殉国。

打响中国最南端
抗战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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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余子子武武

余子武：投笔从戎 壮烈殉国

史海钩沉 大明为何击败了日本却败给了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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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琼崖崖抗抗日日独独立立队队

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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