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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籍抗日名将谱

70 年前的 8月 15 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
“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70 年前的 8月 15 日，祭奠的纸钱与狂
欢的爆竹，还有幸存者的号啕大哭，生动地记
录了广东人民“哀兵惨胜”的悲壮心境：

———为了这一天，广东人民承受了多少血
泪和暴行？1938 年 10 月 12 日，日军在广东大
亚湾登陆，国民党军队仓促应战，仅仅 10 天，
广州沦陷。到 1939 年 11 月，广东全省约三分
之一土地成为沦陷区，轰炸、残杀、奸淫、掳掠、
细菌战……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这一天，广东抗日军民付出了多
少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据统计，日本投降后，中
国战区接收投降日军 111 .8 万，广东地区（含
广州、粤东、粤西地区、海南地区和香港地区）
受降的日军为 14051 0 人，占中国战区受降日
军总数的 1 /8。也就是说，以 1945 年秋天而论，
每 8个侵华日军中，就有 1 个是由孤悬敌后的
广东军民抗击着。

———1941 年 6 月 10 日，广东人民抗日游
击队第三大队在东莞大岭山百花洞击毙日军
大队长长濑等 50 余人，驻穗日军司令官安腾
利吉中将称此役为“这是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

的一仗”。
———广九铁路在抗日游击队的袭扰下，

“日军虽然已经控制了铁路两头两年多，但是
他们还不能使一列火车畅行全线”，美国《美亚
杂志》1944 年 7月报道说。

———1941 年 12 月 25 日香港失陷，何香
凝、柳亚子、茅盾、夏衍、邹韬奋等 800 余名著
名文化精英、友军眷属滞留港岛，在八路军驻
香港办事处和东江纵队的全力营救之下，秘密
通过日军的重重警戒线，辗转水陆两路回到大
后方。茅盾称此次“秘密大营救”为“抗战以来
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江纵队派出游
击队营救近百名英军被俘人员和其他国籍的
国际友人，英国外交部代表在下议院的报告中
对此举高度赞扬，并“表示钦佩”；

———1944 年冬，东江纵队与美军第 14 航
空队合作建立情报站，收集日军在港粤的海空
军情报，美军“飞虎队”陈纳德将军及其属下多
次向东江纵队表达“华盛顿方面的谢意”，认为
东纵是抗日美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的情报
站”……

抚今追昔，沧桑巨变。当年日军登陆地大
亚湾，如今正在崛起一座世
界级石化名城，中海壳牌、
南海炼油等大项目给这片
血与火考验过的土地带来
了腾飞机遇；当年惨遭蹂躏
的珠海三灶，如今正准备投
资 800 万元建造三灶“万人
坟”纪念馆，让后人永记历
史奋发图强；珠江潮涌，英
雄坟头开满鲜花，年轻儿女
虔诚祈祷———“从今以后，
我的人民不再需要屈辱，不
屈的灵魂和王者之剑，永远
捍卫这片骄傲的国土！”

1943 年，日本为策应太平洋战场，牵制中国军队转移
到滇缅，要求第十一军在鄂西会战之后发动常德会战。57
师就到此布防，抓紧修筑工事，积极备战。余程万向全军官
兵动员，发出了“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作战号令，誓与常
德共存亡，余程万有序的部署守城，分作三个阶段御敌：城
郊防御时期，城墙防御时期和城市街道防御阶段。

1943 年 11 月 25 日，第 11 军投入第 116 师团全部，
第 3 师团第 6 联队，第 68 联队及第 68 师团第 234 联队攻
城。第 116 师团以第 133 联队为前导再度进攻常德，国军
各式火炮炮弹已经用尽，只能以轻兵器应战。日军仍以大
队级步炮混成兵力编成攻城敢死队，猛烈冲锋，四面钻隙。

1943 年 11 月 28 日，第 57 师官兵损伤殆尽，余程万
师长下令将城内炮工辎部队，政工，师部幕僚及所有官佐杂
役编队，由第 169 团团副高子曰中校率领，投入战斗。常德
警察亦编入部队，并发掘常德警局埋藏之枪弹一万发，此为
第 57师之最后接济。

1943 年 12 月 1 日，第 57师死据不撤的最后阵地宽不
及三百公尺。最后时刻已经来到，深恨友军的余程万师长向
孙长官发出最后一电：“弹尽人亡，城已破，友军观望不前。刻
大街小巷混战成一团。职率副师长参谋长死守中央银行。职
余程万谨叩。”12月 3日深夜 2时，余程万师长召集所属四
名团长告知自己已经决定突围，自己则坚持死守常德。

1943 年 12 月 3日上午 8点，常德沦陷。12 月 7日晚，
余程万师长留下第 169 团残部与第 171 团残部之一部共
百余人死守阵地，自己率孙进贤、杜鼎两名团长及两团残部
五六十人，于半夜向德山突围，并与援军 58 军新 11 师 32
团取得联系。次日，余程万率 32 团反攻常德，当日即被收
复。可就在当日却被蒋介石派人带走以违抗军令罪，下令将
其送交军法处审判。

●人物小传
余程万（1902－1955），广东

台山人， 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
及中山大学政治系，1931 年就
任南京警卫军少将教官， 次年
转入陆军大学研究院深造 。
1940 年任 74 军 57 师中将师
长，1943 年 11 月至 12 月率部
8000 守卫抵挡日军 116 师团
30000 精兵常德 12 天之久，部
下仅剩五六十人弹尽粮绝，他
率部突围。著名作家张恨水《虎
贲万岁》将其称为“虎贲师长”。

七十年前的八月十五日：
广东人民血泪狂欢的日子

摘编自百度百科

虎贲师长余程万：
常德保卫战虽败犹荣

抗战档案 三大国首脑在餐桌上如何宰割中国

摘编自《腾讯网》

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

摘编自《南方网》

1 943 年，战争向有利于盟国的方向发展，亟需召开大
国首脑会议，协调作战。地点确定德黑兰后，罗斯福希望
美、苏、英、中四国首脑参加，但斯大林声称，“中国和苏联
没有共同敌人”，无需坐在一起谈判。

德黑兰会议充分展现了三大国为左右世界，不惜牺牲
他国利益的姿态，比如开罗会议上很多有利于中国的内
容，被单方面推翻。蒋介石刚刚回国，就收到罗斯福的电
报，通知他开罗会议上议定的反攻缅甸计划被推迟。罗斯
福给出的理由是，他与丘吉尔、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认
为，1944 年春季将发动对德国的大规模反攻，需要在欧洲
结集大量军舰，无法同时满足缅甸战区的需要。事实是，斯
大林只希望尽快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丘吉尔对反攻缅甸毫
无兴趣，中国战场崩溃与否并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以内。

一次午餐会上，美英试探苏联对日作战条件。丘吉尔
主动向斯大林提出，“英国现在不反对俄国得到不冻港的
通道”，并“希望将来在世界上一切海域看到俄国的舰队
和商船队”。斯大林问，英国“在远东能够为俄国人做些什
么？”罗斯福接着说：“自由港的主张也可以适用于远东”
“大连就有这种可能性”。这时斯大林还有所迟疑，表示他
“不认为中国人会喜欢这样的计划。”罗斯福在没有中国
领导人在场的情况下代为许诺：“他们会喜欢在国际保证
下的自由港的主张。”斯大林很高兴，回答：“那将是不坏
的。”

很显然，在这三大国看来，只要他们一致同意，就能决
定世界上的一切大事。因此，虽然罗斯福将中国列为设想
中联合国“警察委员会”的四大成员国之一，但他与斯大林

会谈时，还是说，“我认为，斯大林元帅懂得世界组织的活
动将取决于三大国。”而苏联人的建议是，“三大国政府之
间将交换意见，以便使创立世界组织的建议和保证四大国
在该世界组织中的领导作用的问题具体化。”也就是说，名
义上由四大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其规则只是由三大国制
定，中国并无发言权。

从德黑兰会议可知，无论是罗斯福，还是丘吉尔、斯大
林，在面对中国问题时，首先考量的都是本国利益，为达此
目的，甚至不惜将中国主权作为交易筹码。三大国这种凭
借自身意志领导世界的野心，在德黑兰午餐会的对话中显
露无遗。

■■余余程程万万

■■日日本本天天皇皇裕裕仁仁的的““终终战战诏诏书书””（（部部分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