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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君姚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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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9

日， 焦灼中的蒋介石终于等来了期
盼中的两个消息：花园口决堤成功，第一战区主
力完成西撤。

同日送达的还有一封蒋在珍发来的、 事先
就拟好的电报：“佳日

(9

日
)

上午
8

时，敌机三架
炸开花园口河堤，职师正在抢堵中。 ”

晚上， 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程潜给蒋介石
的密电在汇报水情之余， 又特别指出：“此间已
拟订对外宣传， 电文大意为敌占据我开封后继
续西犯， 连日在中牟附近血战， 因我军誓死抵
抗，且阵地坚固，敌终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将
黄河南岸大堤决口，以图冲毁我阵地，淹毙我大
军。 ”

决堤两天之后，

6

月
11

日， 蒋介石电复程
潜，作了三条指示：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
河堤；须详察泛滥景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

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 第一线各部须与民界
合作筑堤，导水向东南流入淮河，以确保平汉线
交通。

同一天，国民党中央社从郑州发出电讯，首
次“报道”日军炸开黄河大堤经过：“敌军于

9

日

中牟附近猛攻我军阵地时， 因我军左翼依据黄
河坚强抵抗，敌遂不断以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将
该处黄河堤坝轰毁一段，致成决口，水势泛滥，

甚形严重。 ”后来，中央通讯社又连续发出两条
电讯，透露了更多的“现场细节”。

国内各大报社如《申报》《大公报》《民国日
报》等同仇敌忾，一致谴责日军的野蛮行径，号
召全国各界赈济灾区民众。

日本对国民党的宣传自然不会置之不理，

6

月
16

日，日军控制下的《盛京时报》刊文称“决
溃黄河堤防为党军计划的行为”。

这样一来， 中日之间的新闻战和一些媒体
爆出的异样信息， 使得人们觉得事情似乎没有
如此简单。于是，大量新闻记者要求到决堤现场
采访。

决堤部队对此早有准备。

6

月
9

日，在花园
口刚刚放出水来的时候， 商震就电令新八师用
炸药将决口附近的小龙王庙和民房、大树炸倒，

伪造日军炸毁黄河大堤的现场。

6

月
22

日，当中外记者们来到花园口现场
时， 一幅热火朝天抢险堵口景象呈现在他们面

前：大堤上下、人头涌动、呐喊声不绝于耳，士兵
们、民工们手提肩挑，口门两侧堆满了用来填埋
的土方石块。 大堤内侧，船工们划着木船，将堵
塞物抛到水中……

在后来的媒体报道中， 可以看出这场戏
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各大媒体依旧将决
堤一事归咎于日本侵略者。至少在抗战期间，

大多数国人相信，花园口决堤是日本人所为。

这样的宣传策略， 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国
人的抗战热情。

记者们离去了， 那些喊着号子的堵口官
兵们迅速放下了手中的工具。花园口的合龙，

还要等上
8

年零
9

个月。

国民党军队扒开花园口后， 黄河泛滥形
成的河道成了军事分界线，东面是沦陷区，西
面为国民党控制区。日寇占领徐州之后，就向
中原地区长驱直入，直逼武汉国民政府。从这
个角度看，其实是那

89

万平民百姓用自己的
生命作为代价，阻止了日寇的进犯，他们才真
正是历史永远不容忘记的民族英雄！

（据《河南法制报》）

���花园口原是明代一座花园古渡，因 1938 年决口事件而震惊中外。 遥想当年，滔滔大水自此涌出，水势所至，庐舍荡然，尽

成泽国，罹难民众，九死一生……1938 年 6 月 6 日，国民党军队为了阻止日军西进，决定在黄河花园口决堤放水淹日军，6 月 9

日，悍然掘开郑州花园口大堤，使黄河水奔腾直泻，夺淮入海，人为地制造了一场震惊世界、惨绝人寰的大浩劫、大灾难。 花园口

决堤与长沙大火、陪都防空隧道窒息并称为抗战期间三大惨案。 其中祸及地域之广，罹难人数之多，国内外反响之大，当以花园

口决堤为最……

中原抗战记忆———

以水代兵 决堤花园口酿惊天浩劫

� � � �

在中国的军事历史上和军事思
维中， 水从来都是一个力量巨大的
天然武器，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关羽
的“水淹七军”。 而黄河被利用的次
数最多，历史上曾经

20

多次被人为
决堤，用以攻击或阻挡敌人。古老的
黄河在孕育了灿烂中华文明的同
时， 也造就了中国独特的军事斗争
思维。兰封会战刚一结束，蒋介石就
收到了数量众多的建议：扒开黄河、

水淹日军！

1938

年日军入侵中原，

６

月
７

日继开封失陷后，中牟又失守，郑州
危急，武汉震动。为阻止侵华日军西
进， 蒋介石把黄河作为“最后抵抗
线”，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
扒开黄河大堤。

应该说扒黄河阻挡日军早就有

想法， 当时的第一战区长官部参谋
长晏勋甫新中国成立后著书说，

1935

年他担任武汉行营参谋长时，

便有中日交战时可决黄河之堤将敌
隔绝于豫东，借以保全郑州之议案；

1938

年他出任第一战区长官部参
谋长时， 又和副参谋长张胥行以此
计划向程潜建议，程认为可行，遂向
蒋介石请示，蒋回电予以批准。但下
命令又是比较仓促的， 决口的任务
交给了守卫黄河的商震的部队，地
点首先选在中牟县境内大堤较薄的
赵口，因赵口流沙太多，没能扒开。

蒋介石知道赵口无望扒开后， 就指
示再换地点重新决堤。 经过紧急协
商， 驻守在黄河附近的新八师初步
把地点选定在赵口以西的花园口附
近。

６

日， 国民党新八师师长蒋在
珍提出改在花园口另行决堤， 被采
纳，得赏金

2000

元。 蒋在珍在决堤
前， 先把花园口一带的群众都赶到
5

公里以外，然后密布岗哨，选出身
强力壮的士兵

800

多名， 分
5

个小
队，日夜轮流决堤，夜间以汽车上的
灯光照明。

6

月
9

日上午
９

时许， 蒋在珍
部在花园口决堤成功， 河水奔腾而
出， 水流由中牟、 尉氏沿贾鲁河南
犯。

6

月
13

日，花园口和赵口决堤
之水汇合于中牟县前后段庄， 如脱
缰之马， 越过陇海铁路， 倾平贾鲁
河，经中牟、朱仙镇、尉氏，直扑开封
西、北两门，越鄢陵过扶沟，经西华、

淮阳至安徽亳县， 夺颍河到正阳镇
入淮河，形成人为的黄河大改道。

� � � �1938

年
6

月
6

日， 国民党新八师参谋
熊先煜是决定在花园口决堤的主要参与
者，新中国成立后，熊先煜在

1989

年其自
述文章中谈了当时的情形：

蒋在珍命令由我主持决堤工程。 我当
然清楚那黄河之水扑向千里平川所造成的
严重后果。 作为一个军人，只有服从……我
选定在关帝庙以西约

300

米处决堤。 我看
中这里，是因为待河水从花园口一带涌出，

漫过已被日寇占领的开封、中牟、尉氏、通
许、扶沟、西华等县境后，便可注入贾鲁河，

向东南而行，流入淮河。贾鲁河道，可成为一
道天然屏障，阻止河水无边漫延，当可减少
人民所受之损失。

决堤官兵耳闻隆隆不绝的爆炸声，心
急如焚，乃夜以继日，猛掘不止。

6

月
10

日
10

时，突然暴雨倾盆，竟日不停。 这场大雨
实有利于决口之加大， 洪水最终冲垮两道
决口间

50

米长河道。 至此，黄河改道，满河

大水由此扑向千里平川……

唯恐决口太小，急电薛岳调来两门平射
炮及士兵一排，在一名连长带领下，连射六
七十发炮弹，决口扩大至

370

米，全河改道。

汹涌的黄河水居高临下，一泻千里。 堤脚下
的邵桥、史家堤、汪家堤和南崖

４

个村庄霎
时被洪水冲毁，荡然无存。 口门外刷成深

13

米、方圆
2500

多亩的深潭。 洪水沿贾鲁河、

颍河、涡河等河道向东南漫卷，由十几里扩
展到

100

多里宽，在人口稠密的大平原上横
冲直撞， 而后在正阳关至怀远段涌入淮河。

黄河水入淮后，又溢出两岸，继续泛滥。

黄河决口之初， 河南境内的洪水分东
西两股。西股是主流，泛滥地区特别辽阔，从
西北到东南长约

400

公里， 宽
30

至
80

公
里。 泛区的西界自花园口西面的李西河起，

自东南经新郑城东祭伯城、 中牟城南的姚
家、尉氏西南马村、鄢陵西南的张桥，直至沙
河畔的逍遥镇。 自此沿沙河北岸到周口，再

沿颍河西岸，经阜阳城西的襄家阜、城南的
李集，颍上西北的四十里铺，直至正阳关。泛
区的东界弯曲较少，自花园口东南的来童寨
起，经朱仙镇、陈留又分两支，一支沿铁地
河，另一支沿惠济河，先后注入涡河，因赵口
南泛的水量不大，灾情较轻。 后因豫东筑堤
及自然淤塞等，不久即告阻断，上述东西两
股黄河水入淮后，下泻洪湖、高宝诸湖，一时
宣泄不及，漫溢苏北里下河地区，使河南、安
徽、江苏

３

省连遭
９

年的黄泛灾害。

当时的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统
计：河南、安徽和江苏

3

省
44

个县因此受
灾，

390

万人外逃， 经济损失近
11

亿元，

5.4

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尽受灭顶之灾，

1250

万
人流离失所，

89

万人死于滔滔洪水。黄河改
道

８

年零
９

个月，黄河水漫流，淤塞水道，满
溢湖泊，阻断交通和航运，沙湮良田，生态恶
化，形成了穿越豫皖苏

３

省
44

个县的黄河
泛滥区，简称黄泛区。

新闻宣传移花接木

艰难抉择惊天悲歌

最后抵抗线促成“以水代兵”

花园口决堤

老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