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死守四行仓库

“八百壮士”

奋战 4昼夜

西藏路桥，光复路。夕阳下，人来
人往，热闹平和。 今天看来普普通通
的西藏路桥，过去曾是租界和华界的
分界点。

1937

年，在大桥北堍的四行
仓库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激战。

“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你看
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一定强，中
国一定强，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
东战场……”歌中的谢团长就是谢晋
元。 “八一三”淞沪抗战中，中国军队
第

88

师
524

团副团长谢晋元带领
400

余人，号称“八百壮士”，据守四
行仓库。 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日本军
队，“八百壮士” 孤军奋战

4

昼夜，从
10

月
26

日战至
30

日， 毙敌
240

余
人，直至接到撤退命令后，才冲出重
围，退入英租界。

1937

年
11

月
5

日，日军在杭州
湾北岸的金公亭、 金山嘴等地登陆，

我军
11

月
9

日开始从上海周围撤
退。 至

12

日，上海除租界“孤岛”外，

全部沦陷。

11

月
13

日， 国民政府发表告
全体上海同胞书声明：“各地战士，

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
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
地化为灰烬， 军心仍坚如铁石，陷
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
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
础。 ”

中国军队以
60%

的精锐部队损
失惨重的代价打破了日军

3

个月灭
亡中国的狂妄话语，淞沪会战落下帷
幕。

李宗仁曾这样评价：“淞沪会战，

是我国抗战
8

年，牺牲最大、战斗最
惨的一役……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
的历史上，鲜有前例。 ”

上海战事爆发后， 在中共推动
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 根据
国共两党协议，在西北的工农红军主
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
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

（据《新民晚报》）

中国空军首次出动击落日机 6架击伤 1架

1937

年，日本有海军航空队、

陆军航空队的各种飞机
800

多架，

而当时国民政府空军能作战的飞
机约有

300

架。日本拥有飞机生产
工业， 国民政府的空军装备却
完全依赖进口或外援， 日本空
军不但在数量、质量上占优势，

还拥有战时消耗后自行得到补
充的绝对优势。但即使如此，当
时的中国空军仍然顽强应战，

血拼到底。

1937

年
8

月
14

日， 中国空
军首次参战。 第一次战斗就取得
击落日机

6

架、击伤
1

架，而我
方零伤亡的辉煌战果。 日军梅津
航空队队长为此愤而剖腹自杀。

当时的国民政府为纪念首次空
战的胜利，也为了进一步激励前
线士气，鼓舞人民斗志，将这一
天定为“空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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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78年前，抗日战争规模最大最惨烈的一场战役在上海打响

血沃淞沪：

三个月激战粉碎日本速胜迷梦

“八一三”淞沪会战，

90

天顽强抗击粉碎了日本“

3

个月
灭亡中国”的妄想。 淞沪会战自

1937

年
8

月
13

日晨，日军
以日租界和黄浦江上的军舰为基地，向闸北一带进行炮击，

我军奋起还击开始，至
11

月
12

日我军西撤结束。

战役概况

1937

年
7

月
7

日， 日本帝国主
义制造卢沟桥事变， 发动了全面的
侵华战争。 在侵占北平、天津以后，

日本准备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

8

月
9

日，日军蓄意制造事端，派遣士
兵乘军车闯入虹桥中国军用飞机
场，开枪打死

1

名机场卫兵。 中国军
队自卫，击毙日军官兵

2

名。 日本遂

以虹桥事件为借口， 向上海大举进
攻。

战争一开始， 我军采取进攻态
势，猛烈攻击日军在沪据点，压迫敌
军滞于黄浦江左岸狭隘地区， 予敌
重创。

8

月下旬，日军大批援军在吴
淞、川沙登陆，我军在宝山、月浦、罗
店、浏河等地与日军反复争夺阵地。

至
9

月
17

日，我军退守北站、江湾、

庙行、罗店、双草墩一线，坚持防御，

直至
11

月
5

日，日军在杭州湾北岸
的金公亭、金山嘴等地登陆，封我上
海阵地的侧背进行远后方的迂回，

我军才被迫于
11

月
9

日开始从上
海周围撤退。 至

12

日，上海除租界
“孤岛”外，全部沦陷。

罗店争夺战“血肉磨坊”不忍卒睹

在淞沪会战第一阶段作战中，

中国军队在杨树浦、宝山、吴淞、刘
行、 罗店、 浏河多处与日军展开血
战。 其中打得最有名也最惨烈的当
属罗店争夺战。

8

月
25

日凌晨，第
67

师
201

旅
在旅长蔡炳炎带领下奉命向陆家宅
之日军第

11

师团一部
3000

余人发
动攻击。 日军是重炮、飞机开路，步

兵紧随其后冲锋， 我军官兵殊死相
拒。 激战中，蔡炳炎旅长向全旅官兵
立下军令：“本旅将士， 誓与阵地共
存亡，前进者生，后退者死，其各凌
遵！ ”

战至午后， 全旅伤亡殆尽，

402

团团长李维藩及多数营、连、排长阵
亡， 蔡炳炎情急之下率领唯一的特
务排和

1

个营杀入敌阵，正当此时，

一发子弹飞来贯穿蔡旅长的胸部，

当即倒下，牺牲之前兀自扬手高呼：

“前进！ 前进！ ”

8

月
27

日，战况更趋惨烈。当夜，

罗卓英调集部队由月浦、新镇、罗店、

蒲家庙之线继续向登陆日军冲击，日
军主力第

11

师团以大炮、飞机、坦克
应战，小小的罗店再度被炮声、杀声淹
没，双方来回拉锯，反复冲杀。

日军在后继部队到来之后发动
更猛烈的攻势。

28

日，坚守罗店的中
国军队与敌连日激战后， 因伤亡过
大，阵地被敌突破。

29

日，黄维率第
67

师重新夺回， 受到敌人强大火力
轰击，尚未站稳又被迫撤出，罗店终
告陷落敌手。

后来有军事专家评价， 如果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凡尔登是一架
“绞肉机”， 淞沪会战中的罗店则是
一座不折不扣的“血肉磨坊”：尸积
如山， 血流成河， 整个城镇片瓦无
存，唯余焦土，残酷之状，不忍卒睹。

罗店战场

现在的四行仓库

中国空军轰炸黄浦江上的日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