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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卢沟桥同在
———追记抗日英雄金振中

“这些饭食人民供给，我们
应当为民努力，日本军阀国民天
敌，为国为民，我辈天职！ ”

1937

年
7

月，嘹亮的军歌从国民革命
军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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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军
37

师
219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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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
的训练场上不断传出，附近的居
民能清楚地听到那最后一声口
号“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 ”

这是卢沟桥事变时， 担任营
长的金振中为鼓舞士气编写的
“饭前歌”。 “宁为战死鬼，不当亡
国奴”是时任第

29

路军军长宋哲
元提出的。 金振中要求战士每天
吃饭前和睡觉前背诵， 誓死与宛
平城和卢沟桥共存亡。

金振中因为在卢沟桥事变
中不畏强敌被写进了中国的抗
日英雄谱，被誉为民族英雄。

前不久，我们“大别山抗战
记忆”采访组来到金振中的家乡
固始县探寻老英雄的壮举。

一战成名天下知
“争取生死存亡的战斗从

7

月
7

日开始了。 同胞们，我们的
敌人是这样凶狠残暴，我们除了
牺牲到底，是无法生存的。他们要
使我们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都变
成他们的牛马， 所以卢沟桥的炮
声，使我们认识到，除去焦土抗战
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这是
守卫卢沟桥的一个营长，他奋不
顾身地和敌人肉搏，现在他受伤
了，民众和代表去慰问他，这真
是一件够光荣的事。 ”伴随着一
段具有历史价值的命名为
“

news37

”的广播同期声，出现了
卢沟桥旁被炸毁的城墙，以及金
振中与负伤的战友在保定医院
疗伤的画面。 金振中受伤的情
况及卢沟桥激战经过，当晚即在
全国广播，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
均予以报道，并刊登了金振中负
伤躺在简陋病床上的照片。 金
振中在卢沟桥事变中的英勇事
迹也传遍了全国。

卢沟桥距北京
15

公里，位
于平津之间， 战略位置十分重
要，既是北京的咽喉，又是南下
的要冲，日本侵略者多次跃跃欲
试，试图占领此地。 先前驻守在
卢沟桥的队伍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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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营长王
殿富多次向上级反映形势紧张，

自己兵力单薄。

1936

年春，金振
中奉命接替宛平城和卢沟桥的
防务。

当时，金振中所在的营是一
个加强营， 全营共有步兵

4

个
连， 还有重机枪连和重迫击炮
连、轻迫击炮连，共计

1400

余人。

这时，卢沟桥的形势已日趋
紧张，日本侵略军已占领丰台，

并不分昼夜地在卢沟桥一带进
行所谓的演习，用心十分险恶。

在《七七事变》电影中，有一个画
面着力刻画了当时的紧张情形：

由金振中带领的队伍与日军队
伍在北平丰台镇相遇，狭窄的街
道上两军互不相让。 “这里是我
们的防区，你们应该向后转，给
我们让路！ 谁也不准停，死了让
儿子接着走！ ”大胡子营长金振
中让人印象深刻，而他掷地有声
的话更是体现了一个中国军人
的血性和担当。

“电影中高个的大胡子原
型是我父亲。 事实上当时我
父亲没有那么浓密的胡子，

个子也不高。 但与他不惹事、

不怕事的风格是一样的。 ”金
振中的三儿子金天愚在跟记
者回忆他的父亲时这样说。

为了防范日寇的袭击，在
兵力部署上，金振中费了一番
心思。他把战斗力较强的第十
一连布置在铁桥及其以北龙
王庙；把第十二连布置在城南
角至南河岔；把第九连布防在
城内； 第十连集结于铁桥西
首，为全营的预备队；重机枪
连布置在铁桥西首，主要负责
阻击日军的战车和步兵；轻迫
击炮连集结在石桥南侧便于
支援第十二连，重迫击炮连布
置在城内南北两角，便于支援
两翼邻队。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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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战士
马步先曾在一个讲述抗战的
节目里说：“营长（金振中）带
领两个连的人突击， 战斗非
常激烈。 ”

7

月
12

日收复失地时，

金振中被隐蔽的日本兵手雷
炸到， 左腿下肢被手榴弹炸
断， 一颗子弹从他左耳旁贯
进，右耳下穿出，身负重伤被
抬出战场进行救治。

在记者询问现在是否还
有当时的嘉奖状之类时，金
天愚说，时间长了都没了。

尽管受了重伤，金振中还
是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军
人天职是保国卫民， 而日寇
已侵入我国内， 是我辈军人
奇耻大辱， 在这七七事变的
战斗，纵各有点滴功绩，实不
足以弥补日寇祸入我国之
羞， 复承举国同胞， 推出代
表，不惮边远和酷暑，纷纷来
到宛平和卢沟桥， 慰问我守
城和守桥官兵， 并以大批珍
贵物质，如卷烟、橘子、饼干、

鞋袜、衬衣等赠给我官兵，我
官兵感愧之余， 只有努力杀
敌， 以报答举国的期望和厚
意。 ”一颗赤子的爱国卫国之
心跃然纸上。

返回家乡默默无闻
在金振中儿子金天愚那

里，收藏着父亲的一张“起义
证明”。

1948

年淮海战役开始

后，国民党
59

军、

77

军在张克
侠和何基沣领导下起义， 金振
中率部跟随何基沣起义， 后到
解放军华东军区高教团学习

3

个月， 经鲁南军区审核属于起
义人员，发给证明，于

1949

年
春回乡，将证明交当地政府。此
后，金振中一家以摆小摊为生。

1953

年镇反时，宣布金振
中为历史反革命。 固始县公安
局政保股长许泽夫认为金振
中抗日有功， 建议免于重罚，

监督劳动。

1958

年被定为伪军
府警宪人员中的反革命分子，

进行监督劳动。

1969

年全家
5

口从固始县城被遣送到农村
劳动改造，改为农村户口。 到
了农村，金振中自己盖了两间
土房，不久却被一把大火烧为
灰烬。

金振中原有私房
8

间，地
址在固始县北大街原县工商
联隔壁。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
化为乌有。

政治上是反革命分子，生
活上一贫如洗，在农村一家老
小艰难地渡过了

10

个春秋。

1978

年
12

月， 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给金振中一家带来了
春天。 信阳专区、固始县委根
据中央精神给金振中按起义
人员落实了政策。

1980

年全家从农村迁回
固始县城，改为城市居民户口，

安排金振中在县文化馆工作，

工资定为干部
20

级，

1982

年
又调至

19

级，并任固始县政协
常委、河南省政协委员。将其子
金天愚安置在固始县麻纺厂当
学徒工。 全家高兴万分。

但
5

口之家回到县城因没
房子，无处安身。 申请要回私
房无人过问。 在万分焦急之
中， 邻居赵玉洲热情帮助，将
为其子准备结婚的房子暂借
他居住。 金振中继续申请要回
私房， 但有关单位一再拖延。

赵玉洲之子结婚急等用房，多
次催他搬出。 金老多次写信给
各级领导直至中央。到

1983

年
经县政协与房管所研
究， 在固始县城西关白
寺地为金振中盖了

2

间
住房，

1

间厨房。而门窗
让他自己安装。 他无钱
只好在窗户上糊塑料薄
膜。 直到

1984

年年底，

金振中一家的情况才逐渐好
转起来。

家境如此， 晚年的金振中
对自己的要求还是很严格，从
不愿给组织找过多的麻烦。

1982

年， 他因病去武汉治疗，

坚持不住稍贵的房间。 一次，

因去医院的路程较远，家人劝
他租一辆三轮车， 他坚决不
许。 他严肃地说：“我现在老
了， 不能为国家做贡献了，咋
能乱花公家的钱呢？ ”家人无
奈，只能依他。

追忆年少戎马事
金振中因卢沟桥抗战而闻

名，但金振中的战功却不仅仅
是在卢沟桥。 在金振中晚年的
自述中，他记载了闻名中外的
喜峰口战役和生擒汉奸宁雨
时的战斗过程。

金振中
1904

年出生于固
始县。 幼年家境贫寒，曾在水
果店当学徒。

1924

年冯玉祥将
军在河南招兵，他被冯玉祥的
传奇经历所吸引，于是投身军
营。 在做过短暂的书记兵之
后，又进入冯玉祥所办的西北
边防陆军干部学校就读，

1926

年毕业后编入第二混成旅四
团二营六连当班长。 他把在军
校里学到的理论运用到实战
中，英勇作战，屡立战功，不到
3

年便被提拔为少校团副。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

日寇加紧向中国内地侵犯，金
振中所在的

29

军奉命集结在
北平以东待命。 不到一个月，

热河失陷，

29

军又奉命阻击由
热河进犯的日军。

1933

年年
初， 金振中率部驻扎在喜峰
口。 是年

3

月
9

日，日军服部、

铃木两旅团进攻喜峰口。 金振
中身先士卒，率领大刀队与日
军展开两个多小时的肉搏战，

终于抢占了烟筒山。

与此同时， 喜峰口以西直
至下午

5

时激战仍在继续。 到
黄昏时双方仍处于对峙状态。

时至半夜，

109

旅旅长赵登禹

亲率
3

个团的兵力，迂回到日
军背后，乘敌酣睡之机，挥舞
大刀向日军猛砍， 当即杀死
400

多人， 击伤日军
800

多
人，缴获枪支千余支，大炮

18

门， 逼迫日军后撤
40

华里，狠
狠地打击了日军侵略者的嚣
张气焰。

1936

年春，日本侵略者与
汉奸勾结， 任命宁雨时为司
令，率领三千伪军窜到北平西
80

华里的东、西斋堂成立了冀
西防共自治政府。 当时宋哲元
任北平卫戍司令，他于旧历年
三十急命

29

军
37

师
110

旅派
219

团星夜赶到斋堂， 以剿匪
名义将这伙伪军彻底消灭。

时任
219

团团长的吉文星
立即下令，由金振中所率的三
营为先遣营奔赴斋堂。 当天夜
里，敌人被三营战士包围在住
室。 有的敌人还在酣睡，就被
生擒了。经过

3

个小时的战斗，

终于完成了消灭这伙伪军的
任务。 这次战斗，共计俘虏伪
军官兵

1600

余人，内有汉奸司
令宁雨时和

4

个日本军官，共
缴获迫击炮

13

门、 电话机
15

部、无线电台
1

台、骡
150

匹以
及各种手炮、步枪

900

余支。正
月初三， 全师召开庆功大会。

师长冯治安把金振中列为功
劳最大的人， 记大功一次，并
授予特等奖。

卢沟桥事变后， 金振中腿
伤痊愈，回归部队后，又担任
一七九师六七三旅副旅长兼
106

团团长。

1838

年，武汉会战
期间，他率部固守汉口东大界
岭一带，与日寇厮杀

3

个月，其
中肉搏战近百次。

1984

年，金振中病情日益
严重， 他在病床上写下了遗
言：“我一生光明磊落，没做有
害人民之事，‘七七’抗战滴水
微绩已受人民的爱戴， 我惭愧
不已， 望死后由党和人民给予
公正合理之结论；遗体火化，丧
事从简，愿骨灰撒在卢沟桥畔，

与老领导何基沣在一起。 ”

1985

年
3

月，金振中与世长辞。同年
8

月
14

日，金振中的骨灰被放
在他曾经浴血奋战过的卢沟桥
由西向东的第六个桥涵下的芳
草中。

2006

年，一些民众自发
捐资为金振中刻大理石碑以寄
托哀思。

2008

年，金天愚按照
有关安排将父亲的灵柩移放到
“卢沟晓月”石碑咫尺之遥的苍
松翠柏之中。

金天愚说， 父亲一生只做
了一件事， 就是卢沟桥抗战。

他常说自己一生没有仇人，

唯一的仇人就是侵华日军。

生活中关于卢沟桥的战事他
很少提及。 而父亲对他们的
教育很简单， 就是要做到肩
上无债、 身上无病、 良心无
愧。 为了纪念父亲，他在家乡
（河南省固始县） 为父亲设了
墓地，每逢清明节有不少群众
为父亲扫墓。

金振中的儿子金天愚向记者介绍烈士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