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特约记者祝辉
本报记者刘翔马保群张方志

专 题

A

6

2015.8.4

星期二责编：郑虹创意：夏丹质检：臧华

“

70

多年前，龙山是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厮杀战场，中国军人
用他们的血肉之躯英勇地抗击来犯的侵华日军，谱写了中华儿女不
甘屈辱，不畏强暴、敢与日寇血战到底的悲壮之歌！ ”日前，罗山县委
史志研究室原副主任郑先定激动地向记者讲述着抗战故事。

置身龙山阻击战遗址，虽然昔日的战火早已灰飞烟灭，但这里
的每一棵大树、每一块石头、每一寸土地都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当
年那硝烟弥漫、炮火纷飞的战斗故事。 郑先定告诉记者：“龙山位于
罗山县城南两公里，是县城南信潢公路的制高点，也是安庆和商城、

潢川往西通往信阳的咽喉。 为了保卫战略要地龙山，阻止日军西进
迂回向武汉进攻，中国军人用手榴弹、机关枪，同使用飞机、大炮、坦
克和毒气弹的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搏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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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12

日，日军攻陷安庆后，迅速向华中增兵
40

万，在
300

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兵分五路向武汉逼近。其中
3

个师团的日军
沿大别山北麓西犯，然后南下。

8

月
23

日，日军大本营发出了进攻武
汉的作战命令。 为牵制日军南下的攻势和保卫武汉的安全，中国国
民革命军第十七军团奉命开赴罗山，在龙山一带与日军展开生死搏
斗。 第十七军团军团长胡宗南决定把龙山作为阻击日军的主战场，

把竹竿、楠杆、伍家坡作为伏击日军的战场，打响了阻止日军西犯信
阳南侵武汉的阻击战。 胡宗南命令将士们预先在龙山修筑工事，挖
掘战壕，集中兵力和武器弹药，准备与日军决一死战，并要求将士千
方百计炸毁竹竿大桥，破坏日军的运输供给线。

9

月
17

日，日军向罗山县城发起攻击，拉开了龙山阻击战的序
幕。

18

日上午，第十七军团一二四师、一二五师到达指定位置后，沿
竹竿铺西的岗岭地带布防，并组织一批又一批的炸桥敢死队，炸毁
了竹竿大桥。

18

日下午，一二五师三七五旅先头部队在竹竿铺中了
日军埋伏，经过激战伤亡惨重，退至集镇外，筑简易工事待援。 随后，

日军地面部队在空军的配合下，向守军阵地发起全面进攻。

19

日，一
二五师退至罗山县城东

10

里处，一二四师固守城北八里井。

20

日，

日军增兵进攻罗山。 进犯罗山的日军返回县城东南，抢占附近高地，

守军多次反攻均被日军阻挡，城东南阵地失守。 城北八里井守军在
日军飞机和大炮的狂轰滥炸下， 在数倍敌人的进攻下也遭遇失利。

21

日凌晨，罗山县城沦陷。

22

日，中国军队多次组织反击，一度攻入县城，均遭到日军疯狂
反扑，被迫撤离县城。

24

日，第十七军团以龙山及其附近岗岭为主战
场，阻击日军向西进犯，给日军造成严重的威胁。 因此，日军集中兵
力、火力，用飞机对龙山反复轰炸，发起数十次冲锋，均被守军打得
落花流水，日军伤亡千人。 守军在龙山附近群众的配合下，越战越
勇。 日军眼看短期内攻下龙山无望，恼羞成怒，狗急跳墙，竟然对龙
山守军阵地施放毒气，致使大批将士伤亡，龙山阵地失守。

28

日，第
十七军团向西南撤退，与埋伏在楠杆、伍家坡一带的部队会合后，继
续阻击日军西犯信阳。 日军装备精良，人数众多，天上有飞机轰炸，

地上有坦克、大炮、毒气弹猛攻，战事极其惨烈。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
下，第十七军团没能击败日军，被迫撤退。

在龙山阻击战中， 中国军队数千名官兵壮烈牺牲， 死亡群众
1000

多人，县城及城西一带尸横遍野。 战斗结束后，当地群众收尸
时发现有的尸体仍保持着瞄准射击的姿势， 有的与日军同归于尽，

场面极其悲壮，后来，当地群众将英勇牺牲的将士们的尸骨埋葬在
龙山。

“忠贞伟烈，千古不灭；壮我河山，争光日月。 这碑文上的词写得
多好！ 将士们为了国家和民族连生命都牺牲了，应该纪念啊！ ”在罗
山县文物馆内，郑先定指着保卫祖国纪念碑和忠烈塔落成纪念青石
碑告诉记者，这是

1939

年罗山县城收复后，为了纪念在龙山阻击战
中为国捐躯的将士们而建立的忠烈塔、保卫祖国纪念碑。

“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一寸河山一寸血”，这是中华儿女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发出的怒吼。 龙山阻击战虽以失败而告
终，但为武汉的党、政、军机关及战略物资向大西南转移赢得了宝贵
时间。 无数将士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奋勇抗敌，他们顽强的战
斗作风， 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和反抗外来侵略的高尚民族气节，永
远值得后人敬仰。

龙山阻击战

龙山阻击战遗址。

收藏在罗山县文物馆里的保卫祖国纪念碑。

收藏在罗山县文物馆里的忠烈塔落成纪念青石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