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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序上高会战的写作过程，是一段漫长的探索过程。
直到7年前，即2005年，我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战役，至少可以说不大了解这个战役。
　　这年年底，我进入一家本地报社，开始了作为记者的职业生涯。
当年恰好也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了解到我是上高人后，报社领导毫不犹豫地派我回到故乡上高采
写抗战专题稿件，理由是我的故乡上高在抗战时期名气不小。
那时我模糊地了解到，上高曾经发生过一场中日大战；但我显然从来没有认真调查过那究竟是场什么
样的战役。
回到故乡，我很规矩地走了记者该走的程序，民政局、老干局几个部门都去摸了底，寻找具有战争记
忆的时代老人。
遗憾的是，因为时间的淘汰，我们搜尽名册，只找到了不到10个和抗战挨得上边的老革命；其中在采
访过程中，只有那么几个老人能打开话匣子，其他的或是语言不清，或是逻辑混乱，已经不知道他们
在说什么了。
采写的稿子，很快就被报社连续几个版面刊载；当时高兴之余，突然又有了点疑惑：报社领导派我回
去采写稿件，是因为我的家乡发生过一场中日大战，但我采写的这些稿件都和我的故乡上高搭不上边
。
老人们参加的不是八路军就是新四军，谈的也都是在广泛的华北或江苏一带的敌后和敌人打游击，而
那时的上高属于国统区，老革命们的回忆显然并非报社派我采访的初衷。
那时我甚至感觉到，通过规范的程序去采访、寻找发生在上高的中日大战的痕迹，可能只是个奢侈的
想法。
这年年底，在回农村老家过年的时候，无意中和几个村里的老人聊天，发现他们的记忆深处竟然就藏
了几个月来我苦闷而一直无法找到的东西&mdash;&mdash;老人们管那个年代叫&ldquo;亡国年
代&rdquo;，那个年代我们村和我的故乡发生过很多故事&hellip;&hellip;而我隐约感觉到，这可能正是
我要寻找的上高会战。
果然，在从上高博物馆搜集到原始资料后，我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了老人们回忆的真实：上高会战那
一年，我的家乡杜村赫然便是参加上高会战的重要历史群体57师的师部党部。
不仅如此，在我更深入了解后，这才知道我自小听到的外公讲述的故事，原来也和这段历史有着不解
的缘分。
外公真名叫杜在明，是个普通的国民党老兵。
外公无疑是最疼我的长辈之一，解放战争期间，外公在山东一带作战受伤，国民政府将其送往上海治
疗，伤好后，天下也变了，外公得以回到故乡。
外公经常会在晚上人多的时候眉飞色舞地讲述他的故事，讲述战场上的残酷。
外公过世后，我从杜村的其他老人处了解到，上高会战前后，先有57师余（程万）师长的师部、后
有58师廖（龄奇）师长的师部曾经驻扎我们杜村，其中57师驻扎的时间超过一年。
那时杜村很多青年跟了部队出去，以为师部就在村里，以后随时可以回家，但出去后再也没有回过家
乡，外公就是其中一个，他能侥幸熬过抗战、熬过解放战争、熬过漫长的历史，一直到抚养我宠爱我
，实属难得。
正是因为上述因素，我隐隐感到，如果我不把这个战役写出来，我无颜以对天堂的外公。
我要写一本外公的书，不仅是外公的书，更是外公他们这个伟大集体的书！
我坚定信心，从此开始搜集与上高会战有关的历史，其中辗转数次请教上高县博物馆的老馆长方向，
这个研究上高会战半辈子的老人，每次都对我悉心点拨，把自己对这段历史的所知都毫无保留地告诉
我。
我随后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证工作，在下陂核心阵地一带，采访过新屋村的熊沣生，卢家店屋的卢柳
英、卢军成，游家村的卢招财和罗老等；在汗堂探访道陂19集团军总部、无线电班所在地白水田村以
及对面的担架兵原址等；后来又在南村（毕家庄）一带探访日军大贺司令部原址等等。
数年的资料搜集之后才开始写作，2011年底，这本纪实体的上高会战终于完成，然后经过五轮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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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最终成功完稿。
值得一提的是，在写这个战役的过程中，通过大量的搜集和整理资料，我发现记载这个战役的不少原
始资料或与史料不符，或被完全误解，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写进正文，这里列举一些作个补充。
其一是参战地点。
首先说日军进入上高的路线和核心战场所在地。
在最初的调查中，不少人以为日军是沿湘赣路经泗溪到上高外围的，其实不然；日军在到达高安杨公
圩一带时，当时的湘赣路已经被我中国军队完全破坏，他们不得不另辟蹊径，改成从杨公圩以西的高
安村前街沿泗溪官桥一带进入上高，这也使得守卫在这里的张灵甫58师防线成为守卫上高第一道防线
，而从杨公圩一带一直布防到泗溪乃至上高的余程万57师则没有。
至于核心战场，许多人想当然地把镜山当成核心战场，把320国道通过的镜山口、如今烈士陵园所在地
当成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这更是个谬误。
通过研究上高会战作战图以及实地调研我们知道，在上高，初期打得最激烈的是沿泗溪河一线，左翼
为58师，右翼为57师；中期战役演变成&ldquo;工&rdquo;字形，上面一横是泗溪河，下面一横是石洪
桥到下陂桥（现今天主教堂一带）、白茅山（老江专一带）以及东狗脑一带，布局同样是左翼为58师
，右翼为57师，我们通常说的镜山口，并非目前通过320国道的那个镜山口，而是天主教堂一带的那个
山口。
　　另外，还有一个新15师45团团长张雅韵牺牲的地点，几乎所有资料都认定是在水口圩，但作者通
过查阅资料和现场调查后发现，这个表述是错误的。
因为上高除了一个水口圩外，还有一个水口村，其中水口圩在蒙山一带，水口村在野市一带。
《上高会战作战详报》上描述：&ldquo;44团移占筱坑罗&hellip;&hellip;45团团长张雅韵亲临督
战&hellip;&hellip;敌四五百，复由江家洲附近向该师西源里指挥所直冲&hellip;&hellip;&rdquo;筱坑罗、
江家洲、西源里都在上高北，也即水口村一带，至此我们确认，资料上的水口圩有误，应该为水口村
。
另一个是毕家庄和土地庙王，作者一度以为日军大贺师团指挥部就是上高的毕家，后来通过调查才知
道，所谓的毕家庄就是上高的南村，这里的村民都姓毕，所以被日军称为毕家庄，至于日我双方经常
提的土地庙王，一段时间更以为在高安一带，调查后才发现就在南村村外，另外还有个南茶罗，地名
真实称呼为南搓。
诸如此类，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其二是参战部队。
我们基本上认为，上高会战中国军队参战主力为74军、49军、70军、72军，以及江西保安纵队和第2挺
进纵队。
但通过调查后我们发现，除了上述参战部队，陆续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部队，比如第三战区直属陆
军91军教导团独立营，新3军新12师、60军183师等，这些部队我在正文中提过，因此不作着重介绍。
需要着重提一下的是第4军和暂编13师。
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的赵子立，和第60军183营营长王光伦在合著的回忆录《上高
会战之敌我形势》中透露，当时考虑到日军在湖南一带迟迟没有动作，第九战区在上高会战后期曾派
北伐时期的&ldquo;铁军&rdquo;第4军从长沙出发，日夜兼程增援上高，以图全歼日军。
但由于命令下达太晚，第4军的行军速度虽然很快，然而面对五六百里的行程，等他们赶到时，上高
会战早已结束。
另外，绝大部分资料里，包括19集团军总部的《上高会战作战详报》提到49军的构成，都是26师、105
师和江西本地部队预备第5师，但赵子立和王光伦在《上高会战之敌我形势》中指出，当时49军的构成
是26师、105师和史克勤任师长的暂编13师，19集团军在《上高会战作战详报》介绍预备第5师，虽然
笔墨不多，但多多少少都指出了预备第5师的部分活动轨迹。
而赵子立和王光伦则认为，当时暂编第13师作为49军的预备队，控制在临江以北，在围歼日军时，还
由49军军长刘多荃亲自带领，分别由曲江、丰城渡过了赣江，参加对日作战。
和赵子立和王光伦表述类似的还有姜克夫，他在所著的《民国军事史》上高会战部分的阐述和两人雷
同，遗憾的是，除了这两个资料外，我们再也没发现其他有关暂编13师参加上高会战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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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暂编13师和预备第5师哪个是真实的，本人更倾向于19集团军的表述，这不仅因为其更权威，更主
要是因为预备第5师在19集团军所著的《上高会战作战详报》以及其他资料中都有该师具体参加的战斗
，而暂编13师没人提过他们参加的具体战斗。
此外，关于江西保安纵队的构成，陈荣华等人编写的《江西抗日战争史》认为是保1团、保3团、保9团
、保11团，但在19集团军《上高会战作战详报》及其他资料中，大多认为该纵队构成为保1团、保3团
、保7团、保9团，其中保7团从各大队队长到团长都有详细名单，而在一些战斗中，也不时发现保7团
的痕迹。
我们由此认为，保1团、保3团、保7团、保9团构成的江西保安纵队是正确的。
其三是参战人员。
最有争议性的，恐怕就是58师代理师长张灵甫。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张灵甫的名气后来直追其他参战将领，评价他时，经常会有几
种极端观点，鉴于本文写的是上高会战，因此仅从上高会战的角度分析张代师长的表现。
首先我们要申明一点的是，张灵甫将军在抗战中和日寇作战，杀敌无数，说他是抗日英雄是一点也不
为过，但是过犹不及却非常不妥。
如有人在文学作品中描写：&ldquo;张灵甫以四个团轮流守卫下陂阵地，一个团打疲了，又换另一个
团&hellip;&hellip;&rdquo;将余程万57师守卫上高核心阵地下陂的功劳归结为张副师长及其58师，这显
然经不起辩驳，还有所谓的&ldquo;云头山绝不后退&rdquo;，同样把本为57师守卫阵地的功劳挪到了
张副师长指挥的58师上面，58师在泗溪河防线被突破后确实有少量部队撤退到云头山一带，但守卫这
里的部队，主要是57师。
另外有不少所谓的史学家认为，张副师长守卫以官桥为中心的泗溪河一带，光初期两个前锋连就迟延
了日军一整日，后来又在泗溪河一带坚持了多少天，这些所谓的重大成果被当时的指挥人员忽略了，
以致58师和武功状失之交臂，没有和74军其他两个师平起平坐。
　　这个说法何其荒谬，在看过本书后，读者将很快知道，和日军相持最久的，并非58师，而是70军
预备第9师，从上高会战发生的3月14日深夜到会战结束的4月17日，没有哪个部队有这个师参加上高会
战的时间长。
但这个预备第9师在上高会战期间留下了不少污点，如果按照所谓史学家的标准，那么上高会战的首
功部队应该是预备第9师了，谁说不荒谬呢？
更有甚者，认为日军和58师交战后被打怕了，转而进攻泗水右翼57师的阵地，然而有一点他们没想到
的是，既然58师打得这么好，日军又不敢打他们，何以最终被日军突破的阵地是58师守卫的塘坎一带
阵地，而非57师阵地呢？
事实上，因为58师守卫的泗溪河左翼阵地被突破，成为该师参加上高会战的一个污点，当时从74军军
部到19集团军总部，乃至最高统帅部，没人否认这点，何以后来能&ldquo;研究出&rdquo; 失之交臂的
武功状？
另外，我们从19集团军《上高会战作战详报》上歼敌数目统计也可以看出端倪：51师伤敌1678人、杀
敌1223人；57师伤敌1450人、杀敌1007人；58师伤敌1335人，杀敌907人。
58师伤亡敌人数不光排在74军另外两个师的后面，甚至连第26师也不如，该师伤敌1439人、杀敌951人
，战果仅次于57师。
后来蒋文澜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mdash;&mdash;上高会战》一文中认为国民政府陆海空军第二号
武功状给了第26师，而很多人则认为这个二号武功状给了57师，鉴于57师已经被授予&ldquo;虎
贲&rdquo;称号，第二号武功状给26师也是毫不为过的。
但张副师长指挥的58师在上高会战中的表现，显然不能和上述3个师比，又怎么谈得上和武功状失之交
臂呢？
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上高会战，是张灵甫副师长第一次指挥一个王牌师参加战斗，而张灵甫本人
也因为亲自上前线督战，一条腿再度受伤。
如史学家描述的，他颁发的14道命令后来成了抗日战史教材，这是非常不简单的。
58师虽然没有拿到武功状，但在19集团军3个军的诸多参战部队中，表现排在第四，首度指挥一个整师
就能取得如此佳绩，这是非常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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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高会战日后因此成为张副师长升迁的起点，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很容易让人和张灵甫联系到一起的是51师师长李天霞。
毫无疑问，在上高会战中，出力最大的是李天霞的51师和余程万的57师。
李天霞的51师在王克俊26师的协助下，牢牢盯死了王牌第5师团改编成的日军独立20混成旅团，该旅团
在51师步步为营的顽强抵抗下，被打得没了半点脾气。
最后在华阳一役中，51师从高安一带急速转回，以神勇的速度和顽强的搏杀，弥补了19集团军总部命
令该师夺取高安的错误决策，这成为其获得第一号武功状的最突出表现。
至于余程万的57师，也因为当时集团军决策的小错误，陷入了日军的包围圈。
当时51师和58师都&ldquo;很忙&rdquo;，57师以一个师的兵力顽强守住了上高核心阵地。
值得一提的是，58师塘坎阵地受到的攻击和这时的57师相比是小巫见大巫的，因为这个时候大贺的主
力不仅全部到齐，后方还有新加入的独立20混成旅团的威胁。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到底谁该得到武功状。
57师后来在上高会战中获得的最高荣誉是&ldquo;虎贲&rdquo;师的称号，笔者个人认为，无论从哪方
面来说，含金量都不低于第一号武功状，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罗卓英在不少场合说上高会战战场是个口袋，57师守卫的核心阵地无疑就是这个袋子底，袋子底破了
，一切胜利无从谈起，又哪儿来的武功状呢？
另外，74军军长王耀武&ldquo;誓不与部属南渡锦江&rdquo;，始终坚持在上高前线，三个师不管哪里
出问题了，都要由他来想办法，连续几天没有合眼，更亲自带队恢复关键阵地，这是一个不容忽略的
人物。
还有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无论局势如何艰险都坚守在总部，更把身边所有的武装力量都抽调到一
线作战&hellip;&hellip;这些高级指挥人员的贡献，都是我们不容忽略的。
　  最后，我们要谈的是上高会战的战果。
上高会战的歼敌数目，各种说法有之，6000人之说，15000人之说，24000人之说等等，不一而足。
根据19集团军《上高会战详报》及相关资料，当时的统计数据认为共毙敌6252名，伤9540名，伤
毙15792名，作者认为，6000人之说估计只统计了死亡人数。
后来，随着统计的逐渐精确，以及伤兵的不断死亡等，最终将毙伤日军固定在24000人左右，这个数据
应该是较为准确的。
另外一个是毙伤日军指挥官的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作者都以为上高会战击毙日军最高的将领应该是34师团步兵指挥官岩永汪少将，后来
随着调查的逐渐深入，才知道这是错误的。
岩永汪后来出现在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中，笔者曾经写过有关该战役的《无援》一书，一度猜测这个
人就是参加上高会战的34师团步兵指挥官岩永汪少将，经过各种数据对照后，发现果然如此。
第一手的回忆资料大多认为岩永汪只是重伤，但在统计时有人喜欢把&ldquo;毙伤&rdquo;放到一起，
以致以讹传讹，不少资料错误地进行引用，毙伤成了击毙，也因此无形中扩大了上高会战战果。
其实在当时，不仅是岩永汪，甚至34师团长大贺茂都曾误传被击毙，不单当时的报纸，蒋介石给各战
区长官的通报中都提到了。
后来回到南昌的大贺茂自杀未成，消息传出，中国军方才知道大贺茂被击毙是个假消息。
至此，我们得出结论，上高会战击毙日军最高将领为33师团214联队中佐联队长滨田，其中34师团大佐
参谋长樱井德太郎是战败后自杀。
上高会战遭重创的日军33师团、34师团和独立20混成旅团，更是损伤达十分之七，大部分高级指挥官
都是带着伤狼狈逃回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该战役击毙日军最高指挥官的级别低了一点，却丝毫没有影响它在中国抗日
战争中的历史地位。
上高会战耗费本人这么多年的精力，事实上要说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暂且就此打住吧，更详细的，
请看正文，那里有要和您说的尘封往事&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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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41年，华北日军开始发动所谓的“鄱阳湖扫荡战”（我方称“上高会战”）。
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以湘军精锐70军在第一二线逐次抵抗消耗日军，东北军精锐49军和刚刚晋升为
国军四大主力之一的74军在第三阵地线严阵以待。
该集团军以“磁铁战术”诱敌深入，最后凭借具有强大战力的王牌74军坚守上高，重挫日军两个半师
团，保证了上高寸土未失。
本次战役被时任军令部部长的何应钦等高官誉为抗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次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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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青，专职军旅作家，1975年生于江西上高，毕业于南昌大学。
随后在32430部队服役，任职于江西赣西晚报近六载，先后担任记者、编辑、上高记者站站长等。
出版军事小说《奇兵》、《上高会战》等，即将出版《百年家国》。
作品《终极士兵》曾获2008年度起点中文网首届军事小说大赛银奖；《无援》为第七届新浪原创文学
大赛军事历史类优胜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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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箭在弦上对话一：&ldquo;贵党若能参加会议，下跪也是可以的。
&rdquo;&ldquo;云鹏兄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你要知道这是政治问题，并非个人问题！
&rdquo;&ldquo;那&hellip;&hellip;能否面启委员长再谈？
&rdquo;&ldquo;事情若未解决，见蒋是毫无意义的，不会得到任何结果。
&rdquo;对话二：&ldquo;可否你回去讨论，参政员公函也要撤回，董、邓两位可否出席参政会？
&rdquo;&ldquo;万做不到。
这样做，将成为历史上的滑稽剧，不是侮辱我们？
&rdquo;&ldquo;即使董、邓出席一人也好。
&rdquo;&ldquo;国民党请客吧？
被请者为&lsquo;奸党&rsquo;，还要客来捧场，岂不是污辱？
&rdquo;上述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将军之间的两段对话，发生于1941年2月18
日，距离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一个多月。
鉴于国民党发动了又一轮的反共高潮，污蔑新四军为&ldquo;叛军&rdquo;、共产党为&ldquo;奸
党&rdquo;，对话中，作为中共参议员的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共代表拒绝参加1941年3月1日将于重庆举
行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
在重庆红岩嘴中国共产党代表驻地，周恩来副主席措辞严厉，使得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几临绝境，连
下跪的心都有了。
张冲，字云鹏，云南省泸西县永宁乡小布坎（现划归弥勒县）人。
1937年抗战爆发，张冲任国民革命军60军副军长兼184师师长，上高会战抗日阵亡烈士陵园里，唯一一
堵迁移到该陵园的抗日墙上的标语&ldquo;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合作打日本&rdquo;，即为该师驻防
上高所留。
张冲将军是共产党的老朋友，早在武汉会战前期就倾向共产党，并接受了我党主张，更与我党驻武汉
代表叶剑英等人过从甚密，请求共产党派遣政工人员到184师任政工干部，创办《抗日军人》报，扩大
共产党在其部队的影响。
1938年台儿庄战役，张冲率第184师固守台儿庄战略高地禹王山22个昼夜，打退日军数十次疯狂进攻，
杀伤日军千余人，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该战例被蒋介石编入军事教材，而张冲将军也被提拔为第60军军长，但仅仅过了一年，因为抗
日&ldquo;太过积极&rdquo;（其实是因&ldquo;通共&rdquo;嫌疑），张将军竟被撤掉军长职务，赋闲在
家。
但随后，因为国民党的特殊需要，张冲将军再度被委以重任，成为国共的&ldquo;缓冲剂&rdquo;。
1941年3月，就皖南事变后共产党代表出席国民参政会一事，张冲作为国民党代表前来谈判，但丝毫没
有博得老朋友的&ldquo;同情&rdquo;。
这一天的张冲是分外尴尬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没有给这位老朋友留下半点面子。
周恩来是对事不对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国民党自己不反省，任谁的面子他也是不能给的。
当日，他还通过电话痛斥下达&ldquo;黄河以南剿灭共军计划&rdquo;命令的军令部部长何应钦
：&ldquo;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
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rdquo;并于1月18日在《新华日报》刊出手书&ldquo;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rdquo;和&ldquo;千古奇冤
，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
&rdquo;的诗文，对当局的反共行径进行了有力声讨。
此刻的国民党已经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在致电周恩来时指出：蒋介石&ldquo;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
甚&hellip;&hellip;1月17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17日以后反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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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hellip;&hellip;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
熬过这一关，就好办了。
&rdquo;作为中共参政员的毛泽东、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七人拒绝参加第二
届国民参政会。
这无疑成了国共关系现状的温度表，而各民主党派却希望通过这个会议缓解国共矛盾，纷纷表示这次
会议中共方面必不可少。
连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也表示要留在重庆，专等观光国民参政会。
这些都给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造成了很大压力。
3月1日会议举行的当天，中共方面还是坚决不出席参政会议， 蒋介石几次派人到红岩嘴请董必武、邓
颖超出席，均遭到拒绝。
当天早晨，蒋委员长再次让张冲等人驱车前往红岩嘴请董、邓出席会议，又遭到拒绝。
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就这样在没有中国共产党代表出席的情况下开幕了。
3月2日，著名华侨领袖、国民参政员陈嘉赓致电全体参政员，呼吁全国军民团结抗日，反对国民党的
倒行逆施。
如果说一边倒的舆论劣势尚可忽略，美国政府的声明那就必须重视了：一周后的3月9日，美国政府通
过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向蒋介石发表正式声明： &ldquo;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
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种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rdquo;重庆蒋介石官邸内，蒋介石来回踱步，何应钦、张冲以及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等人垂手而立。
早在一个月前的1月18日，日本天皇裕仁就裁定了《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提出要对中国&ldquo;
力求加强地面、海上及空中封锁，切断法属印度支那通道，阻止缅甸通道，以海军封锁海面及以陆军
兵力封锁海港作战并行，加强在经济上对中国进行压迫。
&rdquo;当月31日，日本和泰国、法国三国代表签订《泰越停战协定》，日本势力开始进入泰国，这意
味着中国的战略南方很快将被日本人切断。
2月26日，日军大本营下达了封锁中国沿海的命令。
日本人这是要孤立国民政府、困死中国。
此刻，国民党在外受到日本人的层层封锁，步步进逼，又被国内各界指责&ldquo;搞摩擦、不抗
日&rdquo;，以及&ldquo;摧残抗日力量、破坏统一战线&rdquo;等，已经到了内外交困的地步，海外华
侨以及美国人的外援等在这个时刻更显得分外重要。
&ldquo;日本人欺人太甚，共产党挖我墙脚&hellip;&hellip;&rdquo;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一边喃喃念着
，一边焦虑地来回踱步，&ldquo;剿灭皖南叛军我是同意的&hellip;&hellip;敬之，你不要放在心上，你
不要管共产党那一套！
&rdquo;蒋介石又面向张冲：&ldquo;我原以为，他们多少会给你一点面子的！
&rdquo;&ldquo;委员长，我都差点下跪了&hellip;&hellip;&rdquo;张冲十分尴尬，他看到蒋介石此时的面
色极度难看，便不再往下说了。
&ldquo;最可恨的是那些跟着共产党起哄的人，说政府专搞摩擦、不抗日，说什么参政会没有共产党不
行，还有美国人，现在美国人也来向我施压了&hellip;&hellip;&rdquo;蒋介石气愤中径自往外走。
　　掀开布帘，墙壁上是一幅作战地图，蒋介石一言不发，在地图上开始摩挲着。
&ldquo;娘西匹，说我不抗日，我这就打一仗给他们瞧瞧！
&rdquo;蒋介石焦头烂额之际，一根手指却并没有确切的下落处。
徐永昌从口袋里掏出一封电报：&ldquo;委座，这是刚从上高发来的电报！
&rdquo;&ldquo;不看、不看&hellip;&hellip;&rdquo;委员长气恼地摇着双手。
&ldquo;委座，南昌日军目前调动频繁，上高罗卓英告急&hellip;&hellip;&rdquo;徐永昌话音刚落，蒋介
石便抢上前一把夺过电报：3月3日电，急重庆军令部长徐、军令部第二厅杨厅长，另报主任李、长官
薛：毖密。
综合情况。
（甲）丑月下旬，增南昌敌约五千，现集结于南昌、望城岗，似尚无动静。
其队号有池田、森重、木本等步兵部队，金井炮兵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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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增安义敌约一千五百，均分开前方，似补充兵。
（乙）自寅月东起，敌机暂行活动，每日侦察赣东（江）西岸我阵地。
江午，敌机五十六架，分向南城、贵溪、弋阳、上饶、玉山各地。
（丙）依上判断，敌似有进扰企图。
　　　　　　　　　　　　　　　　　　　　　　　罗卓英。
寅江西。
曙，印。
&ldquo;好、好！
&rdquo;谁也没想到，看到这个告急电报，蒋介石反而连叫了几个&ldquo;好&rdquo;字，当时众人都惊
呆了。
但见老蒋慢悠悠地走到地图前说：&ldquo;娘西匹，日本人是奔第三战区也好，第九战区也好，这次定
让他们有来无回，也让美国人瞧瞧，国民政府是不是不抗日，是不是专搞摩擦！
&rdquo;汉口11军日军司令部，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万分留恋地收拾着行李，在参谋本部的一再督促下，
他不得不离开汉口前往华北赴任司令官了。
&ldquo;军部这些人全是饭桶！
数十万正规军对付不了小小的八路！
&rdquo;冈村宁次感慨无比，他这一离开，这个号称强悍之旅的日军11军不知道将迎来什么样的命运。
原来在1940年8月，所谓的后方、日军占领区，我华北八路军主力部队以号称100个团的兵力展开百团
大战：彭德怀指挥八路军129师和晋察军区等共105个团20余万兵力，对华北日伪军发动了一次进攻战
役。
战役持续了4个月，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攻克据点2900多个，歼灭日伪军45000余人，给日伪军
以沉重的打击华北严峻的局面终于迫使日本人猛然惊醒，作为战略后方的八路军原来如此强大。
日军参谋本部大吃一惊的同时，华北方面日军也忧虑异常：共军此种企图，在今后长时期内是否还会
持续进行，或者根据兵力的扩大而采取某些新的作战方式？
在如此担忧的状况下，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为当时日军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而要对付八路军，位于晋南的卫立煌第一战区的中国军队成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障碍，这大抵因为卫
一惯亲共，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曾经是他的战区副总司令。
大本营于是要求汉口11军司令部派出驻扎江西安义一带的33师团，北上去充实华北方面军，配属华北
方面第1军作战；13军刚回苏州的第17师团配属第12军，驻扎到徐州一带，担负苏北、皖北方面的警备
，而徐州原来的守军21师团被命令参加晋南作战。
之前，由于武汉会战后长江一线防线的扩大，日军11军司令部已经非常迫切地感觉到了兵力的不足，
自此和中国军队僵持着。
收到33师团调往华北的电报后，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为不满，接到由他继任华北方面司令官的消息
后更是恼怒异常，却又不得不前往赴任。
　　为最大限度地迎合参谋本部，并使33师团北调后赣北一带局势不致失控，冈村宁次筹划了他在华
中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
从1941年1月起，他就开始在赣北积极调兵。
上高会战之前，当时盘踞南昌外围的日军以安义为基点，向西南延伸分布于新建、安义、靖安、奉新
一带；1940年夏，第33师团步兵215联队之第三大队曾被抽派于武汉担任警备任务；34师团步兵216联
队则被抽调到宜昌参战并积极补充缺员。
上高会战前夕，这些部队都被命令返回。
1941年2月中旬，由日军原第5师团抽编成立的独立混成第20旅团，自上海转移集结于牛行（昌北）望
城岗、东凉山间地区，积极渡河并作夜间演习。
3月初，日军为彻底集中兵力放弃武宁县，将213联队聚集于安义附近；武汉的第3飞行团之主力亦先后
飞抵南昌机场，以策应陆军之作战。
3月12日夜，日军秘密将第一线部队之大部逐次抽集于阵地后整顿，14日夜集结完毕。
在冈村宁次的努力下，1941年2月14日，在南京召开的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会议上正式确定了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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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短切作战为主的作战方针，利用33师团离开安义去山西南部中条山一带作战之前的时机，以驻南
昌和安义的两个师团，以及刚刚新调来并驻南昌以西约15公里的望城岗的独立混成20旅团，对南昌西
南锦江两岸中国第九战区罗卓英将军的19集团军进行短切突击，以巩固南昌外围占领地区。
当时集结在南昌的日军总兵力接近6.5万人，冈村宁次的打算是在33师团北调前三路并击，给对面的中
国军队19集团军致命一击，平衡赣北局势。
当时拟订进攻的部队之编成及其具体计划为：1.樱井省三中将之33师团，率214、215联队及配属之独立
工兵第33联队之一部，从安义分路迂回进攻其西南方向之奉新、沿里、伍桥何一带，然后继续前进至
村前街、湖城圩，围歼该地区之第70军，协同左翼第34师团攻占上高。
2.大贺茂中将之第34师团，率216、217联队及独立山炮兵第二联队第二大队、独立山炮兵第51大队，从
大城分别在锦河以北一路攻向西南的祥符、高安、石脑、闻家、泗溪、敖山和上高，在右翼第33师团
、左翼独立混成20旅团的协同下，歼灭74军一部并攻占上高城。
3.池田直三少将之独立混成第20旅团，率独立步兵第102、103、104、105大队及配属独立工兵第二联队
，发起进攻后，在向塘以西的市汊街对岸渡至锦江以南，然后向以西的独城、塘坊、泉港街，迂回攻
击在松湖街、圳头一带之第107师，并继续西进至太阳圩、灰埠、石头、杨柳圩、华阳、界埠围攻第51
师，以策应锦江北岸的34师团攻占上高。
4.远藤三郎之陆空军第3飞行团所属之侦察、轻轰炸机第44战队、战斗机59战队、轻轰炸机75战队配合
此次作战。
5.预定开始进攻时间为3月15日。
引自王辅《日本侵华战争》。
这次进攻，日军动用了大部分兵力，33师团仅留驻安义的213联队，34师团仅留驻南昌的218联队，独
立混成20旅团仅留101大队于原地，后来在发起进攻后，日军33师团因为后方空虚受到威胁，不得不先
行返回。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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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内首部全面讲述&ldquo;上高会战&rdquo;的纪实作品。
讲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伟大战役，蒋介石称其为&ldquo;空前胜利&rdquo;，白崇禧称其&ldquo;创造战
例&rdquo;，何应钦称其为&ldquo;开战以来，最精彩一战&rdquo;，媒体评论其为&ldquo;媲美台儿庄战
役的伟大胜利&rdquo;。
是抗战诸多反扫荡战中最精彩的战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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