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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位英雄后人追思大战英烈
社会各界近千民众自发祭奠

维公元二零一三年四月八日，台儿庄大战胜利七十五周
年之际。谨以沉痛之心，激荡之情，敬致黄花清酌，公祭于台
儿庄大战无名英雄墓前。曰：

台儿庄者，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也！徐淮之北，齐鲁之
南，津浦在望，陇海相连。扼守彭城之门户，堪作兵家之重藩。

当夫东瀛入关，亡我之心正盛；龙裔慷慨，报国之士当
前。于是卫我乡园，乃有一战。

至若北门之役，枪弹摧骨，炮火扑面。赤血奔流，黄
云黯淡。怀壮志而赴死，聚士卒以争先。内巷之争，表丹
心我当敌忾，挥白刃谁肯息肩？健儿逞忠勇，杀声惊呼
疆场；人民御外侮，兵威动于号天。

苦战十六日，铁血布满阵地，碎尸遍陈街巷。古寺墙上，弹
痕累累；北城门下，火海茫茫。终战之末，城野满疮。千年古镇化
焦土，三万壮士作国殇。九千英名垂后世，两万忠骨映荣光。

台儿庄破敌之功，刑天多猛志；李德邻得意之作，
青史映宏篇，破日军不可战胜之神话，争国际正义力
量之奥援。茫茫血雨，书写历史；烈烈征师，开辟乾元。

追思当年，何其壮哉！却看今朝，何其荣哉！于是重建古城，再
续前篇。扬抗战精神，承先烈遗愿。越台海以共勉，展宏图而无边。

噫乎！朴守其贞，冥冥灭灭。魂如有灵，以鉴我心。保我
河山，扬我中华！神明不灭，其志恒常！黄花一束，清酌一殇，
呜呼痛哉。扶惟尚飨！

本报枣庄4月8日讯(记者
白雪岩 通讯员 张严新)
4月8日，是台儿庄大战胜利

75周年，从全国各地赶来的19

名大战英雄的儿女在台儿庄
无名英雄纪念墓前敬献鲜花
追思先烈，来自北京、上海等
地及当地市民近千名民众也
纷纷赶来，为长眠在这里的英
烈们献上一束束鲜花，祭奠缅
怀革命先烈。

当日上午10时30分，无名
英雄祭奠仪式正式开始，身着
戎装的士兵在无名烈士墓前吹
响集结号，在台儿庄大战中英
勇牺牲的中国空军烈士何信的
儿子何平宣读祭文，祭文中在
回顾台儿庄大战时的惨烈这样
写道：“苦战十六日，铁血布满
阵地，碎尸遍陈街巷。古寺墙
上，弹痕累累；北城门下，火海
茫茫。千年古镇化焦土，三万壮
士作国殇……”，读到这里，76

岁的何平老先生几度哽咽，眼
睛里泛着一股股泪花。

仪式上，台儿庄大战参战
将士、20军团参谋长万建藩之
子万以淦先生，台儿庄大战参
战将士、41军前敌指挥部参谋
长熊顺义之子熊文正先生，台
儿庄大战参战将士、52军2师
师长郑洞国之孙郑建邦先生，
台儿庄大战参战将士何信之
子何平先生，台儿庄大战参战
将士、57军111师333旅少将旅
长王肇治之女王海峪女士，台
儿庄大战参战将士、40军下属
连长李宗岱之子李大淮先生
分别敬献了花篮；参加祭奠仪
式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也纷
纷敬献了鲜花。

在祭奠仪式现场，记者看
到，不少当地市民自发赶来缅
怀烈士。72岁的李修文是当地
一名退休老干部，他静静地坐
在一个角落，神色凝重地望着
无名英雄纪念碑，老人说，“台
儿庄大战是中国人民抗战史上
一笔宝贵的财富，我在这片先
烈洒过热血的土地上生活了几
十年，心里总是充满着对先烈
的无比敬重和缅怀。”60多岁的
谢印中专程带着2岁的孙子来
到这里一同缅怀烈士，他说，孩
子虽小不懂事，但可以让他感
受这样祭奠烈士的氛围，让他
从小就受到中华民族扬威不屈
精神的熏陶。

祭奠仪式后，何平告诉记
者：“这些无名英雄是为了国
家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就是
中国魂，这就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源泉所在，台儿庄大战
精神永垂不朽，我们振兴中华
民族的精神永垂不朽！”

王海峪是台儿庄大战参
战将士、57军111师333旅少将
旅长王肇治的女儿，今年70

多岁的她，从济南赶来祭奠
大战英烈。王海峪说，她从小
就知道爸爸在那里打过仗，
而且打得是胜仗。

在祭奠仪式上，听到祭
文中台儿庄大战的惨烈，提
到牺牲的3万名英烈，满头银
发的王海峪老人的眼泪就夺
眶而出。在采访中，老人告诉
记者，战争结束后，爸爸常常
跟她讲这段历史，父亲是个
指挥官，对待士兵也很严厉，
每当士兵打过仗疲惫不堪
时，他就鼓励他们说，咱们中
国人吃的是高粱米，比小日
本可有劲多了，听到这些，士
兵们又鼓起士气。

王海峪还说，父亲坦言
过，他上了战场，从来没想过
要活着回来。时隔多年，当王
海峪再次来到台儿庄看到这
座曾被战火毁坏的城市重新
焕发出生机，她感慨道：“3万
多名英烈的热血洒在了这片
热土上，是他们用鲜血和生
命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白雪岩

格声音

王肇治女儿：

父亲常讲
那段历史

1938年春，日寇的铁
蹄踏破了台儿庄的祥和宁
静。日军坂垣，矶谷两个精
锐师团，东攻临沂，西占滕
县，企图分进合击。猛扑台
儿庄。3月24日，日军的飞
机、大炮顿时把台儿庄变
成一片火海，敌步兵随后
发起了疯狂的进攻。我军
奋起抵抗，与敌人反复拼
杀、殊死争夺。城墙上下，
尸体枕藉；护城河内，水血
相溶。

3月27日凌晨，日军重
炮、飞机狂轰滥炸，大北
门、小北门相继被击毁，城
墙多处断裂坍塌，我防守
的兵官伤亡殆尽。一股日
军突入城内，我援军迅速
赶来堵击，将其消灭大半。
日军援兵陆续冲入，控制
了城寨的东北半部，我军
控制了西南半部，从此开
始了激烈的街巷拉锯战。

清真寺是台儿庄城寨
的制高点，为争夺台儿庄
清真寺的控制权，敌我双

方短兵相接，反复拉锯，拼
杀异常激烈。

守军以近战、夜战、肉
搏战，与敌人进行逐街街
巷、逐院逐墙的争夺。巷战
近战的主要武器是大刀、
手榴弹，仅31师8000名守
城官兵，就消耗手榴弹30

多万颗。
在台儿庄城区被日军

侵占三分之二，形势十分
危急的时刻，守城主将31

师师长池峰城，一边口吐
鲜血一边沉痛地向第二集
团军总司令孙连仲请示：

“我第二集团军已伤亡十
分之七，敌军攻势太猛，长
官能否答应我们暂时搬到
运河南岸，给我们留点种
子 ，也 是 长 官 的 大 恩 大
德。”李宗仁十分明白前线
部队的困境，但是为免歼
敌计划功亏一篑，还是狠
心的严令孙部死守待援，
违者军法从事！于是孙连
仲斩钉截铁地命令池峰
城：“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

填进去，你填过了，我来
填，直到第二集团军打完
为止，有敢退过河者，杀无
赦！”池峰城随即昭告全师
官兵：“台儿庄就是我们的
坟墓，虽剩一兵一卒也要
坚守阵地，从士兵到师长，
任何人不得撤退，违者严
惩不贷！”池峰城依然下令
炸毁运河浮桥，决心破釜
沉舟、背水一战！

日军盘踞城西北角，为
争夺此地，伤亡营长以下官
兵数百人。158团七连残部
57人，自动组成敢死队，誓
言不夺回阵地，决不生还！
他们扔掉了30块大洋的赏
钱，康慨地说道：师长，我们
连命都不要了，还要大洋干
什么？只希望在死后能为我
们立块碑，让后人知道我们
是为抗日死的就足够了。他
们趁夜突袭，夺取了日军五
个掩蔽部和多间房屋。生还
者仅13人。

台儿庄火车站是敌我
争夺的重点之一。日军在

坦克大炮的掩护下，轮番
猛攻。由于我军缺少打坦
克的武器，士兵们只好隐
蔽在战壕里待敌坦克接近
时，迅速拉响集束手榴弹，
与敌同归于尽。为炸毁一
辆坦克就要牺牲我几个、
十几个甚至更多的官兵，
有些士兵被轧成了肉泥，
极其惨烈。

第二集团军苦撑死
守，将日军牢牢地钉在台
儿庄，第20军团与台儿庄
守军形成南北夹击、合力
围歼之势。在我军强大攻
势下，4月6日台儿庄城内
外日军仓皇溃逃。逃跑前
炸毁了弹药、武器、汽车、
炮车、击毙了百余匹战马。

4月7日，胜利的旗帜
插上了台儿庄城头。在民
众的大力支援下，经过全
体官兵半个月雨雪鏖战，
三万将士做了国殇，终于
赢得了抗战以来正面战场
上第一次重大胜利。

整理：本报记者 白雪岩

让我们重温那段悲壮历史

格侧记

仪式结束后

民警三鞠躬

他是一名公安干警，在
祭奠仪式上负责安全保卫
工作，在4月8日举行的祭奠
先烈仪式顺利结束后，他悄
悄地走到纪念碑前，脱下警
帽，庄重而严肃地向长眠于
此的英烈深深地鞠了三个
躬。

这位公安干警告诉记
者，每一年举行祭奠活动，
他都会到大战纪念馆或是
在无名英雄纪念碑负责安
全保卫工作，在先烈后代、
市民都向英雄祭奠后，他都
会悄悄地表达一下自己对
烈士的敬仰、缅怀之情。

本报记者 白雪岩

功绩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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