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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寻找找““全全军军覆覆没没””的的2222旅旅
死里逃生者突破顾虑，重述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抗战日记（五）

马头镇之战

徐畅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尽管从指导思想到具体
实践均与中共不同，但是抗
战时期国民党同样开展了敌
后游击战，山东国民党敌后
游击战可以视为缩影。

1937年10月，山东六区专
员范筑先在中共帮助下率先
举起抗日大旗，将所属各县保
安队和游杂武装整编为35个

支队，号称10万余人，在鲁西
北对日军游击作战。11月，国
民党山东省政府委员秦启荣
在鲁北惠民县组织“鲁北边区
游击司令部”，所部活动于惠
民、沂水、莱芜一带。1938年1月
青岛沦陷后，市长沈鸿烈率领
海军陆战队及地方团队转移
诸城、沂水一带。5月，徐州会
战后，沈鸿烈被任命为山东省
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领导山
东游击区抗战。

1938年11月南岳军事会
议后，国民党开始真正重视
游击战，设立鲁苏敌后游击
战区，辖山东及苏北，司令为
于学忠。1939年3月，于学忠
率5l军从安徽阜阳出发，4月
初进入山东境内，驻江苏北
部的57军也于4月中旬到达
鲁南地区。鲁苏战区下辖51
军（军长牟中珩，负责鲁南北
部作战）、57军(军长缪徵流，
负责鲁南南部作战 )、89军
(军长李守维，负责苏北作

战 )、新编第4师 (师长吴化
文，机动作战)以及海军陆战
队，共7个师约10万人。战区
另下辖苏鲁皖游击军(共7个
纵队)、山东保安部队(1个保
安师和35个保安旅)、江苏保
安部队(9个保安旅和1个税
警总队)共约15万人的地方
武装配合正规军作战。此外，
同时期设立的冀察敌后游击
战区所辖 6 9 军（军长石友
三）、97军（军长朱怀冰）、新
编第5军（军长孙殿英）、河北
民军及其他游击部队活动范
围涉及鲁西北地区。

于学忠部虽屡遭日伪进
攻，但经过反“扫荡”，总算立
下足来。1940—1942年，在地
方游击部队的配合下，于学
忠部多次与日军展开战斗，
例如1940年4月，57军111师
333旅万毅部在莒县南黄山
前村，激战一天，击溃日军，
歼敌200余人。又如1942年8
月鲁苏战区总部和113师等

部被包围于安丘唐王山、虎
眉山和擂鼓山地区，激战数
小时，伤亡官兵300余人，毙
伤日伪军400余人，成功突
围。

尽管鲁苏战区官兵在与
日伪作战中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但是经过数次大规模连
续进攻，损失惨重，疲惫不
堪，处境日益艰难，逐渐陷入
被动，地方武装甚至是正规
部 队 也 纷 纷 垮 台 或 投 敌 。
1943年1月，新编第4师吴化
文部和山东省保安第1师于
怀安部共2万余人投降日军
后，形势更加严峻，已经无力
与日伪军进行大规模作战，
于是蒋介石电令于学忠率部
撤离山东。6月下旬，鲁苏战
区部队分批出发，七八月间
陆续到达阜阳。

至此，除零星部队外，鲁
苏两省国民党军主力全部退
出山东，国民党军委会于1944
年5月下令撤销鲁苏战区。

国民党也曾有过敌后游击战

请讲

苏蕴山
原115师司令部机要科长

1939年
7月
11日 回马家峪。
11日至8月1日，均（在）马家峪休息
未动。
8月
2日 移万家峪，20里。
3日至7日 休息。
8日 移回马家峪。
9日 到新家庄。
10日 到杨谢，12里。
11日至19日 休息。
20日 移蒋沟，打无极道，至24日休
息。
25日 到陈家庄，30里。
26日 到安静，20里。
27日晚 通过汽车路，28日上午到
朱田，80里。
29日 到辛庄，50里。
30日和31日 休息。
9月
1日 到大炉。
2日至21日 均在大炉休息。
22日 移到上村，20里。
23日至10月18日，均在上村休息。
10月
19日 到东涧村。
20日 通过临（沂）枣（庄）汽（车）路
到西哨，90里。
21日 到沙埠，十余里。
22日至24日 休息。
25日 到长新桥，70里。第二次通过
临枣汽路。
26日 回到大炉，40里。见罗（荣桓）
主任。
27日至28日 休息。
29日 到东庄，10里。
30日至11月1日 休息。
11月
2日 移阜阳，20里。
2日至15日 在阜阳休息。
15日晚 通过临枣汽路回到沙埠，
90里，16日到沙埠。
17日 住沙埠。
18日 到胡村。于本日攻开马头镇。
19日 到马头镇。在马头消灭顽固
分子部队一部，缴获武器弹药一宗。
马头是鲁南的商业中心，甚为繁荣。
20日至26日 均在马头休息。在这
几天中常有战事。
27日 晨就准备作战，于8时就发现
敌人，（敌人）于9时就接近马头。（我
部）当即向沙埠移动。即日在沙埠宿
营，走30里。
28日、29日 在沙埠休息。
30日 通过封锁线，到尚岩宿营，60

里。
12月
1日 到了上村。
至7日 均在该地休息。
8日 移高家庄，30里。
9日至22日 均在高家庄休息。
23日 移到阜阳，40里。
28日 因情况，移中村，60里。
30日 移到王家村。
31日 在王家村休息。是日是1939年
的最后一天，大家都忙着过新年，庆
祝1939年的胜利，迎接1940年新任务
的到来。
1940年
1月
1日 在鲁南费县境之王家村休息，
是1940（年）开始的一天。我（们）都

（在）敌人后方轰轰烈烈过着新年。
当天会了餐。我本人仍在司令部机
要科，前梯队司令部是在费北之仲
村过新年。
2日 移大炉休息。
2日至30日 都在大炉休息。于本月
7日前梯队司令部从费北到达了这
里，曾离半月之久，已于7日晚上会
合了，团聚一块，甚兴奋。
本月28日至2月2日四五天，是师召
集党代表大会的几天，我在听了几
天（后）因工作未能完全到会。

（未完待续）

资料来源：北京八路军山东抗
日根据地研究会《齐鲁烽火》杂志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刘帅

如果不是当事人的后人
再三劝说，1943年发生在夏津
苏留庄“大沙河”的那场战斗，
或许真的会成为一段“历史真
空”地带。

正史中，以“22旅将士500
余人全部殉难”为句号，这支
国民党地方抗日武装自此再
无多少记载。现实里，死里逃
生者突破种种顾虑，最终将这
段历史展现出来时，却已经没
有多少人关注。

这是历史的悲剧，还是必
然？现在难以说清，但这样的

“22旅”，在八年抗日战争中肯
定不止一个。

历史终将流逝，他们却值
得被铭记。

大年初一的血战

这是没有多少记载，只能
靠当事人回忆才知晓大概的
一场战斗，尽管它极为惨烈。

4月底温暖的阳光中，夏
津苏留庄镇北郭寨村东的那
片杨树林，向南北蜿蜒而去，
松软的沙地上，稀疏点缀着一
些细草，随风起伏。

“就是这里了。”84岁的夏
津北郭寨村村民郭万龙走向
离路边最近的一棵碗口粗的
杨树，扶稳，站定。72年前的悲
壮一幕，铺展在我们面前。

1943年2月5日，农历大年
初一。那天奇寒，北风呼呼刮
着，12岁的郭万龙正在村东头
的破庙里，看几个大人兴致勃
勃地玩“砸铜钱”（一种游戏）。

突然间，不知哪里“嗖”地
射来一颗子弹，破庙屋檐的瓦
片，应声“啪”地掉落。

这个惊慌失措的少年并
没有在破庙停留太长时间，战
乱时代练就的警觉，让几个大
人迅速反应过来，拉起他就往
村里跑：“打仗了！”紧接着，就
是杂乱的奔跑及打杀声。

整整一个下午，那时还是
一片荒草地的大沙河地里，枪
炮声未曾间断。“没人敢近前
去，只是站在围子墙上往那边
看。”距此几里外的油王庄，另
一位年过八旬的老者回忆。

第二天，再到村口的大沙
河时，郭万龙被眼前的景象惊
呆了：“横七竖八躺了得有上
千个死人。”村里出动了几十
个劳力，挖了十几个大坑，用
了一天多时间，才把人埋完。

覆没中的幸存者

到了这里，我们才知道所
谓大沙河，只是当年一条大河
的故道，是一片沙地而非真正
的河。一如到了这里，我们才
知道，这里发生的那场战斗，
绝不止正史记载的那么简单。

《夏津县志》（1990年济南
人民出版社出版）对这次战斗
只有74字的记载：（1943年）2
月5日，夏津、武城、故城、平
原、恩县、临清、高唐七县日伪
军，将抗日的国民党军22旅包
围在夏津苏留庄西大沙河内，
展开激战。22旅将士500余人
全部殉难。

“死的应该不止500人。”4
月30日，67岁的泰安市民宋英
敏说，22旅的官兵并未在这场
战斗中全部阵亡，至少她的父
亲宋之瑞就幸存了下来。

史载，抗战初期，山东地
区一些未逃走的国民党行政
区专员、县长等地方官吏和部
分爱国人士，以抗日为名，纷
纷拉起地方武装。由于他们各
自为政，不利于抗战，1938年
11月国民党鲁苏战区成立后，
对其进行整编，在行政区、县
所编制了共计35个保安旅的
队伍，保安22旅名列其中，旅
长叫周致中。

按照宋之瑞的口述，1943
年日军纠集附近几个县的兵
力，包围了夏津县管尔庄附近
的一个国民党军独立团，驻扎
在距此不远的22旅得到消息
后马上赶来解围。孰料在必经
之地大沙河附近，陷入了埋伏
在此的日军的包围圈，一场包
围与反包围的战斗随即打响。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身为
通信兵的宋之瑞并未随大部
队前去，而是留在本部，这也
是他能够逃过一劫的主要原
因。事后宋之瑞从幸存战友口
中了解了这场战斗的经过，按
照他的回忆，战至最后，“终因
地势不利，两千多人惨死在日
本装甲兵枪口之下。”

这次战斗中，22旅旅长周
致中及其弟双双殉国，侥幸死
里逃生的几个人，则亲眼目睹
了战斗过后日军的残忍，“（对
战斗中未死的）有的用刺刀活
活挑死，有的用马踩死”，荒凉
的大沙河瞬时血流成河。

还有多少“22旅”

如今已经没人说得清，当
年的22旅在此到底死了多少
人，甚至连22旅究竟来自何
方，也没几个人能说明白。

按照当地史志办一位工
作人员的说法，22旅可能是西
北军齐子修部（后投敌）被打
散的一支队伍，长期在敌后抗
战，最终被日伪军歼灭。

其实在此之前，22旅就曾
遭险情。据史料记载，1940年因
为奸细出卖，国民党22旅曾被
日军数百人包围，不过旅长周
致中在当地向导带领下，利用
有利地形进行反击，最终毙敌
30余人，重伤20余人。是役击毙
了日军十三县顾问中村，22旅
仅阵亡1名连长、4名士兵。

事实上，除了苏留庄镇附
近几个村子上点年纪的老人
外，现在能够确切说出这次战
斗大致经过的，即便在夏津
县，也没有多少人。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能够
入正史流传下来的，多是名将
或大战役，而那些隐藏在不出
名的小战斗中的牺牲者，却往
往被一个“无名烈士”的名头

所概括，随着时间的推移，埋
没在无边的岁月尘埃里。

电影《集结号》中，侥幸死
里逃生的九连连长谷子地，忍
辱负重历时十年，才最终为牺
牲的47名战友正名。但现实
里，这样的“谷子地”太少太少
了，尤其涉及国民党军。

事实上，即便22旅的幸存
者宋之瑞，原本也没打算将这
场惨烈战斗说出来，“因为在他
看来，这只是发生在国民党一
个地方游击队身上的事情。”其
女宋英敏解释，她此前对父亲
部队的这段经历只知道大概，
经过多次劝说，才得以从父亲
嘴里知悉整个战斗过程。

在题为“鲜为人知的一场
抗战始末”的回忆文章中，宋
之瑞将他公布这段经历的原
因归结为“以正视听”，但是现
在就连那段历史都行将远去，
谁又能为22旅“正名”？

“几年前父亲临走时，还
一直惦记着当年大沙河的周
旅长，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后
人，现在他们过得怎么样？”宋
英敏无限感慨地说。

在大沙河，北郭寨村郭万龙老人模仿当时他看到的死去士
兵的托枪姿势。 本报记者 刘帅 摄

当年国民党22旅被消灭的“大沙河”，如今种满了杨树。
本报记者 刘志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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