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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重修后的火车站
钟楼指针，定格在 12 时 20 分。
这是日军轰炸这座津浦线小站
的时间，也是台儿庄保卫战打
响的时间：1938年3月16日12
时20分。

南京陷落，武汉成为战时
中国的中心。日军预谋南北夹
击打通津浦线，进而合兵进攻
武 汉 。 战 略 要 地 徐 州 首 当 其
冲，日军第 5、第 10 两个精锐
师团兵分两路扑来，准备在台
儿庄会师后南下。

台儿庄，成为风暴中心。
朱德电令八路军3个主力师：为
策应第五战区作战，除在晋积
极作战外，派出得力支队从南
北两个方向攻击日军。

从济南一路向南狂飙的日
军 ， 为 装 备 了 70 余 台 坦 克 、
100 多门重炮的第 10 师团，师
团长矶谷廉介曾担任过驻华武
官。但这个所谓的“中国通”
未曾料到，在运河边上的这座
小城，他将会遭遇“滑铁卢”。

战幕，首先在台儿庄以北
约 80 公里的滕县拉开。与台儿
庄一样，滕县同样是运河边上
的小城。30 多架飞机呼啸着掩
护，日军第 10 师团濑谷支队步
兵、骑兵7000余人向滕县发起
进攻。

滕县城内，鲜血浸透。最
后时刻，第 41 军第 122 师师长
王铭章率领残缺不全的警卫连
发起冲锋，一个排的战士全部
阵亡。就在即将被日军包围的
时候，腹部重伤的王铭章用尽
最 后 一 丝 力 气 喊 出 “ 城 存 与
存，城亡与亡”，壮烈殉国。城
内的300名伤员集体引爆手榴弹
……

毛泽东同志为王铭章题词
致哀：“奋战守孤城，视死如
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
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
争光。”

台儿庄以东，临沂阻击战
战场，中国军队给了日本第5师团沉重一击。张自忠指挥
第59军夜渡沂水，直插敌阵，毙伤日军2000余人，死死
拖住了这支号称“钢军”的日军。

此时的台儿庄古城，已然成人间修罗场。日军凭借
空中优势和炮火优势攻入城内。第 31 师师长池峰城下
令：炸毁运河浮桥，切断退路，背水一战。

今天的台儿庄古城，还保留着一面弹痕累累的墙
壁。每一个弹坑，仿佛都在诉说那场血战的惨烈——

阵地一次次夺回，又一次次失去。当池峰城又一次
组织敢死队，许诺赏每人30块大洋时，满身是血的敢死
队员高呼：“要钱干什么？我们打仗是为了不让子孙后代
作日本人的奴隶，是要争取民族的生存！”

无墙不饮弹，无土不沃血。台儿庄之战，歼敌1.1万
余人，缴获大炮 70 余门、坦克 40 余台、装甲车 70 余
辆。战后的台儿庄，街上的手榴弹木柄碎片3寸多厚，日
军的钢盔在运河河道中堆积成丘……

1938年5月23日，一个身上挂满手榴弹的中国士兵
的照片，出现在美国《生活》杂志上。这是著名战地记
者罗伯特·卡帕拍摄于台儿庄的照片。配文写道：“历史
上作为转折点的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滑铁卢、葛底斯
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台儿庄。”

周恩来同志评价：“台儿庄战役虽然在一个地方，它的
意义却在影响战斗全局，影响敌人，影响全国，影响世界。”

本文转自《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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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这一张张台儿庄大战的老照片，就如同打开了一部厚重而悲壮的历史书卷，将我们带回到1938年那段战火纷飞、硝烟弥漫
的岁月。

如今，80多年过去了，台儿庄战场的硝烟早已散尽，但这些老照片却永远记录着那段历史。他们时刻提醒着我们，民族耻辱不
能忘，忧患意识不能丢。我们要铭记先辈们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不畏强敌、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高举爱国
主义旗帜，发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让这些老照片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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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驻城内的中国军队正在构筑防御工事

台儿庄外中国军队重机关枪阵地

台儿庄巷战中的中国军队

战斗间隙，中国军队士兵在城内巡视

中国军队炮兵队

台儿庄城内受训的士兵

战地服务团女兵体验集束手榴弹战地服务团女兵体验集束手榴弹

中国军队进入台儿庄城内中国军队进入台儿庄城内

驻军台儿庄城内的中国哨兵驻军台儿庄城内的中国哨兵

准备投入战斗的士兵准备投入战斗的士兵

在台儿庄城内集训的中国军队

台儿庄大战遗址公园弹孔墙

屡建奇功的中国军队战防炮队

镇守城池的士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