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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大战激战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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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 共卫山河

台儿庄大战期间人民群众奋起抵抗日军的侵略暴行台儿庄大战期间人民群众奋起抵抗日军的侵略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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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战期间日军的侵略暴行

台儿庄大战爆发后，日军铁蹄所至，奸淫烧杀
抢掠，无所不为，百姓惨遭蹂躏，苦不堪言。3月
14 日拂晓，日军步骑兵约万余人，附大炮 20 门，
坦克20辆，在20余架飞机配合下，向中国军队滕
县外围阵地展开全面攻击。激战竟日，界河东西线
的正面主阵地岿然不动。15日下午5时许，日军避
开正面阵地，绕道直取滕县城。

滕县城内居民闻讯，扶老携幼纷纷离家逃难。
是日傍晚，逃往城东小吉山和孤山一带的难民，在河
湾处与日军搜索部队遭遇，避难人群顿时慌乱，日军
当即向避难人群扫射，有 72 人被当场打死，他们的
鲜血染红了河水。躲在河对岸菜园屋子里的 22 名
难民，除2人负伤外，其余亦全部惨死在日军的枪弹
之下。3 月 16 日清晨 6 时，日军在城东程堂村炮击
滕县城。这一天，东关、城中和车站附近，共落炮弹
万余发。17日，日军的炮火更加猛烈，除用数十门山
炮、野炮轰击外，还有20余架飞机狂轰滥炸。整个
县城火光四起，硝烟滚滚。据守在东门的川军全部
牺牲。日军闯进东城门后，挨家搜索，见妇女先奸后
杀，见男人或当场刀劈或捆绑起来集体枪杀。仅在
郑家林、马神庙两地，即枪杀群众42人。东关大街、
沙窝街和善国门街的 1400 户人家，被烧毁房屋
4700 多间。在北大街和沙窝街遇难的有 82 人。3
月18日，日军还对藏在东门里外一些商号地洞里的
平民进行大屠杀。仅德源号、德聚泉酒坊、油坊和恒
盛公染坊的地洞里，就有110人遇难。短短的三日
三夜，日军在滕县城就杀害平民百姓2259人，奸污
妇女 224 人，烧毁房屋 60467 间。原本飞檐斗拱的
古建筑滕县城四门在日军炮火下只剩下断壁残垣，
满目疮痍。侵华日军继3月17日占领滕县、临城后，
于18日占领枣庄，20日占领峄县。

枣庄是一座有数百年采煤历史的煤城，枣庄中
兴煤矿公司是我国较大的一家民族企业，与开滦、
抚顺并称全国三大煤矿。抗战前日本的东京瓦斯会
社、八幡制铁株式会社等企业主要使用枣庄煤炭。
日军占领枣庄煤矿后，开始了对煤矿工人的法西斯
统治和对煤炭资源的疯狂掠夺。起初，对中兴公司
实行军事管理，后交三井株式会社代为经营，改称
中兴炭矿营业所，1943 年又改为中兴炭矿股份有
限公司，名为日伪合营，实权仍操日人之手。矿上
驻扎300多名日军和千余名矿警，用屠杀、监禁、
拷打等法西斯手段来摧残工人。1942 年从开封抓
来的4000余名矿工，至日军战败投降时，已所剩
无几，多被摧残致死。在生产上，采用掠夺性开
采，连护巷煤柱、井筒保护煤柱也不放过，造成北
大井井筒变形，泵房斑裂，东大井南马道运输大巷
低陷。在日军占领的7年半内，共掠夺煤炭1333万
吨，除炼焦自用和当地销售的 97 万吨外，大部分
经连云港运往日本，或运至东北鞍山昭和制铁所，
供冶炼之用，制造枪炮再来屠杀中国人民。

日军占领枣庄一带之后，大批兵力继续向南进
犯，一部分兵力则四处烧杀抢掠，以显示其武士道
之淫威。

3月19日下午，日军矶谷部队一部向永安方向
进攻，在薄板泉和放马场遭到中国军队的反击，在
这一带避难的一万多名老百姓便潮水般涌向锅齐山
南的老和尚寺村。这是一个山村、群山环抱，在山
上蛰伏一天的逃难百姓，惊魂稍定，便把这里当作
了暂时的安身之所，有的提水做饭，有的拿出带来
的干粮充饥，有的忙着喂牲口。随着夜幕的降临，
喧闹的人群渐渐安静下来。第二天早晨，日军两架
飞机幽灵似地从北方飞来，在老和尚寺村上空盘旋
了一圈，便怪叫着俯冲下来。惊恐的百姓还没弄清
怎么回事，数枚重磅炸弹便在密集的人群中炸响，
安静的山村顿时像炸了营一样：呼儿唤女、哭爹喊
娘，凄惨叫声遍及四野。突然，两架日军飞机又从
东边俯冲下来，数声霹雳压倒了星散人群的哭喊
声。喧闹的山村寂静下来，累累弹坑的周围，横七
竖八地躺着1000多具无辜百姓的尸体，有的缺胳

膊少腿，有的血肉模糊，有的身首异处，有的尸碎
如泥；血泊中已分不出是谁的胳膊和大腿，树枝上
挂满了块块血肉和缕缕头发；一个吃奶的婴儿头颅
不知飞向哪里，可双手仍紧紧搂住已经“肝肠寸
断”的母亲；一位耄耋老人嘴里叼着的烟袋还在冒
着青烟，可人已不知魂归何处。此情此景，岂能用

“惨不忍睹”四字形容！
3 月 20 日，部分日军窜至枣庄以东的郭里集

村，进村后把囚困在西街酒店里的 18 人全部用刺
刀杀死。当时仅有200多名村民的郭里集东街，这
天被杀害的有 38 人，其中妇女 10 人，儿童 3 人，
80%的住户有人被杀。

深夜，郭里集东南方向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在
台儿庄大战中，一支中国军队从龙山、牛角一线向
占据郭里集的日军发起攻击，参与攻击的中国军队
仅有一个连的兵力，又与后续部队失去联系，在枣
庄和郭里集两股日军的夹击之下，这一连士兵大都
在郭里集东南方向的沟崖上殉国。

这次战斗以后，日军又在郭里集附近的村庄疯
狂屠杀村民。仅三里店村就有四五十人被害。嗜杀
成性的日军甚至把被他们强制抓来服过劳役的民夫
也挖掉眼睛后推到井里。仅从余粮店内的两口井
里，就打捞出十八九具尸体。郭里集附近七八个村
庄，村村都有被日本侵略军杀害的同胞。

日军在郭里集住了约两个月，他们只要发现中
国人就开枪射杀。这期间，郭里集及附近几个村庄
的居民，先后被日军杀害了500余人。

3 月 20 日，40 名日军在纪官庄被中国军队聚
歼。23日早晨8时，一队日军从黄庄出动，突然包
围了纪官庄，对手无寸铁的村民施行了惨无人道的
报复行动。他们手持火把，见屋就烧，见人就杀，
远的用枪打，近的用刺刀穿。这一天全村有30 人
惨遭杀害，200余间房屋被烧。全村只有三间房子
因离村较远而幸免。村内各种衣物、粮食、农具全
部化为灰烬，牛、驴、猪、羊一个无存，只有遍地
的死尸在诉说着侵略者的暴行。直到十几天后，幸
存的村民才回去草草掩埋了遇难的亲邻。由于衣食
无着，不得不背井离乡，亡命天涯。

3 月 3 日下午，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将近
100 名日军闯进了位于枣庄市薛城区东部的西邹
坞，直到第三天才离去。两天内日军在西邹坞杀死
村民83人，焚烧了村里的大部分房屋。

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3月至5月，日军在枣庄杀
害无辜百姓近万人，烧毁房屋两万余间，造成数万名
群众流离失所，本地区的文物古迹几乎被破坏殆尽。

侵略者的刺刀不仅没有吓倒素有反抗精神的枣
庄地区人民，反而更加激起了他们的无比仇恨。

“团结起来，拿起武器，将侵略者赶出家门！”这是
数十万当地群众发出的怒吼。在国民党地方政府垮
台之后，中国共产党枣庄地方组织毅然担当起团结
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奋起抵抗外侵、挽救民族危难
的历史重任，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
持敌后抗战，直至取得胜利。

二、人民群众的支前参战

日军的侵略暴行，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无比仇
恨，在台儿庄大战期间，人民群众踊跃支前，有的
自发参战，给予中国军队以有力的支援，对于夺取
大战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第五战区成立后，李宗仁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发布了坚持抗战，铲除汉
奸，成立各级抗日救国总动员委员会，允许民众有言
论、集会、结社自由等主要内容的《约法七章》，极大
地促进了徐州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
展。11月底，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成立，
李宗仁兼任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组织、宣传、战勤
三个部，第五战区所属各县的头面人物和知名人士
为动委会委员，邀请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
子化为委员，中共铜山工委书记郭影秋担任动委会
总干事，负责组织部的日常工作。组织部是动委会
的权力机构，战区各省的群众抗日团体组织都要在

组织部登记，掌握了组织部就等于掌握了在各省组
织抗日武装和群众团体的主动权。中共苏鲁豫皖边
区特委以组织部的名义向第五战区所属各县派出了
大批干部担任动委会指导员。根据动委会的条例，
动委会主任一般都由各县的县长担任，而中共党组
织派出的干部大都担任指导员或副主任。在安徽动
委会，由老同盟会员苏蕴山担任主任委员，中共安徽
省委委员张劲夫任总干事。第五战区抗日总动委会
成立后，各地的群众工作搞得轰轰烈烈，迅速组建了
各种抗日团体和组织。1938年2月，云集徐州的青
年学生和当地青年，在动委会的支持下，成立了第五
战区青年抗日救国团。特委下辖的各县也纷纷成立
青年抗日救国团，以此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武装。之
后，第五战区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妇女抗日救国联
合会等群众组织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到
1938年初，第五战区总动委会建立的各种抗日团体
和组织已经发展到近百个，参加群众达36万人。仅
枣庄、贾汪和烈山三个煤矿的职工抗日联合会就有
会员十几万人。1937 年 12 月 28 日，鲁南中心县委
在枣庄召开了 2 万余人参加的抗日救国动员大会，
号召人民群众国难当头要团结起来，拿起武器，与日
本法西斯战斗到底。对发动和组织群众抗日，激发
群众的抗日热情，坚定群众抗日的胜利信心起了重
要作用，为台儿庄大战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这时，全国各地的抗日团体也纷纷来到徐州，宣
传抗日救国，激发和教育群众拿起武器组织武装，与
日军战斗。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移动剧团、
平津爱国联合会等组织机构，都相继来到徐州，走向
街头，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凡是路经徐州的中
国军队官兵目睹此景都为之感动。一位记者目睹徐
州抗日宣传情况，这样写到“恰逢四个补充营开赴前
线，徐州各界均派人赶往火车站欢送，新入伍的战士
一个个年轻力壮精神抖擞，唱着前进曲，在一片军乐
声中兴奋地踏上出征的列车，车上车下口号声震天，
整个车站附近好似成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战场。”

第五战区还举办了各种抗日训练班。1937 年
冬，平、津、沪、鲁、苏、皖、豫等省的青年学
生，云集徐州，积极参加抗日活动。郭子化向李宗
仁建议，把这些学生组织起来，举办抗日训练班。
李宗仁接受了建议，从1937年11月12日开始，招
募青年300多名，举办了第一期训练班。广西省教
育厅长、进步爱国人士雷宾南任教育长。中共党组
织派郭影秋、陈筹、匡亚明、佟子实等共产党员担
任教员。训练内容有军事知识、政治形势、战场救
护等。第一期培训了3个月。学生毕业后，分配到
各县开展抗日工作，这些人员后来都成了抗日武装
的骨干力量。随着形势的发展，云集徐州的学生越
来越多，第二期招募学员5000多名。随改名为第
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下分政治大队、军事大队、
女子大队和文艺大队等。李宗仁出任军团主任，臧
克家、匡亚明、张伯川、佟子实等一批共产党员和
进步人士出任政治、军事教官。李宗仁曾经自豪地
说：蒋介石有中央干部训练团，我有青年军团。该
团培训了一大批抗日骨干，在徐州、鲁南地区，发
动抗日宣传，支援台儿庄大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台儿庄大战期间，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指示战
区所属各区县党组织，要发动群众踊跃支前。有的县
组织宣传队到前线演唱、演说，鼓舞官兵士气。有的
县组织担架队、卫生队，冒着枪林弹雨，上前线抢救伤
病员，进行战场救护。有的还组织破袭队、游击队，破
坏桥梁、扒毁铁路公路，阻击日军。有的人自发地给
部队作向导，送情报。部队每到一地，都受到当地群
众热烈欢迎，杀猪宰羊犒赏官兵，慰劳部队。

江苏各界还组织了宣传慰劳文艺演出队，由郭
影秋率领到台儿庄前线演出节目，激励前线将士奋
勇杀敌。沛县县委组织了500多人的支援前线队，
为部队侦察敌情，报告情况，传送情报，并组织上
千人破坏津浦铁路，迟滞了日军的军事行动。邳县
还组织小车运输队，冒着危险昼夜不停地为军队运
送弹药和粮食，保证了参加战斗部队的军需供应。

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宣传队、卫生队随

川军来到枣庄、滕县之后，该团的中共党员李浩然
与当地党组织接上关系，枣庄党组织立即派中兴中
学的青年学生加入该宣传队，在枣庄、峄县、台儿
庄等地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受到人民群众的
好评。后来党组织成立抗日队伍，宣传队的队员们
都参加了抗日队伍。在滕县保卫战和台儿庄大战期
间，服务团还分成宣传、爆炸、谍察三个小组，为
前线将士服务，配合主力打击日军，并破获了日军
汉奸制造的南沙河纵火案和姚村井投毒案，起到了
稳定人心的作用。枣庄矿工还组织了三个爆破队，
承担破坏台儿庄至潍县，枣庄至临城的铁路、公
路，几天之内，就把道路破坏得七零八落，大大迟
滞了日军的行动。台儿庄大战期间，郭子化给铁路
工会总动员委员会提出了“一切为了抗战，一切为了
适应抗战的需要。”并给铁路工人提出“不为敌人开
车，不为敌人修路，破坏敌人运输”的任务。并动员
技术工人（煤矿、铁路）到大后方去。台儿庄战斗紧
张之际，李宗仁要郭子化给予帮助，让他动员工人把
津浦、陇海铁路全部破坏炸毁。总工会动委会很快
动员了数千名工人，在短短的几天内就把铁路路基
扒掉。其中滕县至枣庄、台儿庄至赵墩的铁路扒得
最彻底，使日军在较长的一段时间无法通车。

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跋山涉水不远万里，来到
台儿庄前线。她们和男子一样出入火线抢救伤员，
宣传反特、反奸，并负责收容工作。她们回忆说：

“我们初次尝到战争的滋味，枪炮炸弹声震耳欲
聋，心脏激烈地跳动，但并不害怕，而勇气十足，
置生死于度外，只要枪炮声一停，马上就跑出去抢
救伤员，送水送饭到战壕里。当我们从台儿庄撤下
来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提着茶水、鸡蛋、大枣等
食物硬往我们手里塞。我们永远忘记不了徐州、台
儿庄的父老乡亲们。”

以上支前行动都是第五战区群众团体和中共党
组织组织发动的。在滕县保卫战期间，有三位老人
组织了滕县、枣庄的铁匠们连夜用道轨打造了200
多把大刀，及时送给川军。滕县会武术的老人郭宽
带领 30 多名弟子，直接参加了保卫县城的战斗。
滕县失守后，当地老百姓把没有来得及撤走的伤病
员隐蔽起来，精心照料，待他们伤痊愈后，又送他
们归队。在临沂战斗中，一位老太太乘日军强迫她
出村买鸡蛋的机会，告诉第五十九军村内日军弹药
库的位置，使中国守军及时摧毁了日军的弹药库。
在郭里集，有一次三个日军下乡侦察，被一位卖菜
的农民打死一个，吓跑两个。峄东的一次战斗中，
机枪手全部牺牲，重机关枪也被日军夺走。这时一
位农民向导奋不顾身地冲了过去，把那挺机关枪硬
夺了回来。军民关系变得如此融洽，对国民党军队
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李宗仁就民众问题与黄炎培晤谈时说：“他在
第五战区通令各地动员委员会，赶紧着手组织民众
参加抗战，结果其他战区的老百姓那种仓惶失措、
忙于逃命的状况不复见第五战区。”“在第五战区的
老百姓一个个挺起胸膛，提起标枪，赴疆场去杀
敌。”在谈到民众支援时，作为战区指挥官的李宗
仁深有感触地说：“淮南、鲁南各地民众的力量完
全和军队配合起来了，在战场上抢救伤员的是民
众，当反间谍的是民众，帮助军队运输炮弹、粮食
的也是民众。这些民众完全是赤诚地表现他们的爱
国热情，充分地担任起救亡的责任来了。”第一二
二师一位副师长对记者说：“进滕县时，老百姓杀
猪宰羊地欢迎我们。光是猪就送来100多头，大白
菜10000多斤，鞋、袜、皮帽样样送到。我们每到
一处，老百姓就把路上的积雪打扫得干干净净，迎
接我们进城。”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对记者说：

“有一位老妇人曾经多次冒险经过枪林弹雨到前
线，把关于日军方面的消息告诉我们，后来被日军
发现，这位老妇人为国捐躯了。”像这样的动人事
迹屡屡出现在台儿庄战场上，参加战斗的爱国将士
们都认为，要不是当地老百姓自动地救护伤员，那
么多的伤亡，也许抬不下来。由此可见，台儿庄大
捷与人民群众的全力支前是密不可分的。

人民群众运送伤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