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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朗镇人民政府 协办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和日本侵略军在
山东南部台儿庄（今属枣庄市）地区进行的一
次会战。 日本侵略军 1937 年 12 月 13 日和
27 日相继占领南京、济南后，为了迅速实现
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决定以
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
击徐州。台儿庄是徐州的门户，它位于徐州东
北 30公里的大运河北岸，临城至赵墩的铁路
支线上，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扼守运河
的咽喉， 是日军夹击徐州的首争之地。 1938
年 3月 23 日，日军濑谷支队主力沿台枣支线
向台儿庄阵地突进。此时，第五战区为确保台
儿庄阵地，以拱卫徐州，进行了部署调整。 24
日，日军濑谷支队向台儿庄发起进攻，与中国
守军第 2集团军第 31师展开激战。日军一部
突入东北角，被守军击退。 27日，濑谷支队主
力一部突入北门， 第 31 师与敌展开拉锯战，
守军伤亡甚重。 28 日，突入台儿庄的日军被
第 31 师围攻，敌方损失甚重。 29 日，日军第
十师团长命濑谷支队迅速击败台儿庄附近守

军，同日，在徐州督战的蒋介石也下达了死守
台儿庄的命令，命令说“如果失守，不特全体
官兵应加重惩，即李长官、白副参谋总长、林
次长亦有处分”。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遂令第
2 集团军死守台儿庄阵地， 并再次严令庞炳
勋部南下，协助第 2 集团军解决台儿庄之敌。
至 31日，中国军队将进入台儿庄之敌完全包
围。 4月 3日，中国军队向日本侵略军发起攻
击。 日军拚力争夺，占领了市街大部。 中国军
队一次又一次反击，展开街垒战，夺回被日军
占领的市街。 双方陷于苦战。 6日晚，中国军
队全线攻击，围歼被围之濑谷支队。战至 7日
凌晨， 除一部日军突围至峰县附近固守待援
外，被围之敌大部被歼。台儿庄战役在历时半
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参
战部队 4.6 万人，伤亡失踪 7500 人。 在中国
军队的英勇抗击下，共歼日军 1万余人。此次
战役是继平型关大捷之后全国抗战的又一重
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鼓
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斗志。

1944年7月初，在郑秀的陪同下，我
率领10多名包括总理故乡纪念中学、培
正、中德、镜湖护士学校、濠江、行易等校
学生，第一次进入中山三乡。适逢敌伪对
五桂山根据地远道奔袭，我们分散在民
居住了几天。7月7日傍晚登山，由于“山
鬼”与部队接头未周，部队从望远镜中
误以为我们这10多位同学是敌伪的密侦
特务，从山上四面八方向我们开枪扫射。
我们匍匐在树林的地上差不多半小时。
最后郑秀终于照会部队，解除了一场
“乌龙”。我们队前来迎接的指战员开玩
笑说：“这个见面礼太隆重了，使我们这
一批刚接触游击区实际生活的学生哥虚
惊一场！”
我们第一站到达槟榔山，南番中顺

游击区指挥部驻扎在这里，代号“山海
关”。翌日，再行军抵大寮崧埔，是中山
人民抗日义勇大队队部所在地，代号
“伶仃洋”。

抵达当天，欧初、杨子江等部队领导
接见我们。从欧初口中获悉黄芝在反击
敌伪扫荡时，光荣负伤，被子弹打断了右
手，已转移到平原医治。晚上举行联欢
会，庆祝“七七”抗战7周年。欧初在会上
讲了国际国内形势，谈及粉碎敌伪远道
奔袭所取得的成果，并对澳门青年学生
前来，表示热烈欢迎。

敬礼抗战老兵

中山抗战遗址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司令部旧
址位于五桂山南桥村槟榔山 8号。

房屋主人是旅秘鲁华侨，常年外出谋生，
家里只剩下妻子谢顺意和婆婆两人。 1943年
7 月，南（海）番（禺）中（山）顺（德）游击区指
挥部从禺南迁来此地。 指挥部指挥林锵云就
常住在此处。 1944年 10月 1日，广东省临委
和东江军政委员会在这里召开了有珠江地区
指挥部、粤中、西江、珠江特委领导参加的干
部会议， 内部宣布成立珠江纵队和领导成员
名单。 12月，在这里筹备成立珠江纵队。 1945
年 1月 15 日，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
公开宣布成立， 并以此作为司令部的办公地
点和举行各种会议。 1945 年 5 月，该房子被
日、伪军放火烧毁，仅剩一个厨房，后在原址

上重建现有的建筑。
该旧址为硬山式顶，前进为砖木结构，两

边有偏殿，天井两边有廊。后进为台梁式木架
构。 两进三间布局，面积 120平方米。

中国抗战经典战役

“纽约桥”———通往抗战之路
———原《澳门日报》社长李成俊回忆青训班的难忘生活

1944年3月， 中山人民抗
日义勇大队派郑秀到澳门。 郑
秀带着我初中老同学黄邑桓
（黄芝） 的介绍信和我会面。我
才知道断了几年音讯的黄芝
在中山敌后五桂山区，从事抗
日武装斗争。

当时澳门正处于“乌云压
城城欲摧”的环境下。 日本特
务机关头子黄公杰成为统治
者的太上皇，一切抗日活动被
迫偃旗息鼓。 我同郑秀取得了
联系，有如在黑暗的隧道中看
到了一线亮光 。 这时快到暑
假，按照郑秀的部署，团结青
年学生，发动和组织青年学生
到中山敌后抗日游击队，扩大
解放区，缩小敌占区，争取抗
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纽约桥”先后开办过3届，第一届历时
30天。结业后，学员大都参加文艺宣传队组
织的“流星队”，部分学员到部队当文化教
员，也有部分学员到平原以经商、教学为职
业，做群众工作，个别重新回到澳门，担任部
队的对外宣传和联络工作。
1945年珠江纵队宣告成立，义勇大队改

编为珠纵第一支队，部队迅猛发展。5月，敌
伪出动逾万人对五桂山根据地进行铁壁合
围。主力部队突围后从崖口坐渔船到东江。
我于6月18日与郑秀冒着风雨追赶主力部
队，结果迷失了方向；后来在汕尾登陆，再步

行了10多天，才抵达宝安县燕川找到珠纵第
一支队报到。
7月初，一支队政委梁奇达召开小队级

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七大”（中共中央“七
大”）报告精神，历时3天。中旬，一支队一个
中队在东纵宝安大队配合下，强袭沙井伪军
据点。激战数日，发起3次冲锋，攻克沙井，歼
灭伪军一部，缴获大批粮食、生猪等，我军也
有伤亡。晚饭加菜，人人都有沙井耗油捞饭。
部队每席都多了一个空的碗筷，这是战士们
为悼念此役光荣牺牲的同志而设的，当时我
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

就在7月底，我借调到东江纵队路西
（广九铁路以西） 督导处的机关报《新大众
报》任采编工作。到任不久，报社负责人徐
日青由于亲赴香港购买白报纸和印刷品，
越过铁路线时，被鬼子的军犬发觉，遭机枪
扫射，壮烈殉国。这是敌后新闻战线一个无
法弥补的损失。当年越过铁路线，一定要轻
装急行，双脚不能踏上铁路轨。因为日军晚
上在铁轨上放生电并与警钟连线。一旦碰
触铁轨，碉堡上的探射灯就大亮，机枪横
扫。且常有军犬出没，每次过铁路完全依赖
尖兵事先做好侦察。

我们一行10多人都安排参加青训班学
习。这是第一届青训班，加上当地青年学生
总人数20多人，代号“纽约桥”。欧初当班主
任、黄云为指导员，讲师有杨子江、吴孓仁、
张彬、郑潮秀等，分别主讲部队史、抗战形
势、青年问题、中共现代近代革命运动史。上
午讲课，下午小组讨论，每周有两三个晚上
分配到平原进行武装宣传活动，生活紧张热
烈。小休时大家都高唱抗日歌曲，抗日救亡
情绪高涨。
日本鬼子重兵驻扎石岐，各乡、镇主要

是靠伪军把守。他们白天耀武扬威，张牙舞

爪；晚间则像乌龟缩壳，不敢出动。这就给我
们有了可乘之机，能够经常到敌占区去宣
传。每逢出动前，部队首先充分了解情报，布
置一个中队兵力掩护。我们就是在敌人的刺
刀下，进入敌占区乡村的晒谷场或祠堂前广
场，亮起煤油灯，敲锣打鼓，教群众唱抗日歌
曲，讲《水浒》林冲逼上梁山之类的故事，演
《放下你的鞭子》《烙痕》《重逢》等抗战短
剧，其中也穿插一些临时创作的活报剧，大
都结合部队胜利出击和抗敌锄奸的故事，号
召群众参军，缴交公粮，积极支持真正为人
民的抗日队伍。演员虽然服装简朴，但一般

都有化妆。由于演员感情投入，所以前来观
看的群众很多。演出后，散发部队的油印报
刊、传单，有时张贴抗日标语，或在墙上写抗
日口号。
“纽约桥”学员受到了部队特别照顾。

尽管部队生活困难，但“纽约桥”学员没有
吃过稀粥。住宿虽然流动，但多在民居、碉楼
或祠堂居住。记得当年石门九堡有一座空置
的天主教堂，学员也居住过。有一个学期，曾
转移到四区东属边一间侨房上课，由打进伪
组织内部担任乡长的干部做掩护。实践证
明，越接近敌人的据点，往往越安全。

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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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李成俊（1926— ），又名

李加，广东新会人，出生于澳
门，早年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1944年率领10多位同学到中
山敌后游击区， 参加中山人
民抗日义勇大队 ；1945年 6
月，随主力部队转移东江，任
路西（广九铁路以西 ） 督导
处政权机关报《新大众报》采
编。抗战胜利后重返澳门，先
后担任香港《文汇报》澳门办
事处主任，星光书店、中国文
教用品公司经理。 1958年筹
办《澳门日报》，历任经理兼
第一副总编辑、 总编辑、社
长、董事长，逐步将该报办成
澳门第一大报。 曾任广东省
第七届人大代表，全国第八、
九届政协委员， 第九届全国
人大代表， 是澳门基本法起
草委员会委员， 澳门特区筹
委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澳门基本法委员会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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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结业后奔赴不同的抗日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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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守
军在台儿庄
外围阻击进
犯的日军。

中山英雄谱

杨日韶
杨日 韶 （1918—1942），

翠亨村人。 他就读县立乡村师
范乡村班时 ， 受进步思想影
响，积极投身革命事业。 1938
年上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年
底，中共中山县委在九区建立
了一支梁伯雄大队，该大队公
开名义是国民党地方团体，实
质上是我党掌握的抗日武装。
为加强对这支抗日武装的领
导 ， 党组织调杨日韶任党代
表，对外称大队副官 、副大队
长。 1940 年 6 月兼任中山游
击中队中队长。

1942 年春，日军从佛山、
江门等地调集 2000 多兵力 ，
纠合伪军 2000 多人， 向中山
三九区（即古镇 、小榄至三角
一带 ）进行 “梳篦式 ”的 “扫
荡”， 妄图消灭三九区的抗日
力量，迫使国民党地方实力派
第七战区挺进三纵队投降，扶
植伪军势力，达到长期占领这
个“大粮仓 ”和以战养战的目
的。 驻在九区的国民党地方团
队闻风丧胆，早已逃到鹤山一
带。 伪军李朗鸡部乘机向中山
扩张势力，派何国光一个营的
兵力进驻阜墟，致使九区的抗
战形势急转直下。 中心县委为
挽回中山的抗日形势，决定趁
敌人立足未稳夜袭阜墟。 5 月
下旬，谢立全等率中山抗日游
击队主力 70 多人、 二区部队
30 人从五桂山出发， 经牛角
到达阜墟，与在九区坚持抗日
斗争的杨日韶部队会合，攻打
何国光部。 杨日韶在战斗中壮
烈牺牲。

“纽约桥”遗址，今长江水库内。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司令部旧址

台儿庄战役

（本文整理自李成俊《“纽约桥”青训班片段回忆》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