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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危害不大，但是待平射炮轰炸之
后，四行仓库的墙壁上出现了很多

“枪眼”，守军既可以向外射击，又能
向下扔手榴弹，打得日军狼狈不堪。

谢晋元的战术十分奏效。在短
短的几天时间内，日军接连向四行
仓库发动七次进攻，但均无功而
返。

无奈之下，日军只得夜袭。即便
如此，日本人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谢晋元命令守军晚上不得开灯，以
避免暴露。若发现日军发动夜袭，要
用信号弹进行射击，一旦发现目标，
轻重机枪、手榴弹便一起上。后来谢
晋元还把仓库里面的棉花翻了出
来，搓成了捻子，浸上煤油，点着之
后往地面一扔，即便日军能侥幸逃
过子弹，也会被火烧死。

就在谢晋元和日军鏖战时，苏
州河对岸的公共租界内，无数双眼
睛也在关注着这场战争。他们看
到，一个中国士兵浑身裹满手榴
弹，突然从仓库顶上一跃而下，跳
入日军之中，轰然一声，与敌人同
归于尽。

目睹这场战役的，不仅有洋
人，还有许多来公共租界避难的中
国老百姓，看着中国军队的英武，
大家不由得热泪盈眶。

10月28日夜，一名叫杨慧敏的
女童子军，冒险进入了四行仓库，
把一面浸透着汗水的国旗送到了
谢晋元面前。谢晋元的眼眶湿润
了，守护国家尊严、维护民族独立，
是支撑他和战士们战斗的动力。

四行仓库没有旗杆，谢晋元让
人找来了两根竹竿。没有华丽的奏
乐，没有隆重的仪式，只有日军的
嚎叫，还有不时射来的冷枪。此时
东方已现鱼肚白，在曙光微茫中，
谢晋元和“八百壮士”庄重地举起
了手，向国旗敬礼。

猛虎被缚永不低头

10月30日，“八百壮士”守卫四
行仓库的第四天，日军派人来到了
租界工部局，声称要调集重炮和重
机枪，对四行仓库发动一次总攻。

之所以要发布这个通牒，是因
为在连续几天的仓库争夺战中，日
军可谓吃尽了苦头。光仓库周围被
打死的日军就有两百多，而“八百
壮士”只有三十多人伤亡。时间一
长，日本人受不了了，发通牒就是
告诉西洋人，他们要硬来了，不管
什么国际法了。

工部局接到通牒之后，自然非
常害怕。要知道，四行仓库通往公
共租界的路上，有个巨大的煤气
桶，要是日军不顾一切乱打一气，
万一打到这个煤气桶上，引起了爆
炸，整个上海就有可能遭殃。

于是，各国使节都拿着照会前
来说情，要求中国政府尽快安排四
行仓库的守军撤离。而这正是蒋介
石的目的，现在全世界基本上都知
道上海有个四行仓库了，也没有必
要让谢晋元死守了。

不过，谢晋元却拒绝了撤离。
他才打了四天，弹药消耗不过十分
之一，吃的喝的足以支撑三年，更
为关键的是，“八百壮士”都有杀敌
报国的决心，此时不和日本人决一
死战，更待何时？他明确告诉上司，
不会为了保命而逃去租界，要和日
本人战斗到底。

眼见日军发起总攻的时间即
将到来，负责联络的宋子文再次找
到谢晋元，称他是个军人，军人以
服从命令为天职，现在必须马上撤
退。

宋子文搬出了军令，谢晋元也
不好再说什么，只得同意撤退。10月
31日零时，“八百壮士”全部撤出四
行仓库。在此期间，日军企图半路
截击，但英租界的指挥官命令手
下，在“八百壮士”撤退时，用重机
枪进行保护。

英雄，无论在何地，都会让人
肃然起敬。

日军在“八百壮士”撤离之后，
占领了四行仓库，随即他们警告工
部局，要求把谢晋元所部引渡给他
们，否则将会对公共租界进行炮
击。工部局并没有答应日本人的条
件，不过，他们仍然收缴了“八百壮
士”的武器，将他们羁押了起来。

不是俘虏，却无形中成为了俘
虏，谢晋元悲愤交加，他虽然又饿
又累，但是始终不肯吃工部局提供
的点心。从此，“八百壮士”失去了
自由，成为了真正的孤军。

即便如此，也没有让“八百壮
士”低下自己的头颅，在没有国旗
的情况下，他们在牢笼中天天“升
旗”。每天早上，由谢晋元带头，向
空中敬礼，敬礼完毕，大家肃立唱
国歌。

谢晋元他们不知道自己将会
关押多久，但他知道，只要中国不
亡，他们迟早有一天会回到战场。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外边传来
的消息越来越不好，南京失守了，
蒋介石跑到了重庆，胜利和反攻似
乎已经飘渺无期。尽管如此，谢晋
元仍每天唱诵国歌，他坚信迟早会
打回来的。

可惜的是，谢晋元没有等到这
一天。1941年4月24日晨5时，谢晋元
按例率官兵早操，当时有上等兵郝
鼎诚、龙耀亮、张文清、张国顺等4人
迟到，谢晋元即询问其原因。谁知
他们早已被汪精卫收买当了汉奸，
突然取出预先带进营内的匕首及
铁镐等凶器，蜂拥而上，猛刺谢胸
部及左太阳穴。谢多处重伤，流血
不止，至6时许悲壮长逝，年仅37岁。
团副上官志标见状上前捉拿凶手
时，亦被刺成重伤。

上海各界人士闻讯，深为震
悼，前往吊唁者达30万人，“途为之
塞”。5月8日，中国政府下令追赠谢
晋元为陆军步兵少将衔。

至于剩下的人，太平洋战争爆
发以后，日军于1941年12月闯入孤
军营，并将他们送往各地，百般残
害，强迫其挖掘防御工事。直到抗
战胜利，幸存者才恢复自由。

留下来有可能死亡

自从日本人在平津得手之
后，便把目光投向了上海。

为了占领这座中国最为繁华
的城市，日本人在1937年8月13日
发动了“八一三事变”，淞沪会战
由此拉开序幕。

在战争初期，日本人公然叫
嚣，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在
这些侵略者眼中，中国军队的战
斗力根本不值一提，在战场上就
是“送人头”的，不然怎会让日军
在济南任意屠杀百姓，怎会迅速
丢掉东三省大片土地？

但战争的发展，狠狠抽了侵
略者一记耳光。

在张治中的指挥下，中国军
队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战斗力。
日军虽然凭借装备和武器优势，
将中国军队的进攻一一挡回，但
是中国军队前仆后继、悍不畏死
的英勇顽强抗战，也给向以战无
不胜自诩的“皇军”重大杀伤，日
军进展并无多少。为了尽快结束
上海战事，不使“三个月灭亡中
国”成为空话和笑柄，日本统帅部
不得不多次增兵。

而在另一个战场上，中日两
国也在博弈。

在淞沪会战期间，美国总统
罗斯福发表了“防疫隔离演说”，
称要对侵略者进行“防疫隔离”。
美国的态度给了蒋介石希望，他
希望能在接下来召开的“九国公
约”签字国会议上，借助罗斯福之
力，把日本这个“瘟疫”隔离出去。
此时，鉴于淞沪会战的形势渐渐
不利于中国，蒋介石决定将主力
部队逐步撤出的同时，留下一支
部队继续留在闸北抗战，向居住
在苏州河对岸的租界洋人特别是
美国人证明，上海仍在中国人手
中，以便在谈判桌上增加砝码。

执行这个命令的是第三战区
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他找来了88师
师长孙元良，希望他的部队能够
守卫闸北。

孙元良思索后建议说，留在
闸北，肯定是要牺牲的，兵力多也
是牺牲，兵力少也是牺牲，与其把
一个师白白牺牲掉，不如选拔一
支精锐部队，守住一个点，这样既

可以减少牺牲，也容易打出漂亮
战役引起国际注意。顾祝同同意
了孙元良的想法。

回到部队之后，孙元良本想
留下一个团，但是考虑再三，决定
留下一个加强营，对外声称八百
人，即“八百壮士”，但实际上只有
一半，也就是四百人。

这个加强营的指挥者，便是
524团副团长谢晋元。

谢晋元，广东蕉岭人，黄埔四
期毕业。孙元良在全师撤退时，找
到了谢晋元，两人足足有二十分
钟没有说话，因为孙元良明白，留
下就有可能死亡，他实在不知道
该如何开口。看着师长，谢晋元也
没多说什么，作为黄埔学生，面对
眼下的局势，他不能也不会拒绝。

10月27日深夜，谢晋元率部从
上海北站进驻四行仓库。一到地
方，他便立即在仓库内建筑工事，
并把所有门窗全部封闭，堆满沙
包麻袋，做好和日军殊死搏斗的
准备。

硝烟中的悲壮

笔者小时候读历史书，最感
兴趣的便是明清易代那段历史。
别的不论，单说阎应元，区区江阴
典吏，面对清军二十四万军队的
围攻，以六万人独守江阴八十一
天，连折清军三王十八将，为大明
留住三百里江山。如此军事才能，
不得不让人佩服。

而谢晋元，就如同当年的阎
典吏一样，以自己的智慧，率领

“八百壮士”连挡日军多次进攻。
大部队撤退之后，四行仓库外

围还有一处钢筋混凝土掩体。谢晋
元料定日本人会利用这个掩体，便
在其中藏了许多手榴弹，外加一颗
大号的迫击炮弹。后来，日本军队
果真钻了进去，守军从外面把连着
手榴弹的绳索一拉，手榴弹连着迫
击炮弹，一起爆炸，随即一屋子日
军全部上了西天。

等到日军正式围攻四行仓库
时，谢晋元更是频频设计，打击敌
人。比如四行仓库有一面没有窗
户，钢筋水泥的墙壁上又很难凿
出枪眼，谢晋元就故意引日军利
用平射炮进攻。要知道，四行仓库
是银行造的楼，几颗炮弹对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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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仓库纪念馆里的老

照片，谢晋元与他的白马。

四行孤军撤退进公共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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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电影《八佰》
在各大影院热映。该片
讲 述 了“ 八 百 壮
士”——— 中国国民革命
军第三战区88师524团
的一个加强营，固守上
海苏州河畔的四行仓
库、阻击日军的故事。

这个故事取材于
淞沪会战期间发生的
真实事件。许多人看过
电影后，都被“八百壮
士”坚贞不屈的斗争精
神所折服，进而对“四
行仓库保卫战”产生了
兴趣，这是一场什么样
的战争？在淞沪会战乃
至整个抗日战局中又
处于何种地位？带着这
些疑问，让我们穿越回
83年前的上海，从弥漫
的硝烟中寻找答案。

美国记者当年在苏州河

南岸拍摄的四行仓库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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