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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近现代历史与人物论集》

前言

本书汇集的50多篇文章，是在我从事安徽近现代历史教学与研究过程中已经发表的文章中挑选出来的
。现在看来，由于受到当时资料不足和水平不高的局限，不少文章内容还显得比较肤浅，有的问题分
析论述也不够深刻。但是，这些文章是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认真
研究和独立思考的心得，也是我这一阶段进行学术研究的成果。回顾学史、教史、治史走过的难忘岁
月，感慨颇多。安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山川秀美，人杰地灵，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数千年
来，中华大地所经历的种种风云变幻，都曾在江淮大地上引起强烈的激荡和反响。安徽人民不畏艰难
，不怕牺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发展和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为生长在安徽这块土地上感到荣幸
和自豪。小时候我喜欢听大人讲故事，尤其对发生在安徽历史上的故事感兴趣。报考大学填写志愿时
，就是带着爱听故事的心情，填报历史专业的。大学4年虽然学习世界通史、中国通史，听了从古代
、近代到现代的许多故事，但对安徽的历史很少涉及，仍然感到十分遗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调到
安徽大学历史系任教时，系里却安排我开设安徽地方史，促使我从头学起，终于弥补了这个遗憾。为
了说明好听故事的好奇心，先将我的个人经历作个简要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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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近现代历史与人物论集》

内容概要

《安徽近现代历史与人物论集》汇集的50多篇文章，是在作者从事安徽近现代历史教学与研究过程中
已经发表的文章中挑选出来的。现在看来，由于受到当时资料不足和水平不高的局限，不少文章内容
还显得比较肤浅，有的问题分析论述也不够深刻。但是，这些文章是作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某
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认真研究和独立思考的心得，也是作者这一阶段进行学术研究的成果。
回顾学史、教史、治史走过的难忘岁月，感慨颇多。
安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山川秀美，人杰地灵，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数千年来，中华大地所
经历的种种风云变幻，都曾在江淮大地上引起强烈的激荡和反响。安徽人民不畏艰难，不怕牺牲，为
中华民族的解放、发展和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作者为生长在安徽这块土地上感到荣幸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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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近现代历史与人物论集》

书籍目录

目序辛亥革命在安徽失败的历史教训五四时期安徽的爱国民主运动试论鄂豫皖苏区的武装斗争及其特
点霍邱保卫战的决策者究竟是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在安徽的形成安徽省动委会的抗战动员工作关
于安徽省动委会几个问题的考证抗日战争中安徽的两个战场新四军在皖南的民运工作皖南事变中新四
军分散突围与群众援救问题沦皖江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皖江抗日根据地的敌伪军工作述评日军侵华
铁证——淮南大通“万人坑”略论建国后史料征集出版的重大意义浅谈口述历史与文史资料陈独秀的
被捕及营救——兼论陈独秀的评价问题陈独秀拒绝去莫斯科的前前后后联共解密档案揭开历史真相“
一代完人”王星拱与陈独秀从同志到朋友：陈独秀与朱蕴山关系考论析斯大林、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
论重新评价陈独秀的一个信号抗战时期朱蕴山协助中共开展统战活动朱蕴山是两次国共合作的坚决拥
护者朱蕴山是争取阎锡山实行联共抗日的使者朱蕴山与安徽省动委会朱蕴山三晤“云南王”龙云朱蕴
山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爱国民主活动朱蕴山在香港的革命活动“文革”时期的朱蕴山朱蕴山：长辈风范
激后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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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近现代历史与人物论集》

章节摘录

辛亥革命在安徽失败的历史教训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结束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打
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其成果是极其辉煌的。但领导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陶醉于“共和告成”
的胜利之中，天真地以为革命已经成功，“南北一家”，“建设时期”已经到来，把注意力转移到发
展实业，争取议会政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认为“只要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就可以组织责任
内阁，中华民国即可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而得以长治久安，袁世凯的大总统就剩下一个元首的空名了
”。对于革命胜利后可能出现倒退、篡权和复辟的危险，缺乏思想准备。当袁世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立即挥舞屠刀砍向革命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便束手无策了。之后，孙中山虽然发动二次革命奋起抗
争，反袁斗争还是失败了。安徽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局势和全国一样。1912年7月，柏文蔚担任安徽都督
期间，亦曾进行过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积极发展实业和教育，特别是大刀阔斧地禁止鸦片，取得
了一定政绩。但是，由于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革命队伍严重不纯，在1913年夏二次革命中，柏文蔚
等革命党人虽然率部与袁军浴血奋战，结果仍以失败告终，给我们留下许多沉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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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近现代历史与人物论集》

后记

看完这本书的校样以后，一面感到松了一口气，一面也感慨良多。2009年是新中国建立60周年，也是
整整一个甲子的历史。60年前，我是一个16岁的初中生；60年后，我已成为老年队伍中的一员。前30
年，经历了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后30年，经历了改革开放的难忘岁月。与一些同时参军、上大学的
战友、校友相比，我是一个幸运者。因此，我常以“不忘昨天，珍惜今天”八个字要求自己，做到知
足常乐，安度晚年。近一个月来，忙于两件事：一是参与策划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和纪念陈独秀诞
辰130周年的有关活动。陈独秀是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上争议很大的人物，也是我近十多年来最感
兴趣的历史人物，他长期被歪曲的历史真面目，正逐步得到恢复。二是响应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
研究馆2008年12月5日发出的“向政府参事的楷模郭崇毅学习”的号召，撰写了《敢说真话的郭崇毅》
一文（载《江淮文史》2009年第2期），并在省参事室、文史馆学习郭崇毅座谈会上发了言。为了挑选
这本书里的文章，我把20多年来已经发表的文章和著作做了一次盘点，并按发表时间先后记了一笔流
水账，共计长短文章102篇，著作55本（部），作为个人学术档案保留下来。由于资料不足和水平限制
，书中难免有不妥甚至错讹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和有关专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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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近现代历史与人物论集》

编辑推荐

《安徽近现代历史与人物论集》：安徽近现代人物研究系列

Page 7



《安徽近现代历史与人物论集》

章节试读

1、《安徽近现代历史与人物论集》的笔记-第59页

        罗树甲一九九师在大蜀山作战：据史料记载，1938年5月14日，日军攻占合肥，迫使国民党守军一
九九师撤至城西小蜀山、四十铺一带。日军继续调兵前置，并占领大蜀山，企图以此为依托，进而占
领六安等地。（宝实按，大蜀山乃合六路制高点，六安战时初期为李宗仁临时设置的安徽省会。）

    据参战人员回忆，为防止日军西犯，国民政府军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徐源泉决定集中一九九师罗
树甲部和合肥警备司令宋世科部兵力约8000人，向占领大蜀山日军第四师团第八联队发起攻击。

    战斗于5月19日拂晓打响，罗部和宋部各两个团分别由井岗和城西桥秘密抵达二十里铺、打鹰岗一线
。上午10时，罗部与日军交火，位于十八大井方向的日军从侧翼将罗部包围，还派出飞机助战，反复
轰炸罗部阵地。因宋部没按预定作战方案对日军发动攻击，致使罗部两面受敌，伤亡惨重，罗树甲师
长闻讯后当即命令预备队从南、北两路出击援助。参战官兵抱着收复国土的必胜信心，与敌激战一个
半小时，迫使大蜀山日军丢弃阵地，向十里庙溃逃。

    此战的胜利，让驻守合肥的日军惊恐万分，他们迅速集合重兵于当日下午4时30分左右进行反击，罗
树甲见日寇炮火密集凶猛，遂令部队撤出战斗，日军再次占领大蜀山。

    5月22日晚，徐源泉亲临一九九师驻地，命令该师夜间攻击大蜀山。当晚，罗部营长李忠和陆镇坤分
别率领精兵组成的敢死队，从南、北两侧隐蔽接近大蜀山。进入日军阵地后，用大刀砍死敌哨兵，再
向敌宿营地投出手榴弹，战斗进行到凌晨3时许，李忠率领的敢死队冲到山顶，与日、伪军展开激烈
肉搏战。陆镇坤率领的敢死队也迫近山后店和半山腰的蜀山农校。在两路敢死队进攻下，日军慌忙向
十八大井逃窜；战斗持续到凌晨5点多，再次收复大蜀山。

    然而，就在当日9时许，日军迅速组织强大兵力，分两路向大蜀山疯狂反扑。山上的两支敢死队官兵
奋起还击，誓与蜀山共存亡。爱国官兵在坚持数小时后，终因援兵受阻，寡不敌众，至中午时分，全
部战死在大蜀山上（宝实按，这两支敢死队，有材料说是两支整建制营）。

    此次战斗，虽未最后收复大蜀山，但前后几次战斗，共歼敌800余人，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使其不
得不暂时放弃进犯六安、扩大在皖中占领更多战略要地的企图。

2、《安徽近现代历史与人物论集》的笔记-第133页

        吴炳湘（1874～1930）　合肥人。字镜潭。初入清武卫军前军随营学堂修业，后任随员、东三省转
运局提调，再入直隶属淮军营务处。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随袁世凯任山东巡警道总理。民国2 
年（1913 年）任京师警察厅总监、总统府秘密侦探处主任、京师警察厅厅长兼市政公所会办。袁世凯
称帝后，被封为一等男爵。袁死后投入皖系。民国9 年因段祺瑞下野而去职。民国14 年因皖系得势而
任安徽省省长。后解职从商。

3、《安徽近现代历史与人物论集》的笔记-第237页

        宋世科：卫立煌表哥，卫立煌投奔其表哥而入粤军，1916年8月，宋世科把卫立煌介绍给同乡/吴忠
信/，在吴的身边当随从/副官/。当时吴任粤军旅长，他和当时粤军/参谋长/蒋介石是日本士官同期同
学⋯⋯卫立煌的一生倥偬戎马就此展开。

4、《安徽近现代历史与人物论集》的笔记-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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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近现代历史与人物论集》

        “天足会”：不叫妇女缠脚的人权解放运动组织。

5、《安徽近现代历史与人物论集》的笔记-第380页

        合肥人董汉璋1927.9由香港经上海回合肥，建立合肥历史上第一个中共小组并任组长，战时病逝于
延安。

6、《安徽近现代历史与人物论集》的笔记-第70页

        1940年1月4日，国军龙炎武旅和第八游击纵队大蜀山伏击战（宝实按：《合肥晚报》的有关文章
转载如下，不甚真切，尤其与新四军无关，附会穿凿，令人齿冷）：这是1939年深冬的一个正午，合
肥城头上空压着一层厚厚的乌云，城内街道上显得格外肃杀而沉闷，四牌楼、三孝口直到大西门沿途
的树木早被半年前入城的日军烧得只剩下光秃秃的焦黑躯干，街上开张的几家店铺顾客零落，生意出
奇地萧条。

    突袭三孝口

    合肥，三孝口。

    这是1939年深冬的一个正午，合肥城头上空压着一层厚厚的乌云，城内街道上显得格外肃杀而沉闷
，四牌楼、三孝口直到大西门沿途的树木早被半年前入城的日军烧得只剩下光秃秃的焦黑躯干，街上
开张的几家店铺顾客零落，生意出奇地萧条。

    三孝口的街道上，巡逻的日军和伪军如同孤魂野鬼般来回逡巡，遇到可疑人员立刻拦截盘查，阴阳
怪气的盘诘声在沉闷空气中尤显刺耳。

    突然，“砰、砰、砰！”沉闷的枪声，从三孝口附近的一条巷道深处传来，直冲出乌云压顶的云霄
。紧接着，惊恐的狂呼声骤然响起：

    “杀人啦！皇军⋯⋯被杀啦！”

    很快，小道消息就在合肥街头传开：游击队击毙了几名大日本皇军。

    合肥，大书院。

    大书院作为临时的日军司令部，戒备森严，门口两侧的太阳旗在旗杆上有气无力地耷拉着，驻合肥
的日军司令官三浦中佐正在司令部内，他召集的一次军事会议刚刚结束。三浦中佐躺在逍遥椅上，身
子随着椅子的晃动而颤动着，他想休息一下，趁此机会梳理一下会议上讨论的近期军事行动。

    蓦然，三浦中佐好像意识到什么，他站起身，踱步来到新绘制的《合肥地区军事战略图》前，双手
叉起腰，目光焦灼地在合肥、肥西、巢湖一带游移，仿佛这张地图里藏着什么秘密，不，仿佛图中藏
着什么金银财宝似的。

    案头的自鸣钟“铛、铛⋯⋯”连续敲击了十二下，三浦中佐意识到，现在该是吃午饭的时候了，怎
么⋯⋯就在三浦中佐心内泛起狐疑之时，猛然听得远处传来枪声。

    三浦中佐正想派人去打探，他知道枪声就是意外，枪声就表示合肥城内还远不太平。此刻，门外冲
进一个满面血污的日军伙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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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近现代历史与人物论集》

    “报、报告⋯⋯中佐⋯⋯咱们在给阁下送饭路上⋯⋯在三孝口⋯⋯被游、游击队袭击了⋯⋯”日军
伙夫的眼里充满惊恐。

    “八嘎！”三浦中佐的拳头在案头狠狠捶击了一下，“快、快去⋯⋯通知市川联队长、小林队长前
来开会，必须进行新的扫荡⋯⋯”

    西郊大扫荡

    事件很快调查清楚了，果然不出所料，这次袭击是合肥城外的抗日武装组织派人干的。抗日游击队
的几个便衣翻越黑池坝低矮的城墙，进入合肥城内，然后寻找适合的袭击目标。走到三孝口的一条巷
道时，便衣游击队恰好遇到几个忙着给司令部和大西门守军送午饭的日军伙夫⋯⋯

    本来，为了防止游击队袭击，三浦中佐下令将合肥城墙附近的民房尽行拆除，砍掉、烧掉了几乎所
有的行道树，又派人加强沿街巡防，辅之以严密的联保制、保甲制。没料到，在如此严密的防范之下
，游击队依然有办法闯入城内搞袭击，而且袭击的地点就在距离司令部一步之遥的三孝口！

    这次袭击恰恰又发生在年关即将来临之际，三浦中佐知道，若不扫荡以消除隐患，日军别想过个安
稳年。

    于是，三浦中佐召集会议，商讨扫荡事宜。会议开了足足半日，最后形成大日本皇军的决议，决定
对合肥西郊的抗日武装力量来一次大扫荡，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三浦中佐就是三浦中佐，连狡诈也带上几分三浦中佐的个性和特色。

    扫荡前一日，三浦中佐电请驻扎在蚌埠的小琦少将，请小琦下令派飞机到合肥西郊、肥西一带进行
空中侦查。很快，三浦中佐得到可靠情报，在农兴集、周老圩及其周边地带有不少抗日武装！

    1940年1月3日，对合肥西郊的扫荡开始了。

    当日晚上9时许，三浦中佐下令市川联队长留守城内，他亲自带领城内所能调动的大部分兵力，趁着
浓重的夜色作掩护出城扫荡。出发前，在大书院司令部前的小广场上，三浦中佐对日军进行战前动员
。他说，为了大东亚共荣的神圣事业，为了向遥远的天皇陛下献礼，为了能够过一个安稳年，所有日
军官兵必须拿出吃奶的气力，将抗日武装力量来个一网打尽，一扫而光。

    扫荡大军出发了，三浦中佐骑在高头大马上，看着一个个日军兵卒从得胜门向南鱼贯而出，三浦阴
险的脸上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三浦中佐这招真毒呀！这次扫荡的目标是西郊，却绕过大西门
不走，偏偏选择从南面的得胜门出城，给人做出是要去八百里巢湖捕捉野鸭的架势。

    毒！实在是毒！

    最早发现日军扫荡行动的是驻扎在肥西上派镇的合肥抗日人民自卫军第一大队，队长王庚年是个机
警之人，接到日军出得胜门向南骚扰的探报，他判断敌人意在夺取上派，便立刻命令自卫军士兵悉数
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反击来犯日军。

    可是，等待了好几个小时，上派地面却并没有发现身着蝗虫装束的鬼影。王庚年有些纳闷，日军从
得胜门出城，又是向南边进攻，不来袭击上派，难道真的是去巢湖抓野鸭不成？三浦这葫芦里到底卖
的是啥药？王庚年百思不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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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日军向南进犯，一路上见鸡捉鸡，见鸭捉鸭，把沿途百姓人家骚扰得不成样子，无不切齿痛
骂日军的罪行。但这是大日本皇军的传统，三浦中佐看着日军骚扰中国乡村集镇，反而有种亢奋的感
觉。日军经姚公庙，过十八里岗，前锋抵达二十里埠，就在快到上派镇时，三浦中佐来了个脑筋急转
弯，突然下令日军折而向西，沿着桃花镇、燕窝张、绕过蛟头背向烧脉岗、农兴集、周草圩一带窜犯
。

    调兵周草圩

    周草圩，当年名盛一时的淮军将领周盛波继室的住宅，因圩内屋顶都是用茅草为材料，“周草圩”
遂得其名。

    1月3日，周盛波的女婿姜自成在家里宴请414旅旅长郭少文等人，姜自成在172师当上校参谋，与郭
少文关系密切。酣饮之后，姜自成、郭少文等人围在四方桌旁开始修长城、打麻将。

    几个人边谈边聊，谈合肥城前几日发生的袭击日军伙夫事件，谈日军自占领合肥以来的种种罪行，
谈昨天日军侦察机在农兴集下鸡蛋，谈去年春郭少文参与台儿庄战斗打日本鬼子的事，谈笑风生间，
不觉已过子夜时分。

    周草圩一如往常的平静，圩墙墙角的汽灯散发出微弱的光芒，碉堡内圩丁的目光时而向远处望去。

    姜自成、郭少文激战正酣，突然，一声枪响划过夜空，传入每个人的耳际，刺激着每个人的神经。

    姜自成、郭少文都是职业军人，知道情况有异，赶紧抛开麻将，打开前门察看。圩丁告诉他们，刚
才突然发现有鬼子兵的身影，所以就发枪报警。

    说话间，方才稍稍后退的日军重新聚拢过来，激战开始了⋯⋯

    姜自成、郭少文把圩丁门组织起来抵抗，但二三十个圩丁力量实在有限，好在夜色之中，日军看不
真切，也不敢尽全力向圩内进攻。

    郭少文估计天亮后日军将会发起猛攻，到时候仅靠圩丁很难抵挡。郭少文想到了驻扎在肥西聚星集
的412旅。412旅与414旅同属138师，旅长龙炎武与自己关系向来不错，于是，郭少文派一名警卫员从
圩子后门潜出，泅渡过河向龙炎武求援。

    龙炎武虽然是一位刚过而立之年的年轻旅长，却是一个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职业军人，特别是去年
的台儿庄战斗，让龙炎武经过了血与火的洗礼，使他遇事临危不乱，思考问题更为缜密。

    龙炎武接到郭少文的紧急求援信，结合自己白天收集到的情报，估计这是合肥出城骚扰的部队，说
不定敌酋三浦中佐正在这支日军之中。想到这，龙炎武不觉有些兴奋。

    龙炎武赶紧调集所部向周老圩、农兴集进发，并电令附近友军积极行动，准备围歼出城的日军。同
时，龙炎武电请在合肥周边进行游击活动的新四军四支队，请他们越过淮南路，在大西门和大蜀山之
间设伏打援。

    袭击周草圩的日军正是由三浦中佐率领的。

    三浦中佐在周草圩遇到阻挡，下令攻打圩子，却不料遭到顽强抵抗。为了减少伤亡，三浦中佐下令
远远地把周老圩围困住，他想等到天明目标清晰以后再发动进攻。同时分出一部日军进攻附近的农兴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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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破晓，一缕缕晨光斜射在合肥西郊的大地上，让山川抹上了一层瑰丽的色彩。

    包围周老圩的日军已经饥渴难耐，三浦中佐下令放炮，炮弹落在周老圩圩内的民宅上，燃起熊熊烈
火。圩丁们掩蔽在墙体后奋力抵抗，向日军射出仇恨的子弹，但在与日军对抗中显然处于劣势，日军
的炮火压得大家抬不起头。

    突然，一发炮弹击中了周老圩的前门楼，炮弹落处，大地震颤，沙石俱裂，围墙露出了一个大豁口
。

    三浦中佐露出了狰狞的面容，他从腰间霍地抽出耀月军刀，在空中划过一道寒光，狂叫着那句百喊
不厌的口头禅：“为天皇效忠的时候到了，八嘎累累！”

    这是发动最后进攻的口令，炮声暂停，日军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口中唧里哇啦咯咯里拉地乱
吼一气，向着豁口处疯狂扑去。

    四、激战大蜀山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龙炎武的部队及时赶到。

    日军正猛兽般向周老圩前门豁口处冲杀，没想到身后竟然出现一把利刃——杀出另一支中国军队！

    郭少文和周老圩圩丁们见援军赶到，顿时振作精神向日军反击，双向夹击，日军溃不成军。

    三浦中佐本来还想作一番拼死亡命状，但眼见中国军队越来越多，料难抵挡，也只得当起缩头乌龟
，且战且退。退至岔路口，只见两个满身血污的日军士兵从农兴集方向逃来。原来，进攻农兴集的那
股日军此前已经被龙炎武派出的军队围歼，全体提前向天皇陛下的灵魂报到去了。

    三浦中佐接连遭到重创，气得牙关紧咬，脸部的肌肉滑稽地抽搐着。三浦中佐想到从原路逃回合肥
，但是王庚年带领合肥人民抗日自卫军和省保安第五团已经到达烧脉岗一带，切断了日军退路。慌乱
之中，日军在大蜀山方向窜逃。为了救命，三浦中佐也顾不得颜面，急忙通过随军电台向小琦少将请
求空中支援。

    日军反应倒是灵敏。不多久，就见一架机头印着血色太阳旗的零式战机从东北方向飞来，像只笨拙
的野鸡一样在大蜀山、烧脉岗、小蜀山一带上空盘旋，并不时从空中俯射地面。

    逃亡的日军见有飞机救援，仿佛行将亡命之人被打了一针强心剂，一个个抖擞起精神，准备拼死一
搏。可是很快日军就绝望了。

    也许是日军命该亡绝，围歼日军的省保安第五团穿的服装外形和色彩与日军军服非常相似，在高天
上盘旋的日机很难分辨，飞高了看不清，飞低了有遭到地面枪弹打击的危险，所以零式战机在空中连
续划了几个圈圈后，唱着咯咯蛋蛋的凄厉哀歌向东北飞去⋯⋯

    日军见空中的希望如昙花一现，一个个绝望地耷拉着狗头。

    三浦中佐收回绝望的目光，还想带残部硬着头皮窜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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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蜀山下，一场精彩的歼灭战上演了。

    原驻扎在大蜀山北面的第十三游击中队已遵令布防到大蜀山南面，在通向合肥大西门的道路上又被
刚刚赶来的新四军切断，龙炎武等各部在日军后面追击。龙炎武见日军战机逃离，下令各部向日军腹
心进攻。

    霎时间，枪声大作，打得日军唧里哇啦习惯性乱叫，撒开四个蹄子在野地里乱窜。

    三浦中佐往昔油光可鉴的印堂此刻却格外黯淡，鹰隼一般犀利的眼神此刻充溢着婆娑的泪水。但是
，三浦中佐毕竟是三浦中佐，他将泪水包裹在眼皮底下也不愿让它们流落下来，此刻在他那复杂的脑
海中，浮现出从上海到南京、再从南京杀向巢湖、合肥一路来的辉煌和荣耀，他还想争取更大的“荣
耀”，以报答远在本州岛的天皇陛下。可是此刻，在他的眼前，往昔威武无敌的皇军将士们都成了一
只只乱逃乱窜的野鸭或者野鸡，他想到须要再高喊一声那句口头禅：“为天皇效忠的时候到了，八嘎
累累！”

    可是⋯⋯

    就在三浦中佐沮丧中畅想翩跹之时，一颗正义的子弹，不偏不倚从前方飞来，正好击中那颗硬邦邦
的脑袋壳上方的天灵盖，三浦中佐的身躯扭捏了几下，终于重重地倒了下来，一滩污血从三浦中佐的
躯体内喷溅而出，污染了好一片大好河山。

    残兵见三浦中佐中弹亡命，顿时像失去主心骨的无头尸，在荒郊野地上鼠窜。围剿之下，残兵们逃
到大蜀山下的一口干涸的大塘内，塘中既没有水，也没有鱼，更没有用以藏身的杂树灌木，数百名日
军残兵完全暴露在枪弹的射程之内。正义的枪声再次响起，噼里啪啦如同过年放炮仗一般，不到半个
小时，残兵全部变成了孤魂野鸭！

    就这样，三浦中佐没有能到巢湖去捕捉野鸭，也没有能到大蜀山上去捕捉野鸡，反而把数百名日军
变成了死野鸭、死野鸡，岂不悲哉！

    五、歼敌大西门

    三浦中佐一去杳无音讯，驻守大西门的日军向留守城内的市川联队长汇报，下午听见大蜀山方向传
来密集枪声，估计跟三浦中佐有关。市川虽然不知大蜀山发生了战事，但心中揣测形势不妙，于是决
定出城寻找三浦中佐。毕竟三浦中佐是市川联队长的上司，中国有句名言：兔子死了狐狸尚且悲哀，
何况是三浦中佐不见了踪迹，市川联队长当然要焦虑一番了。

    1月4日晚上8时许，市川带着一百多个鬼子兵出了大西门，向十里庙、大蜀山方向搜索。谁知刚行至
十里庙就遭到新四军的迎头痛击！

    新四军一直活跃在江淮大地上，合肥东北的青龙厂就曾是新四军四支队领导机关所在地。当新四军
四支队接到友军龙炎武的电请后，决定由戴季英带领一支队伍驰援。4日傍晚，新四军越过淮南铁路
线，向西过钱小店、十里头，再折而向南，经谢大郢、老吴郢、刘岗、十里庙，晚上10时许抵达十里
店。就在此时，新四军战士发现大路东面有情况，侦查后发现一支日军正向十里庙方向搜索前进。新
四军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战斗。戴季英当即命令部队在道路两侧埋伏。

    来者正是市川联队长带领的日军搜索部队。

    很快，日军进入了伏击圈。戴季英一声令下，新四军枪炮齐发，怒火在黑暗的天空中倾泻、燃烧。
黑灯瞎火地出城行动，日军本来心里就在打鼓，现在突然遭到伏击，心里一下子似热锅蚂蚁，周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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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黑暗，搞不清子弹从何而来，只得四周乱放空枪用以壮胆。市川联队长见日军佝偻着身子畏缩不进
，气愤地乱吼乱叫。

    交战有时，市川联队长用生硬的中国话叫道：“你们的⋯⋯哪个部队的干活⋯⋯”

    “我们⋯⋯新四军的干活⋯⋯”

    日军一听新四军，燥热的心骤然冷却下来，好似掉进了十八层地狱里的冰窟窿，新四军对合肥一带
日军的袭击，早已经让他们领教过其中的滋味，现在真是冤家路窄，偏偏又遇到了新四军。

    乱战中，市川联队长中弹毙命。日军更加无心恋战，纷纷后撤，新四军尾随追击，一直追到大西门
，日军紧闭城门方才作罢。

    此时的合肥，早已乱成一锅粥！

    宪兵队小林队长搜罗城内所有武装力量，集中了百把号人手。小林一面向驻扎在蚌埠的小琦少将汇
报情况，请求救援；一面令伪军、伪警察、伪政府职员、狗汉奸等等组织起许多支巡逻队；又下令城
内大街小巷各家门口高挂起灯笼火把，通宵照明，以防止游击队翻墙入城。

    小琦少将得到来自合肥的败报，惊诧万分，他急忙率领几个作战参谋和数十名日军乘坐军用火车赶
到合肥。小琦了解到具体情况后，为防止游击队袭击，在五里墩等处构筑起工事，据地固守，他担心
重蹈三浦中佐和市川联队长的覆辙。

    小琦令将从蚌埠带来的一门山炮架设在大西门上，用以射击城外的目标；又用竹木材料在大西门外
搭建起一座高台以指挥作战。

    五日上午，龙炎武所部已经兵临城下，他几次派小股部队出击诱敌，但是丧胆的敌人就是不肯挪窝
，一个个像野鸭伏在窝中下蛋一般。

    到了正午，敌人开始在大西门城头向城外放炮，炮弹落处，一片乌烟瘴气。恰在此时，龙炎武的部
属推着几架缴获的六〇炮赶到，龙炎武看到一个日军军官模样的家伙，在大西门外的竹木高台上摇头
晃脑，甚是厌恶，决定让炮弹跟日本人说话。

    炮弹以45度角发射出去，向空中划过一条抛物线落下，正好落在高台上，炮弹迸裂，将高台炸得一
塌糊涂，正在高台上瞭望的小琦少将一个趔趄，一头栽下高台，身子在地上蠕动了好一阵，然后呜呼
哀哉了。

    不久，有人在合肥三孝口附近贴出了一副对联。对联上写道：三浦中佐，殒命蜀山下魂飞魄散；小
琦少将，命丧西门外一命归西！横批：活该活该！

日本侵略军在安徽合肥市大蜀山建造“纪念塔”始末
1938年5月14日，日本侵华军占领合肥，在城乡烧杀淫掳。面对日军残暴罪行，新四军四支队东进合肥
对日作战，中共游击武装在城乡歼杀日寇，国民党爱国官兵与日寇浴血奋战。
1940年1月3日晚9时许，驻肥日军司令三浦中佐自率两连兵力由德胜们出城向西乡农兴集进犯。驻守西
乡聚星集的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第7军138师412旅龙炎武部奉命迎击日军，双方在农兴集交战，日军
败北。4日上午，当日军退至大蜀山西麓复兴集附近，再次遇先到的龙旅伏击，三浦中佐毙命，日军

Page 14



《安徽近现代历史与人物论集》

死伤大半。5日凌晨，日军派出市川联队出城支援，在西十里庙，遭龙旅电请伏击打援的新四军4支队
政委戴季英率领的8团一部的伏击，市川联队长及数十名日军被击毙，残敌仓惶逃会合肥。当天上午
，日酋小琦少将奉命由蚌埠驰援合肥，也被爱国官兵炮轰丧命。是役，共歼日寇300余人，其中将校军
官个1人，尉级军官多人，缴获六零炮数门，轻机枪数挺，三八式步枪300余支及大批服装、弹药。
日军遭此重创，唯恐再遭抗日力量袭击，为加强合肥城防，待机继续向西进犯，机派西山工兵队
于1940年1月22日至4月15日在合肥西郊制高点大蜀山山顶、山腰四周构筑碉堡、瞭望台、战壕等作战
工事多处，还建营房多间，同时在山顶建造了“大蜀山阵地构筑纪念塔“妄图长期占领合肥。5年后
，在中国人民和世界进步力量打击下，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

7、《安徽近现代历史与人物论集》的笔记-第376页

        蔡晓舟：安徽合肥人，被特务杀，见百度百科。

8、《安徽近现代历史与人物论集》的笔记-第103页

        “十一号”：“十一号”特务组织，是汪伪皖南政治保卫局（汪精卫公开投靠日寇后，由周佛海
、丁默村在上海筹建特务总部，下设政治保卫局，皖南政治保卫局是它的下属）的代称，因该组织设
在芜湖西门十一号而得名。

9、《安徽近现代历史与人物论集》的笔记-第231页

        山西省主张公道团：现存史料对其主要有两点记载，一说它反共，后背牺盟会兼并，主要是薄一
波等的回忆都是如此说法；二是古玩界津津乐道的“主张公道纪念章”，算是民国货币的另类特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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