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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保安制服行窃 偷车一天就落网
本报讯近日，以保安制服为掩护，盗窃电

动车的嫌疑人吉某，在高邮镇武安村一棋牌室

被民警当场抓获。

3月29日晚，不干保安工作的吉某，身穿

一套保安制服，偷走一辆电动车。失主王先生

见电动车失踪后立即报案。排查过程中，有人

向民警反映，当时有一个穿保安制服的陌生人

在这一带转悠。民警分析，此人还会继续作案。

次日，“目标”出现，民警跟踪其进入一家棋牌

室，一举将其抓获。 武萱 任仁

佯谈生意实行窃 聪明反被聪明误
本报讯日前，佯装找老板谈生意、实为行

窃的孔某，被人识破后“再进宫”。

4月1日下午5点多钟，佯装成找老板谈生意

的孔某，来到我市某乡镇的一家企业，谎称找老

板谈生意。一细心员工在与其交谈中发现孔某的

可疑点。再一细看，孔某上衣口袋鼓鼓的，还露出

了钱的边角。她立即呼叫：“有小偷！”其他科室人

员闻听“有小偷”的声音，立刻走出来围住孔某，

并拨打110报警。据悉，孔某自2010年以来，多次

因偷窃被抓，此次已是第5次。 武萱羊柳

警方破获系列盗窃企业原材料案件
涉案价值20余万元

本报讯 两名男子专门选择本地企业下

手，盗窃企业电线、电缆和铜条等工业原材料

10余次，涉案价值20余万元。日前，我市警方

破获系列盗窃企业原材料案件，成功抓获犯

罪嫌疑人杨某、李某。

今年春节前后，我市多家企业电线电缆

被盗，特别是开发区少数企业的配电房，光天

化日之下电线、电缆竟然不翼而飞。办案民警

对案发现场勘查后，发现一件上装以及美工

刀、大夹钳等作案工具。

经过几天的调查走访，马棚东湖村的杨

某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杨某无正当职业，

平时喜欢小赌，生活十分拮据。可据当地村民

反映，近期杨某好象变了个人似的，出手很是

大方。办案民警通过调阅案发现场外围监控录

像，果然发现有杨某的踪迹，确认其有重大作

案嫌疑，遂对其进行跟踪调查。

3月28日晚，当杨某骑着摩托车前往一

家企业作案时，被守候在此的民警当场抓获。

后来，民警又根据杨某交待的情况将另一犯罪

嫌疑人李某顺利抓获。据介绍，杨某、李某均

有盗窃企业原材料的前科，且都是马棚人。

2013年以来，二人窜至开发区、高邮镇等地，

采取翻墙入院、钻窗入室等手段盗窃一些企业

配电房、车间内的电缆线、铜条等财物，先后作

案12起，涉案价值20余万元。徐维华 王道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http://www.gytoda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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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 铎

高邮，在历史上扼南北水陆交通之要冲，据

中原与江淮东部战略之要地，居西部山丘地区

和东海海防之间里下河平原之要势，为扬（扬

州）楚（楚州，即今淮安）之脊，故历来为兵家必

争之地。在这块土地上，自有先民择居后，发生

过数不清的战争，可谓之“血染之地”。

据有史记载，汉末、三国时，魏、吴在境内展

开长达数十年的拉锯战，死伤无数，因战乱饥

荒，全境几无人烟。此后，战争连绵不断。因未有

史籍能系统、完整记述在境内发生的战争，故笔

者择选其中规模大、影响大的“十大战事”，对照

相关史籍梳理后，成文于下，以飧读者。

前秦与东晋“三阿之战”

东晋太元四年（379年），前秦国王苻坚派大

将句难、彭超围攻幽州（尝侨置幽州，今高邮市

西北部一带，含原隶属于高邮县的金湖县）。晋

幽州刺史田洛被困于三阿（今高邮市湖西地

区，含金湖县）。东晋孝武帝命南兖州刺史谢玄

等领兵3万人（《晋书》载3万人，清《高邮州志》

误为5000人），从广陵（今扬州）驰兵百里救援

田洛，率水、陆两军在白马塘（今高邮市西南，

神居山一带）及塘西展开激战，大败秦兵，击斩

秦将都颜，折伤秦兵甚多，秦兵节节败退，先后

退至盱眙、淮阴，最后退屯淮北。晋兵四战四

胜。据称，双方投入总兵力有10余万之众，战斗

异常激烈。

唐“下阿溪之战”

唐光宅元年（684年），唐朝将领、英国公徐

敬业及其弟徐敬猷与御史骆宾王和唐之奇、杜

求仁等人，因不满武则天朝政而被贬至扬州。是

年九月二十九日，徐敬业以匡扶庐陵王（中宗）

为旗号，自称为匡复府上将、扬州大都督，征兵10

余万人驻下阿溪（今高邮湖区西部，菱塘、送桥北

部一带），阻溪拒守，骆宾王则作《讨武曌檄》。武
则天闻讯后，于十月初六派大将李孝逸率兵30万

人进行征讨，在下阿溪展开激烈的水战，后兵总

管苏孝祥首战失利而战死，参战5000名士卒溺

亡者半数以上。后李孝逸军改用火攻，徐敬业军
由胜转败，很快被击溃，7000余人被杀。徐等人逃

至海陵（今高邮汤庄至泰州一带），后被部将所

杀，部将以徐氏兄弟和骆宾王首级献于李孝逸而

归降。清户部广东司主事、高邮人董对廷作《秦邮

杂事》一诗以证：“孝逸全师出泗州，下阿溪畔战

云收。至今愁读宾王檄，呜咽寒塘水不流”。

唐末“蕃镇割据战争”

唐光启三年（887年）四月，淮南节度使高骈

派牙将毕师铎率骑兵300人驻守高邮。高骈因积
乱被唐僖宗解除兵权。五月，庐州刺史杨行密以

毕反兵侵占扬州为由进行讨伐，任命张神剑为

高邮镇遏使。十月，新任淮南节度使秦彦派部将

郑汉章率步骑5000人败张神剑。十一月，蔡州节

度使秦宗权部将孙儒与秦彦、毕师铎合在一起，

袭击高邮。辛巳日，张神剑逃归扬州。丙戌日，孙

儒在高邮大开杀戒。戊子日，杨行密担心张神剑

及溃兵哗变，一晚活埋溃兵700人，并杀张于宅

第。文德元年（888年）正月，孙儒于高邮斩杀秦

彦、毕师铎，合并各部兵力攻打驻扬州的杨行

密。昭宗大顺元年（890年），杨行密在徐州节度

使庞师古和汴将葛从周10万大军的协助下，攻

下高邮。由于杨、秦、毕、孙等割据势力在包括高

邮在内的江淮一带争夺多年，造成严重破坏。景

福元年（892年），杨行密擒斩孙儒，并被拜为淮

南节度使。天复二年（902年），杨受封为吴王，据

江淮一带。

宋金“高邮之战”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金兵右副元帅完

颜宗弼率骑兵10万人南下，先后侵犯楚州（今淮

安，下同）、承州（今高邮，下同）、扬州。是年九月

二十日，时任宋通、泰镇抚使兼泰州知州的岳飞

率军，抵达承州，扎营于三墩镇（今三垛镇）。旋

即，岳军在三墩一带与金兵展开激战，三战三

捷，斩其3000余人，俘获1000余人。清代王敬之

有诗《三垛》曰：“至今遗父老，能说岳家军。故垒

迷前代，中原纪旧勋”。

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九月，金兀术率兵5

万人，并联合伪齐军，号称50万大军，自楚州南

下，进击承州。宋淮南东路宣抚使韩世忠派前军

都统解元率兵3000人，镇守承州。宋、金两军激

战于高邮北门，日战十三回合，守军虽歼敌甚

多，但相拒未决。韩世忠复派部将成闵前来援

助，大败金兵于高邮城北门。

张士诚反元“高邮之战”

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春，盐贩出生的江

浙农民起义首领、割据势力头目张士诚与其三

个弟弟和李伯升等18人，在泰州率盐丁起兵反

元。他们在夺取兴化后，从水陆两路进袭高邮。

元参议军事纳速刺丁率军镇压，与张士诚战于

三垛。开始，元军以火筒火箭予以重创，农民军

死伤无数，其尸体顺流而下。后张士诚军采取迂

回夹击战术，反败为胜，纳速刺丁和三个儿子均

阵亡。五月，张士诚军数次猛攻高邮城。元淮南

行省左丞偰哲笃、高邮府知府李齐等官兵不敌，
弃城而逃。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二月，在张士

诚于高邮称王、建大周国后，元帝命淮南行省平

章政事苟儿统兵攻打高邮，未克。后元枢密院都

事石普请战再攻，被枪刺落马，又败。十一月，元

丞相脱脱统诸王、诸省号称百万军马，从灭外围

农民军到围困高邮。后因元军内部矛盾，张士诚

乘机反击，出城拚杀，元军溃败。元至正二十年

至二十六年（1360～1366年），朱元璋先后令部

将徐达、冯胜、常遇春等六次攻打高邮城，最终

攻克高邮城，双方死伤人数无数，最后张士诚镇

守高邮城将士被俘者有千余人之多。

明“抗倭之战”

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二月十一日，倭寇

侵犯高邮。高邮卫经历司晏锐奉命率千户贾勇

及子恩出城迎击。时倭寇气焰嚣张，而晏锐所统

皆为新练之兵，行至城东，与倭寇相遇，士兵不

敌。倭寇乘机进击，晏锐兵败，晏被掳遭害。翌

日，参将王介出阵，强弩频射，倭寇伤亡惨重，斗

志渐衰，溃退而逃。

清太平军“反清之战”

清咸丰八年至十一年（1858～1861年），在

高邮境内多次发生太平军与清军之间的战斗。

其中，大的战斗多发生在高邮湖区。

咸丰八年（1858年）九月七日，太平军首领

朱五率农民军200余人，分乘七条大船，由高邮

湖自西向东秘密进击高邮城。清军密报知州于醇

儒，于即率守城清军伏击，向高邮湖心开枪射击，

合围“兜剿”，战斗异常激烈。太平军终寡不敌众，

一艘战船被击沉，朱五等五名太平军首领被捕后

遭杀害，偷袭的这支太平军几乎全军复没。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留守天长的太

平军首领龚长春会同驻六合太平军，攻打驻金

沟（今金湖县属地，下同）的清高邮湖水师陈国

瑞、郭宝昌、陈浚家、黄国龙、蔡得胜、曹学纯等

部。战斗延续至十二月，太平军首领康天燕率数

万农民军，合力攻打金沟，清军水师陈国瑞等部

败军尸横遍野。

三垛-河口抗日伏击战

1945年4月21日，新四军苏中第一军分区获

悉日伪苏北绥靖公署马佑铭特务二团（以下简

称“马团”）将由宝应调防至高邮，进驻河口、老

阁、周庄一线。经苏中军区批准，决定在其调防

途中予以伏击。

27日拂晓前，军分区副司令员刘飞率新四

军十八旅五十二团和苏中军区特务五团、一分

区特务营与江都、高邮两县独立团，预伏在敌必

经之道———高邮境内北澄子河两岸的新庄至野

徐庄一线，布下长约4千米的“口袋阵”。28日下

午，马团在日、伪军护送下，从三垛向河口开进。

陆上，前卫为日军西垣大队的一个小队，中间是

1200余人的马团和日军山本旅团长谷川大队的

两个中队，后卫为驻三垛伪军八十七团第三营；

水路，3艘汽艇拖着20余条满载辎重的木船，护

船的有日军50余人、伪军200余人。敌方水、陆

两路同时并行，首尾相距1.5千米。下午4时许，

日、伪军全部进入伏击圈后，新四军预伏部队从

四面发起攻击。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全歼日、

伪军。

据统计，此次战斗共歼敌1800余人，其中，

击毙日军200余人、伪军600余人，俘获山本顾问

等日军7人和伪军少将团长马佑铭、中校副团长

韩永恩及以下958人。5月2日，新四军军部向参

战部队颁发嘉奖令。据悉，美国西点军校将此

战列为经典示范战例之一。

对日最后一战———“高邮战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

投降后，盘踞在高邮的日寇仍负隅顽抗。于是，

高邮抗日军民向日、伪军连续发起进攻，展开全

国对日的最后一战———高邮战役。

8月16日晚，新四军苏中一分区部队在2000

余名民兵的配合下，扫除日、伪军据点。17日，攻

克三垛镇，活捉伪二十二师八十七团团长李化

南，歼灭伪军700余人。18日晚，攻克敌河口据点，

伪军一个连缴械投降。19日上午，收复二沟。20

日，在数千兵民围困下，界首镇和六安闸据点的

日、伪军逃入高邮城。21日上午，分区部队和地

方民兵从南北夹攻马棚湾日伪军据点，迫使其

向高邮湖逃窜。22日下午，一沟被攻克，俘伪军

50余人。至此，高邮城外日、伪据点全被清除，高

邮城内日、伪军处于抗日军民的包围之中。

12月中旬，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华中野

战军发出进攻高邮城的作战命令，在第八纵队

司令员陶勇的直接指挥下，八纵、军区部队和

地方武装共7个团开展攻城战斗。19日晚，总指

挥部下达攻击命令，顿时炮声、枪声、冲杀声响

彻夜空。21日，攻击部队突破城外土城防线。同

时，第七纵队等部队在南线发起攻势，攻克邵

伯等日伪据点，阻断南援之敌；并加强城内外

的政治宣传攻势。25日雨夜，总指挥部下达总

攻命令，攻城部队强渡护城河，架云梯攀城墙，

短兵相接，胶着反复，殊死搏斗，异常壮烈，终

于先后攻破南、东、北三个城门。大军进城后，

展开激烈巷战。最终迫使日军挂起白旗。深夜，

八纵政治部主任韩念龙以新四军代表身份，命

令日军大佐岩崎传令各部，立即解除武装，无

条件投降。26日晨，在日军司令部驻地（今高邮

城公园礼堂）举行受降仪式。此次战斗，共灭敌

5000余人，其中日军1100余人、伪军4000余人，

敌首日军大佐岩崎、伪军四十二师师长王和民

均被俘获；缴获大小炮61门、枪支4300余支、子

弹10万余发、炮弹数十箱、军用车船10余辆

（艘）、军马200余匹等等。

三打临泽镇

1948年9月，中共华中二地委和高邮县委为

配合华东野战军主力攻打济南的战斗，决定攻

打国民党军驻临泽据点，以牵制国民党军北上。

20日晚，担任主攻任务的苏北军区二分区六团

发起进攻，高邮、宝应两县独立团负责警戒兴

化、沙沟方向的援敌，牵制敌军千余人，21日上

午主动撤出战斗。24日晚，六团一营再次攻打临

泽，迫使守敌撤至界首和时堡。

11月，华中二地委为配合我军开展淮海战

役，决定全歼临泽守敌。7日晚，二分区六团包围

临泽镇。8日，二分区六团、高邮独立团先后数次

击退来自兴化的援敌。下午4时，六团发起总攻，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活捉国民党高邮

县五区区长蒋善义，重创守敌三三七团二营，迫

使敌营长率部缴械投降。此战共歼敌1500余人，

其中生俘1100余人；缴获电台1部、炮5门、机枪

27挺、长短枪200余支。

临泽镇被攻克后，使临东、临南、临北解

放区联成一片，为整个高邮的解放创造了有

利条件。

注：①本文所述战事以时为序编排；②本

文述及史实分别源自《晋书》、《唐书》、《宋

史》、明清《高邮州志》、《扬州市志》、《高邮县

志》、《中国共产党高邮地方史（第一卷）》与相

关历史典籍、图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