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
投降。4个月后，华中地区大部收复，但是盘踞
在高邮城的日寇却拒不投降，对新四军的最后
通谍置之不理。
为了震慑敌人，坚决执行毛泽东主席和朱

德总司令的命令：“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一切
敢于抵抗的敌人”，时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的粟
裕决定：拔掉这个钉子！由此，诞生了被后世史
家称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载入《人民军队经
典战役》的高邮战役。
“为了准备内线歼敌战场，我们……于十二

月发起高邮战役，在南面攻取了高邮城，收复了
高邮以南至邵伯镇的运河沿线地区。为保障华
中解放区首府两淮(淮阴、淮安)扫除了一个心
腹之患，对加强苏中与淮南的联系也起了重要
作用。在北面，控制了陇海铁路徐(州)海(州)
段，第一次使华中与山东两大战略区联成一片，
并使华中解放区有了坚强的依托。”建国后，粟
裕大将在《粟裕战争回忆录》第九卷中如此形容
这场战役。
“粟裕！我今生最敬仰、最崇拜的指挥官！一

直到今天，我一回忆起粟裕是我的师长（粟裕曾
任新四军一师师长），我内心都有一种自豪感！
不光因为他是常胜将军，十大将之首，更重要的
是，他爱护我们战士的生命！”吕哲民激动得站
了起来。他对粟裕大将印象最深的是：“粟师长”
特别注意保护部队官兵，坚决反对“人海战术”。
每次战斗之前都叮嘱下级指挥员：要爱惜战士
的生命，不要蛮干。

多年后，粟裕大将之子———北京军区副司
令员粟戎生就曾回忆：“……爸爸一再叮嘱我，
要特别爱惜战士的生命。”

狭路相逢勇者胜

想攻高邮城，首先要过三道关。铁丝网、外
壕沟、城墙。
铁丝网。日寇把高邮完全修成了一座要塞，

四面摆上了一人多高的骨刺铁丝网，中间用木
栅栏连接，网上挂上了密密麻麻的手榴弹，城上
还有无数的机枪下射。新四军战士的大刀砍在
铁丝网上，除了引爆手榴弹之外毫无作用。

外壕。整座高邮城被一道四五米宽，三米多
深的外壕环绕，壕沟里还栽满了一头削尖的竹

竿，掉下去的人即使没被当场刺死，也别想爬得
上来。四个转角处都有重机枪交叉火力。

城墙。高邮是一座历史名城，千百年来的兵
家必争之地。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不断加固，日寇
煞费苦心，又贴着城门营造了一道四米多高、易
守难攻的高墙。“如果我们有炮，几炮把城楼打
塌就好了，可是我们哪有啊？”只能像古代打仗
一样，搭云梯，硬冲！所谓云梯，就是几根毛竹接
在一起，做成六七米高的梯子。顶着城上射下的
枪弹硬搭上城头，突击队员一手拎枪，一手提着
大刀往上爬。
“如果敌人把梯子掀了怎么办？或是守在城

头用刺刀挑人怎么办？”记者问。
“那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呗。”一阵沉默

后，吕哲民老人回答。
1945年 12 月 26日凌晨，一声命令，高邮

战役正式打响了。中间的惨烈过程，率部负责攻
打北门的吕哲民已不想再提。“这一仗，我们连
一半同志都没有回来。这损失可不是一个简单
的数字，说补就能补上去的。牺牲的都是精兵强

将，都是主动请战的共产党员呀！”老人的语气
中多了哽咽。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柳茂坤
的研究成果表明：高邮之战共歼灭日军大队长
岩崎大佐以下 1100余人（内俘虏 900余人），
伪军第 42 师师长王和民以下 4000 余人，缴
获各种炮 80余门，轻重机枪 200多挺，步枪
6000余支，拔除了残存在华中解放区内的日
伪军据点。

高邮战役，不仅是新四军对日寇的最后一
战，而且高邮也成为全国从日寇手中最后收复
的一座县城，歼灭和俘虏日寇之多、缴获之多，
为全国最多的两个县城之一。

日本兵：从凶神恶煞到点头哈腰

26日下午 4时，高邮城破。负隅顽抗的日
本侵略者马上变了另一副模样。许多日本兵扔
掉武器，钻回驻地中，把满是泥水的军装脱下来
塞进床底下，换上干干净净的和服，跑出来冲新

四军伸大拇指：“新四军，大大的！你看，干净的！
我的，没有开火！”最后被新四军战士从床下搜
出军装，才傻了眼，不得不垂头丧气地承认自己
的战俘身份。

真正令高邮战役具有了抗战以来的“划时
代意义”的，是城破之后朱德总司令亲自下的第
一道禁令：不准破坏武器。
日军使用的武器上都刻着他们的国花———樱

花。顽固的日军认为，自己是力尽被俘，不能算自
愿投降，死不认输。于是，就在上缴武器时把枪、刀
上的樱花划得一塌糊涂，划不了的就干脆砸坏。
朱德总司令专门下令，命令日军立即投降，

特别申明不准破坏武器，就是针对日本人的这
层心理防线。“实际上，这是狠狠打击日本人威
风的一招。以前我们俘虏的日本兵都是趾高气
扬，自高邮战役之后，他们才老实了。”吕哲民谈
到日本人的时候第一次露出了一丝笑容。
不久，上级来了命令：把俘虏押到附近的新

四军司令部去。我军优待俘虏，允许日本人带走
自己的一切随身物品，不少俘虏都把自己在中国
几年劫掠所得的财产打了个大包袱，连同在中国
照的照片、穿的衣服，一起塞得满满登登。“那包
袱，简直都快有他们个头高了，也真亏得日本人
能背动！”吕哲民又一次露出了笑意。
我军指战员押着这九百多日本兵俘虏往司

令部走的时候，出了一件事。国民党的几架
P51“野马”式飞机从此路过，狂妄的飞行员呼
啸着俯冲下来，以炫耀武力。飞机飞得如此之
低，不少人的帽子都被掀掉了。日本兵顿时惊恐
万状，像听到命令一样，齐刷刷地扔掉包袱，作
出一件令我军指战员大笑不止的举动———“钻
地”。日本俘虏走在道路左侧，我军战士走在道
路右侧。轰地一声，道路左侧不见人影，光剩下
一大堆包袱，日本人全钻到中国人脚下了。
“那真是一个‘奇观’！我们军队的战士没有

一个动，全都齐刷刷的，立正站好，日本人蹶着
屁股，到处往我们的战士脚底下钻！”60年后，
吕哲民想到当时的情景依然忍俊不禁。

看着日本人在脚下乱钻乱爬，好多战士都
忍不住笑起来，纷纷问日本兵：“你们刚开始那
么凶，又是拒绝投降又是砸枪的，原来你们也怕
死啊？”“哈依，哈依！”原先凶神恶煞的日本兵这
时只会点头哈腰。

新四军：血战高邮逞军威
□ 冯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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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 6月 12日，本报开设《寻找抗战最后一役———高邮战役老兵系列报道》专栏以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各大媒体纷纷聚集高邮，社会

各界来电来信提供线索。日前，原华商晨报记者冯翔将 10多年前专访参加高邮战役的老兵———吕哲民，采写的《新四军：血战高邮逞军威》一文发

至本报，现予以登载，以飨读者。

81岁的吕哲民是江苏人，20世纪 40年代参加新四军，建国后调任机关工作。退休前，
担任沈阳军区某师政治部秘书处处长。战争年代，吕哲民老人一直负责部队的宣传与动员工
作，并有多部回忆录问世。他的讲述，不只是对惨烈战争场面的描述，而多了冷静的分析与思
考。吕哲民老人已于 2011年去世。

寻找抗战最后一役
———高邮战役老兵
系列报道（7）责任编辑 郭兴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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