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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血战高邮城
——访时任新华社兼《人民报》特派记者甄为民

□ 胡玲 任仁

漆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天空不住的下着雨，我们的任

务，要从高邮城西北角突上城墙。

接近城墙，架好云梯，突击队六班、七班马上踏上云梯，一

个、两个……突然“砰”的一声，东边的五把竹梯倒了，敌人的手

榴弹从城垛的堞墙上扔下来，六班的王阴才中弹了，七班的同志

被炸弹炸得眼睛都睁不开。云梯上的李满清，奋勇甩了两颗手榴

弹，英雄们才冲上城头……

以上的一段文字是由当年19岁时任新华社兼《人民报》特

派记者甄为民与通讯员合写的，记录我华中野战军于1945年

12月19日发起的攻打高邮城的“抗日最后一战”中的“现场速

写”：《突破西城头》。这篇新闻报道发表在1946年1月6日的

《人民报》。

甄为民原名姚世虎，江苏南通如东人，三代祖传中医兼开

药店。他在胞姐姚世瑞（后改名莫林）直接带领下，参加青年抗

日协会工作，于1940年10月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参加了新四

军。1941年2月，成为一名中共党员。

甄为民参加革命的那年，已是升入初中的一名学生。因

此，他在新四军队伍中，算是一名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而当

年革命队伍中新闻人才奇缺，甄为民就成为一手拿枪，一手持

笔的真正的战地新闻记者。

1942年12月，甄为民从苏中党校毕业，被分配到苏中一

地委任干事。在此期间，他积极要求到基层或战争第一线锻

炼。不久，他就被任命到苏中四区任区委宣教科科长，同时兼

新华社和《前哨报》通讯员等职。从此，在甄为民的革命生涯

中，他与高邮人民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从1942年至1945年我军发动“对日最后一战”前，甄为民

先后以自己亲身经历的多次战斗，采写了《跟敌人的汽油划子

相周旋》、《血战李家舍》、《藏铁庄战斗》等反映高邮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与日伪军进行武装斗争的新闻报道。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甄为

民奉新华社（《苏中报》）之命，调任为随军记者，参加对日伪军

受降报道。

甄为民成为随军记者后的第一次采

访，就差点命丧于日伪军暗堡的黑枪之

下。那次是他随新四军苏中部队去安丰、

富安受降，当地日伪军不甘心失败于暗

中打冷枪。以后，甄为民又随苏中军区主

攻部队解放兴化，那一仗，全歼日军和伪

军22师刘湘图部下5000余人。

到了 1945年底，新四军华中军区和

华中野战军决定攻打龟缩在高邮城内的

日伪军。为采访好这次战斗，甄为民从华

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那里特批了一张

“记者证”兼“同行证”。

甄为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由

此顺利地完成了大小6件采访任务：

第 1件，跟随新华社支社社长鲁

平，持证参加了高邮战役总攻动员会，

在会上亲自聆听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

裕的作战命令。还记得华中军区司令

员张鼎丞在动员会上要求参战的第

七、第八纵队的首长们打完仗后还要

写稿子。

第2件，到主攻部队八纵政治部采

访，碰上日本反战同盟盟员山本一三到

敌前阵地作劝降喊话。山本身穿日军军

服手持话筒以日语劝降，日军死守顽抗，拒不作答，有时还放

冷枪，我在山本身后看得清清楚楚。

第3件，我随主攻连，登云梯到城头巷战区，亲历64团一

个连拼成一个排，一个排拼成一个班的白刃拼杀。有的战士枪

上的刺刀都拼断了。倒在血泊中，有的战士身负重伤，苏醒后

第一句话：“我的枪、我的枪！”他们还要继续拼杀。这一仗打得

很艰苦、很壮烈，共歼灭日军岩崎大佐以下

1100余日军（其中俘虏 891人），全歼伪军

5000余人（其中俘虏3493人）。

第4件，我孤身一人手持“王八盒子”枪

冲进城中日伪报馆。汉奸和伪职人员已逃

走，室内空无一人，我还在报馆沙发上睡了

一会儿。

第 5件，我采访被俘的日军 90旅团

626大队最高长官岩崎大佐，只见他躺在我

军优待俘虏提供的门板上，以一个战败者的

心态，不肯作答，我也不勉强。此人被遣返

后，还来过信。

第 6件，战役结束后，我和八纵政工部

门的通讯员合写了新闻特写《突破西城头》，

刊登在《人民报》1946年1月6日第二版头

条，并以此文打头，组成了名为“高邮战役通

讯”的一个专版。

抗日最后一战，从 1945年 12月 19日傍晚开始，战至 26

日凌晨。26日举行了受降仪式。甄为民为赶写“现场速写”新闻

报道，而错过了亲眼目睹日军投降的那一幕历史性场景。

对此，甄为民对记者说：“对这件事既有些遗憾，也深感欣

慰。但无论从哪方面讲，我都是‘抗日战争最后一战’的亲历

者、参加者、见证者。”

甄为民不仅是高邮战役的亲历者、参加者、记录者。解放

战争时期，他还在高邮坚持原地武装斗争，也是在国民党“清

剿”斗争中周山、周奋、袁舜生、郑光耀、李健等同志不幸英勇

牺牲的五大事件的亲历者。

当我们与耋耄高龄的甄为民告别时，他握着我们的手一

再说道：“我还想再到高邮去看看，那里是我许多战友长眠的

地方。”

北赦奔袭战
抗日战争时期，在原周山乡北赦村发生过

一次惊破敌胆的歼灭战。我高邮独立团以一个

连的兵力全歼两个连伪军，在高邮革命斗争史

上留下了以少胜多的光辉一页。

那是1943年，我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

凭借对河湖港汊和道路熟悉的优势，见缝插针，

反伪化、反“扫荡”、反抢粮、反抓丁，神出鬼没，

处处给敌人以致命反击。

日伪军为对付抗日军民，除经常集中兵力，

对抗日根据地“扫荡”外，还制订一条恶毒的“蚕

食”计划，向我根据地步步逼近，增设据点，缩小

我们的活动范围，限制我军民的行动，妄图扑灭

抗日火焰。在高邮一、五、六区，敌人除了在临

泽、王营、界首、马棚、六安闸设立据点外，还增

设了王庄、白马庙、马奔庄等据点。据点之间，一

般相距一二十华里，遥相呼应，配合行动，进行

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尤其是王庄据点的伪军，

在反动连长陈福洲的带领下，经常到五宁、四

美、万福等乡抢粮抓人，烧杀骚扰，当地百姓屡

遭蹂躏，无不恨之入骨。但由于据点外有高墙深

壕，内有机枪把守，我军一时难以拔除。

为了伺机消灭这股害人虫，粉碎其“蚕食”阴

谋，高邮独立团八连指战员在副团长韩云、教导

员巫中的领导下，活动在六区范围，密切注视敌

人动态，充分利用“内线”关系，不断侦察和掌握

敌情，一旦毒蛇出洞，便予迎头痛击。

本地有个乡丁郑福余，其老婆住在六区龙

华乡，在当地抗日形势影响和我党政策的感召

下，郑的老婆感到为日伪做事脸上无光，见人低

着头，说话没高声。当时，我龙华乡干部了解到

这一情况后便开导她说：“抗日人人有责，你能

不能帮助我们做点事，为你丈夫立功赎罪。”郑

的老婆听了，喜出望外地说：“只要能为丈夫将

功赎罪，你们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干。不过一个

女人能干些什么呢！”“抗日的事多着呢，你可以

借着出入据点的机会，留心他们说些什么，打算

干些什么，立即报告我们。”郑的老婆说：“好吧，

我一定努力去做。”

6月8日晚，郑的老婆借口看望丈夫，又进

了王庄据点，当她见到伪连长陈福洲正陪着从

白马庙据点来的伪军罗营副和周连长打麻将牌

时，便生了个心眼，有意上前倒茶递毛巾，借机

偷听他们的谈话。罗营副问：“现在麦子都收了，

我们必须搞点粮食以作军饷，你看到哪里去弄

好？”陈福洲说：“要弄就到北赦，你看什么时候

去？”“宜早不宜迟，明天上午行动。”“你们来多

少人？”“来一个连怎么样？”“行！”……

当晚郑的老婆把这个情报报告给我乡干。

我乡干即向驻在杨庙子附近的部队汇报。韩云、

巫中和八连连长葛栋、指导员洛仁等连夜研究

决定，趁敌人抢粮回头，在北赦南边三搭桥处狠

揍敌人。当即部署：韩云、巫中和葛栋带一、二排

从西北方向插到敌人南边，切断敌人向王庄、白

庙的退路。洛仁带二排由北向南正面迎敌。

9日上午，白马庙据点来的伪军和王庄据点

的伪军，乱七八糟像群蚁出洞，直向北赦扑去。一

时，北赦庄上鸡飞狗叫，哭声、喊声，一片混乱。

将近中午，在黎家河待命的我八连战士，接

到出发的命令，个个如出山猛虎，轻装奔袭。一、

二排指战员一下子就插到敌人的后面。这时，敌

人正把抢来的粮食等物肩挑人抬，手提身背大

摇大摆地走来。我一排战士迅速插到东面，截断

去路。二排战士从北面守住三搭桥，三排战士迂

回到南边阻击，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战斗一

打响，得意洋洋的伪军顿时乱成一团，仓促应

战。先向东南方向突围，遭到我一、三排战士的

一顿猛打后又缩了回来。接着，敌人又兵分两

路，一路抢占三搭桥附近的土窑，企图占领制高

点；一路向三搭桥进攻，妄图向北突围。抢占土

窑的一部分伪军刚刚爬上土窑，就遭到我军一

阵射击，不少伪军当场毙命，死尸滚下窑来。活

着的为躲避枪弹，龟缩到窑洞里，我军战士立即

向窑洞里连甩了几颗手榴弹，炸得他们粉身碎

骨。进攻三搭桥的伪军刚踏上桥头，就被我机枪

打得鬼哭狼嚎，纷纷落水。紧接着，我三个排的

指战员三面合围，向敌人发起冲锋，把敌人压在

土窑附近，一些亡命之徒继续顽抗，妄图用机枪

阻住我军的进攻。我八连连长葛栋冒着敌人的

弹雨，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虽被子弹打伤了一

条腿，仍继续战斗。教导员巫中轻伤不下火线，

指挥战士们发起猛攻。战士们怀着对敌人的刻

骨仇恨，人人争先恐后，个个英勇顽强，打得残

敌如丧家之犬，到处乱窜，最后龟缩到一户群众

家里。他们还想顽抗，被我战士一阵手榴弹炸得

连喊“饶命”！在“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政策

感召下，伪军纷纷举手投降，一些逃命的伪军也

被我民兵打死的打死、生俘的生俘。经过一个多

小时的激战，除了部分伪军逃走外，罗营副和一

百多伪军都被毙俘。这次战斗共缴获敌人机枪

三挺，驳壳枪七支，步枪一百多支，子弹若干发，

而我军只有六人负伤。

北赦奔袭战，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剩下

的伪军惶惶不安。这年秋天，我六区五千多民兵

和群众围攻王庄据点，吓得他们逃之夭夭。从

此，敌人插在我六区中心的钉子被拔除了，五、

六两区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部队经过休

整，又斗志昂扬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夏金明 整理

寻找抗战最后一役
———高邮战役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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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烽火 历史记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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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为民戎装照(拍摄于抗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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