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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文化
一

一段杜鹃啼血的真实历史故事，就发生
在几十年前的庐山。

1938年，已经占领中国上海、南京等重
要城市的日寇，继续沿长江向中国腹地进
犯，下一目标非常清晰，那就是武汉。侵略
者相信，只要拿下武汉，就基本上拿下了中
国。中国政府当然知道，武汉的存在，该有
多么的重要。武汉保卫战的成败，已经成为
民族存亡的关键。

所谓武汉保卫战，就是通过武汉外围重要
城镇的抵御作战，来保卫武汉的安全。沿江的
芜湖、安庆等重镇已落入敌手。眼前的九江，
成为距离武汉最近的沿江重镇。九江乃至整
个赣北御敌之战，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7月 23日凌晨，日寇大炮和飞机，向九
江姑塘倾泻了数以千计的炮弹炸弹，曾经繁
荣热闹的小镇，一夜之间，夷为废墟。鄱湖
西岸，被日寇撕开了登陆的口子，三天之后，
日寇占领九江城区。

登陆九江的冈村宁次，眺望凝视眼前的
庐山，很有闲情逸致，他拿起画笔，描画起庐
山写生图。他是一位“中国通”。“华山论剑，
庐山论文”，这句中国古话，他是知道的。不
过，近在咫尺的“文山”里，究竟藏有多少“文
章”秘密，此时的他还在狐疑和揣摩，他还无
法读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句话的真意。

在冈村宁次眼中，这座方圆只有 302平
方千米的孤立暴露于四周江湖平原的山岳，
根本无法挫伤其锐利兵锋。他踌躇满志地
想着，不出几天，太阳旗就可以插上这座山
的巅峰……

中国政府渐渐明白，在武器装备等严重
落后的情形下，仅在正面迎击顽敌，将会面
临巨大的无谓牺牲。因此，全民抗战，敌后
抗战，游击抗战，成为形势所需。

九江城区沦陷当天，驻扎在浔的第三保
安团（团长邓子超）和第十一保安团（团长胡
家位）接到战区命令，三千官兵转战庐山，守
卫庐山。“游击天才”杨遇春被调来庐山，任
庐山守军总指挥。

庐山被中国军队守住，意味着日寇进攻
武汉的速度将大大延缓。日寇迅速调集兵
力，开始合围庐山。庐山四周相继沦陷，庐
山守军，成为孤军。对于杨遇春们来说，空
前的残酷考验开始了。

庐山大厦的台阶石栏上，今天仍然可以
清晰看到石刻题词：“必恭敬止”，后有小跋：

“寇犯中国，九江相继失陷，余奉命率部固守
庐山。顾此白山黑水油然生敬，因题四字，
概取诗曰惟桑与梓必恭敬止之义。愿此志
与名山永垂不朽云尔。‘八一三’周年纪念。
新建胡家位敬题。”“必恭敬止”，来自《诗
经》，原文是“惟桑与梓，必恭敬止”。房前屋
后的桑梓，乃祖先父母所种，在它面前，须慎
终追远，须毕恭毕敬。桑梓就是家园。庐
山，是我们的家园，绝不允许侵略者任意践
踏。刻石铭志，铮铮誓言，誓与家园共存
亡。十一团团长胡家位是熊式辉的亲外甥，
本有机会离开保安团，但他选择了留下。他
当然知道孤守庐山意味着什么。显然，他慷
慨赴义，已经抱定必死决心。

二
孤军的严峻形势，让总指挥杨遇春精神

振奋起来，他慷慨赋诗：“奋勇忠贞来保国，
此公无我待何人。登临胜地驱胡虏，免教神
仙堕劫尘。”舍我其谁的担当，保卫家园的决
心，跃然字里行间。邓子超团长豪气万丈，
以诗明志:“寇氛幂幂，士气勃勃。卫我庐
山，伫看日没！”

想守住庐山，得分兵四处设防，通达上
下的小路达九条之多，还有各种狩猎小道，
防不胜防。山上拥挤着数万难民，供应断
绝，生存严峻……

杨遇春要做的第一件事，除了布置防
御，构筑军事工程，便是将难民迁移下山，安
置到安全地带。杨遇春发出的“一号疏散
令”，就是下令居民及难民疏散。“一号疏散
令”刚发出，就遭到山上“老九会”的抵制。

“老九会”由庐山九个老年人组成，他们不但
年事高，而且威望高，是山上居民的实际领
导者。他们不下山，居民也不会下山。关键
时刻，杨遇春决定将九个老人一起拘捕，送
往江西省政府发落。第二天，疏散令生效，
不到一周，疏散了三万多人。由于组织及时
和措施得当，在日寇完全合围庐山前，难民
们得以转赴安全地带。

接下来，杨遇春将几千庐山居民组织发
动起来，成立“卫庐社”。保卫庐山，人人有
责。“卫庐社”下设少儿组、妇女组、青壮组。
少儿组协助站岗放哨、维持秩序、侦察汉奸；
妇女组负责洗涤补缀，协助照顾伤员；青壮
组学习战斗常识，负责运送弹药、粮食，协助
战地救护。

杨遇春从守军中抽调精干，组成“侠士
队”。侠士队员，个个神勇，他们时常秘密下
山，斩杀汉奸，将汉奸头颅悬挂在通衢要道，
四处张贴惩奸告示，给汉奸以极大精神震
慑，为孤军坚守创造安全外部环境。

战争中的“攻”与“守”，关系是辩证的。
杨遇春深谙此道。守必严，攻必厉，以守为
攻，以攻为守，攻守灵活转换，牢牢掌握战斗
的主动权。

这是一场防守为主的战斗，也是化守为
攻的战斗。

三
7月30日，日军第一○一师团太久保联

队用十多门野炮猛烈攻击庐山公墓土坝岭，
炸成一片焦土。炮声停后，两百多名日寇迅
速向上攀爬。保安三团第二大队三十多名
官兵跃出掩体进入攻击阵地，向日寇猛烈开
火。日寇借乱石为掩护抵御顽抗，守军官兵
将预备好的成堆石块，推向山下。趴在地下
的日寇顿时炸窝，飞石如雨，无处藏身……

这是一次主动攻击的战斗。
8月 17日，守军得到情报，有五百多名

日寇秘密潜入高垅的一个村子，准备第二天
凌晨偷袭庐山守军。杨遇春决定主动出
击。指挥部从两团中挑选出三百名善于格
斗的官兵组成敢死队，天黑下山埋伏。待后
半夜，敢死队员光着膀子，手提大刀，借夜色
掩护，从村两头摸进村里，直奔日军驻地，在
黑暗中摸着穿衣的人就毫不犹豫砍杀。日

寇半睡半醒乱成一团，多数没来得及睁眼就
身首异处。此次突袭，共砍杀日寇三百多
人，其中，包括一名大佐，两名中佐。搏斗
中，守军牺牲四十七人。

敌驻我扰，是打击敌人的一条重要游击
法则。庐山守军经常化整为零，三五数人成
组成队下山，不断袭扰小股日军，设伏车队，
偷袭船舰，闹得日寇鸡犬不宁。对于这支进
可攻退可守的庐山守军，庐山周边日寇防不
胜防，一时几乎无计可施。

冈村宁次原以为中国庐山守军被四面
合围后不用多日便会弃山而逃，未想竟如此
顽强。

硬攻不行，他决定来一次诱降。
从情报中，冈村得知守军指挥员之一胡

家位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算是他的师
弟，他觉得，这是一个突破口。于是，他亲自
修诱降信一封。这封信，委托胡家位的一名
亲属送上庐山。

胡家位读完信后，指着送信亲属大骂:
你投身贼寇，罪该万死。两军交战，本不斩
来使，但不杀你，如何能让冈村明白我等誓
与庐山共存亡的决心!

随即，杨遇春集合两团连以上军官，当
众处决了这位“来使”。

面对钢铁意志的庐山守军，冈村宁次
别无选择，只有再次选择强攻，誓言不惜
一切代价，定要拿下庐山。从 1939年 4月
初开始，日寇调集重兵，加大攻势，飞机大
炮肆无忌惮，狂轰滥炸。日寇沿九条登山
小道轮番向上强攻。守军虽孤，却不畏强
敌，打败日寇一次次强攻。杨遇春、胡家
位、邓子超都亲赴最前线，和战士们一起
拼力搏杀。

日寇强攻十数天，付出惨重代价，进攻
只推进到半山腰，无法登顶。无奈之中，日
寇花重金买通一个猎户带路。4月 18日凌
晨，猎户带领一支日军小分队，从莲花峰下
一条被洪水冲出的山沟悄悄攀上小天池附
近潜伏。天亮后，大批日军从莲花洞山路向
上硬攻。激战正酣时，潜伏的日军小分队悄
悄插到小天池哨卡守军背后，猛烈开火。守
军猝不及防，损失大半，只好边打边撤，小天
池防线失守。大批日军拥上牯岭，向各个哨
卡猛烈攻击。

杨遇春接到急报，知道已难再守，便请
示上峰，得到撤退命令，即指挥各哨卡守军
迅速向仰天坪一带集结。黄昏时分，集结的
官兵分两路向山下突围。孤军沿途与堵截
的日军发生了几场小规模战斗，顺利脱身，
于 19日中午进入原九江、瑞昌、德安三县交
界的岷山，继续对日开展游击战争……

庐山孤军坚守战斗九个月，度过了二百
六十多个艰难日夜，创造了中国抗战史上孤
军抗日的空前奇迹!

据邓子超后来回忆，1938年7月26日初
登庐山时，第三团实有官兵1653名，至1939
年 4月 19日撤退到达岷山时，仅存官兵 840
名。十一团伤亡人数不详。据估计，有近两
千位英雄血洒匡庐，长眠于斯！

那个红色四月，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十三
年。今又四月，看这庐山杜鹃，映红山野，终
于使人读懂，杜鹃，为什么又名映山红。庐
山杜鹃：咉山红！

庐
山
杜
鹃

庐
山
杜
鹃

庐
山
杜
鹃

庐
山
杜
鹃

庐
山
杜
鹃

庐
山
杜
鹃

庐
山
杜
鹃

庐
山
杜
鹃

庐
山
杜
鹃

庐
山
杜
鹃

庐
山
杜
鹃

庐
山
杜
鹃

庐
山
杜
鹃

庐
山
杜
鹃

庐
山
杜
鹃

庐
山
杜
鹃

庐
山
杜
鹃

庐
山
杜
鹃

庐
山
杜
鹃

庐
山
杜
鹃

庐
山
杜
鹃

庐
山
杜
鹃

庐
山
杜
鹃

庐
山
杜
鹃

庐
山
杜
鹃

庐
山
杜
鹃

庐
山
杜
鹃

庐
山
杜
鹃

庐
山
杜
鹃

庐
山
杜
鹃

庐
山
杜
鹃

□□ 沈明明沈明明

时值暮
春四月，大
地 色 彩 缤
纷，生机勃
勃。

庐 山
杜鹃，丛丛
簇簇，点红
山峦，格外
入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