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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桑榆·常青

阅读提示

彭孝儒以一腔热血，为丽水为民族，践行了“人在城在，城亡人亡”的誓
言，时年 31 岁。守卫丽水城的彭孝儒团官兵浴血抗战的英勇事迹，永垂青
史！彭孝儒团长的英名与生命，永存于处州大地！

儿时，我经常和小伙伴玩耍于丽水
城大水门、小水门外的瓯江溪滩边上

（今南明湖），时常会听大人们讲述这溪
滩上悲壮的抗战故事：抗战中，日军大
举进攻丽水城，守卫丽水城一个团的官
兵，连同团长在内，几乎全部牺牲⋯⋯

这故事深深地烙印在我心底，我平
常也因此留心留意这方面的信息。今
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 90 周年，我细
致查阅了一些关于丽水抗战的资料，走
访了许多相关人士，了解了那段腥风血
雨的彭孝儒率团抗战的历史。

彭孝儒，1913 年生，湖南益阳人。
幼年丧父，祖母靠帮工度日，含辛茹苦
地培养他。彭孝儒深刻地体会到生活
之艰辛，立志长大后报效祖国。他学习
刻苦努力，先是考入黄埔军校，然后又
进入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被分配到重
庆任国防部少将高级参谋。上任后，充
满着抗日激情的彭孝儒，主动去找战区
司令长官顾祝同，汇报思想，请求上前
线杀敌报国。顾祝同遂任命彭孝儒为
国民政府三十二集团军八十八军新编
二十一师六十三团少将团长。

丽水属第三战区，是三十二集团军
（总司令李默庵）八十八军（军长刘嘉
树）的布防区域。该军下辖七十九师、
新编二十一师、暂编三十三师。其中，
罗 君 彤 为 师 长 的 新 编 二 十 一 师 是 川
军。或许是为了掌控部队，军长把新编
二十一师与暂编三十三师互换了一个
团。

调入新编二十一师的就是彭孝儒
团，被编为第六十三团。该团虽属中央
军，但大部分是新兵，而且装备落后，在
该师三个团中，就数六十三团战斗力最
弱。彭孝儒就任团长接到的第一个任
务就是坚守丽水城。

1944 年 8 月，日军继 1942 年 6 月第
一次入侵丽水城之后，再次进犯丽水
城。国军八十八军将守卫丽水城的任
务交给新编二十一师。师长罗君彤随
即调派尚在训练新兵的六十三团坚守
丽水城，将自己从四川带出来的两个嫡
系团，部署在瓯江南岸（水南）一带，六
十一团督战，六十二团机动，以保存实
力。

受命当晚，彭孝儒与妻子刘俊生彻
夜难眠。刘俊生忍不住问道：“上级这
样布防，就你一个团坚守丽水城，变成
孤军，大多是新兵，武器装备又差，怎么
守？”彭孝儒回答道：“大敌当前，千事万
事都没有比抗击日寇、保护民众重要。”
刘俊生见丈夫主意已定，不愿再分散他
的心神，于是请求道：“让我和孩子也留
下与你一起守城吧!”彭孝儒望着熟睡
中的一双儿女（当时儿子三岁，女儿尚
在襁褓中），深情地要求道：“当前的形

势危急，我身负坚守丽水城的重任，带
着你和孩子怎能安心抗敌？你带着孩
子赶快离开这里吧!”刘俊生关切道：

“你的部队多为新兵，内无坚固工事，外
无强兵支援，你要万分小心啊!”彭孝儒
坚定地说道：“为抗击日寇，我已将个人
安危置之度外，此次分离，务必要多保
重，好好把孩子抚养成人!”次日晨，刘
俊生带着儿子和女儿，含泪离开丽水城
来到大港头，不料此一别竟成诀别!

彭孝儒一面组织官兵动员城里的百
姓撤到城外，躲避战火，要求两天内完
成；一面在万象山洞天楼的团部驻地召
开连级以上干部会议，部署战斗：令第一
营防守左渠门至丽阳门，第二营防守丽
阳门至虎啸门，第三营防守虎啸门至厦
河门；大水门和小水门位于瓯江边，有瓯
江相隔，由团部负责监视；各部在城内街
头构筑堡垒，以备巷战。彭孝儒在动员
部署会上，掷地有声地对官兵说：“日寇
已逼近丽水，战斗即将打响。我全体官
兵要誓死保卫丽水，人在城在，城亡人
亡!”。

8 月 22 日开始，日军第七十师团、
六十师团两部 5个大队，附炮兵、工兵、
骑兵等各兵种 ，计 6000 余人 ，在伪军
3000余人的配合下，连同夫役共万人以
上，从金华、武义直驱丽水，分兵三路逐
次突破国军阻击，集结于丽水城郊岩泉
一带，于 26 日中午兵临丽水城下。事
先，日军已派飞机空袭丽水城，于当日
早晨在丽阳门一带投下十一颗炸弹。

8月 26日黄昏，日军埋伏在丽阳坑
中的主力部队，开始向虎啸门、丽阳门
及西山背发起猛烈攻击。日军先以百
姓开路，驱使沿途抓获的群众向城内进
逼；继而根据城内火力情况，以大炮猛

烈轰击；虽然守军事先在日军可能进攻
的地方埋设了地雷，也造成了日军一定
的伤亡，但阻止不了敌人的猛烈进攻，
进攻的日军迅速冲至城脚，借助软梯从
丽阳门、虎啸门攻上城墙。守城国军与
日军殊死搏杀，战斗异常激烈。无奈敌
我力量悬殊，是晚 12 时左右，丽阳门、
虎啸门防线被日军突破，日军攻势已无
法阻挡。接着，设在万象山洞天楼的团
指挥部，被从西山背方向进攻的日军攻
破，此时团、营、连之间联系中断，失去
统一指挥，官兵被迫各自为战。

巷战至次日凌晨三时许，守城官兵
大部牺牲，幸存的官兵节节抗击，被逼
至瓯江边小水门溪滩一带。此时，占领
万象山的日军居高临下，向溪滩上的国
军官兵疯狂扫射。由此，苦战至瓯江边
的国军官兵，因瓯江小水门浮桥（平政
桥），在战斗中已被破坏，他们当中的少
数人或泅水南渡，或隐蔽转移，得以幸
存，但大部分洒血饮恨于瓯江。彭孝儒
也在激战中壮烈牺牲。他以一腔热血，
为丽水为民族，践行了“人在城在，城亡
人亡”的誓言，时年 31岁。

后来，刘俊生专门来丽水找过彭孝
儒的遗体，可是一无所获。

丽水城之战，且不论日军之战斗
力远强于国军，就兵力人数而言，日军
进攻部队是我守军的近十倍，敌我力
量过于悬殊。是役，虽千余人的六十
三团几乎全军覆没，丽水城未能保全，
但使日伪军付出了伤亡六七百人以上
的代价。

守卫丽水城的彭孝儒团官兵浴血
抗战的英勇事迹，永垂青史！彭孝儒团
长的英名与生命，永存于处州大地！

（市区 林新农 57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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