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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7月15日，革命志士秋瑾
英勇就义于绍兴城内的轩亭口大街，
年仅31岁。因秋瑾曾在上海刊行《中
国女报》，在上海报界颇有影响，所以
秋瑾就义后，上海各报对其事迹纷纷
予以报道，并接连发表纪念文章、评论
和其他文字材料，“几乎没有一家报纸
不发出哀婉和抗争之声。”

与上海其他报纸相比，《申报》关
于秋瑾被害的报道内容较为全面、详
尽。其报道总数达 30 余篇，3 万字左
右，包括《秋瑾被捕和就义时的情形》
《绍兴府宣布秋瑾的罪案》等文章，另
有秋瑾男装持手杖的照片以及《驳斥
浙吏对于秋瑾之批谕》等相关资料。
1907年8月13日，《申报》还特别刊出
《绍狱供词汇录》（即所谓秋瑾“供
词”），同时以编者按的形式旗帜鲜明
地指出所谓秋瑾的供词是伪造的——

“按秋瑾之被杀，并无供词，越人（浙江
人）莫不知悉……然死者已死，无人质
证，一任官吏之矫揉造作而已，一任官
吏之锻炼周纳而已。然而自有公论。”

上海另一份大报《时报》持续推
出《记秋女士遗事》《对于秋瑾被害
之意见书》等文章，系列报道秋瑾被
害的经过及社会反响。值得一提的
是，1907年 8月8日，《时报》还刊
载了一幅“滑稽”（漫画），上面画的

是“风雨如晦，大潮汹涌，一只小小的
帆船，即将被惊涛骇浪所淹没”。画上
还题着两句诗“秋风秋雨天欲黑，张帆
暗送浙江潮”。这幅漫画及其上所题诗
句浅显易懂，让读者一看便知其寓意是
怀念秋瑾、讽刺当时浙江巡抚、杀害秋
瑾女士的凶犯张曾敭的（张号筱帆，画
中小帆即喻指张）。

《神州日报》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继
《警钟日报》之后在上海地区创办的又
一家鼓吹革命的大型日报。秋瑾就义的
这一年，也是同盟会和其他革命团体在
国内大力发展革命组织、发动武装起义
的一年。该报在连续介绍秋瑾被捕入狱
后威武不屈的革命事迹的同时，多次公
开引述秋瑾等革命党人“谋立共和政
体，分配土地，使国民亲爱自由平等”
的言论，高度评价秋瑾等革命党人是

“制造国家之原动力”，并借此向读者宣
传同盟会的革命主张。

此外，《新女子世界》《神州女报》
等还出版发行了纪念秋瑾的专刊，对秋
瑾的生平事迹、家庭成员等予以披露，
同时对秋瑾生前著作的内容加以介绍。

总的来说，秋瑾就义后，上海报界反
应强烈，以各种形式予以报道，在整个社
会上激起了不小的波澜，让广大人民进
一步认清了清廷的反动本质，为即将到
来的辛亥革命进行了一定的舆论铺垫。

秋瑾就义和上海报界
龙 悦

诱敌出城

1936年3月20日、21日，红二、六
军团分两路进入云南宣威县倘塘、龙
潭两地，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俘虏
了到倘塘的县民团一个连，于22日
进抵来宾铺一带。国民党军得到红军
进至来宾铺的消息后非常惊恐，一面
命令滇军主力孙渡纵队和“中央军”
郭汝栋纵队随后“追剿”，一面命令
滇军刘正富旅和两个保安团赶赴宣威
县城布防“堵截”。当刘正富率部经
过来宾铺附近时，红军先头部队已占
领宣威县城外20多里处的虎头山一
带高地。虎头山位于来宾铺与宣威城
之间，最高海拔 2000余米，与紫灰
山相连，因山形酷似虎头而得名，占
领虎头山，可控制来宾铺通往宣威县
城的交通。

同日，红二、六军团首长在观音
堂召开作战会议。会上，军团首长根
据敌我双方所处的形势，决定以一部
兵力伏击追兵，以大部兵力诱使驻守
宣威县城的滇军出城并围歼，扭转被
动局面，继而进军南北盘江一带建立
滇黔川边根据地。根据战斗部署：红
六军团担任主攻，红二军团负责阻击
掩护；攻城部队分为三路：中路攻击
部队由红六军团十七、十八师和红二
军团五师十三团、六师十八团组成，
红六军团十六师为右翼，红二军团四
师为左翼；阻击部队由四个团组成：
红二军团五师十四、十五团到陡山坡
一带阻击“中央军”郭汝栋纵队。

红军各部队根据统一部署，立即
投入作战准备，并连夜进入指定位
置，同时派出30余人组成的侦察分
队，前往宣威县城北了解敌情。侦察
分队在行进途中，与宣威守敌刘正富
旅的巡逻队遭遇，交战后随即撤退。

正在宣威县城的刘正富得到巡逻
队的报告后，见红军“一触即溃”，
判断来宾铺地区的红军只是小股部
队，于是集结部队，从城内倾巢而
出，向来宾铺方向扑来。

初战告捷

23日8时许，滇军的先头部队进入
虎头山、紫灰山要道口，红六军团的诱
敌战斗首先打响，击退刘旅的先头部
队。刘正富得到消息，立即率主力部队
抢占虎头山、紫灰山、老营头等高地。

紫灰山、虎头山虽然是扼制敌人来
攻的理想阻击线，但敌人如果发现红军
已经占领，有可能不来攻坚，而是撤回
宣威县城死守待援，红军便无法实现歼
敌目的。为了诱敌深入，红决定把虎头
山部队撤走，将敌人引向红十七师埋伏
的堰塘一带的开阔地，再行歼敌。

刘正富“夺取”了虎头山后十分得
意，命令部队依托有利地形构筑了工
事，将旅指挥所设在虎头山尾部，命令
一个团越过虎头山山脚下的干河沟，向
红军发起攻击，同时分兵一部绕道向来
宾铺推进，企图袭扰红军的主阵地。

在堰塘一带设伏的红十七师早已严
阵以待。当敌人进至阵地前的开阔地
时，突然发起反击，迅速歼灭了敌人两
个连，俘敌100余人。残敌顿时阵脚大
乱，纷纷向后溃退，途中又遭到侧翼红
军的突然袭击，更加溃不成军。红十七
师接着向虎头山敌人阵地发起攻击，扩
大战果。

10 时，红军各部以排山倒海之
势，突破敌人的火力封锁线，冲过干河
沟，随即以河岸为掩体向守敌射击，并
多路仰攻敌前沿的机枪阵地。经过激烈
争夺，很快突破了敌人的机枪阵地。随
即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力攻上虎头山，一
举将守敌打垮，歼敌近500人，缴枪数
百支，并乘胜追击五六里。与此同时，绕
道袭击来宾铺的敌人也被红军击溃。

行进中的国民党“中央军”郭汝栋纵
队听到枪声后，企图向来宾铺方向增援。
当其先头营进入陡山坡下的“金铜盆”地
方时，立即遭到埋伏在四周的红五师的
痛击，敌营长被当场击毙。郭汝栋听到虎
头山一带枪声不绝，便命令部下轮番冲
锋，向红军阵地发起疯狂的攻击。红五师
坚守阵地，始终把敌军主力压缩在陡山

坡前的几条山沟里，使其不敢贸然前进，
从而保证了主战场战斗的顺利进行。

连却强敌

正当敌刘正富旅向宣威县城回窜之
际，接到城里送来的消息说，滇军孙渡纵
队正火速赶来支援，同时昆明也已出动
飞机赶来助战。刘正富顿时来了“精神”，
收集残部向虎头山红军阵地发起反扑。
红军指战员英勇作战，数次打退敌人的
进攻。由于敌人运到迫击炮、山炮等重武
器向山上轰击，为避免伤亡，红军撤过干
河沟与敌对峙，调整部署。敌人重新占领
各高地后连忙修筑工事，又在附近布置
了火炮阵地。随着红二、六军团的预备增
援部队四师十二团、十一团，五师十三团
及十六师四十七团等部都已赶到战场，
红军决定向敌人再次发动进攻。

中午12时，红军进攻开始，敌人拼
命抵抗。激战中，红军指挥员发现敌虎头
山与紫灰山两阵地中间的兵力较为薄
弱，立即派红十六师四十七团迂回包抄，
直捣敌旅指挥所。该团一营四连突破了
敌人的层层火力封锁，直打到虎头山后
敌旅指挥所，俘敌20余人，缴枪20余支。
刘正富为保住性命，丢弃指挥所，向县城
方向脱逃，整个战场形势的发展对红军极
为有利。

就在红军胜利反攻的时候，在孙渡的
严厉督促下，滇军各部取捷径赶至宣威县
城，又马不停蹄地向虎头山战场急进。正
在逃窜中的刘正富见到第五旅旅长鲁道
源喜出望外，连连拱手称谢：“老弟，你可
来了！再迟些，我这条老命恐怕就保不住
了！”不久，孙渡也赶到，命令鲁道源旅投
入战斗。红军见滇军兵力大增、火力加强，
遂改变战术，将部队分为多路纵队梯次前
进，分散出击，迫敌顾此失彼。

激战中，红军击毙鲁道源旅两名连
长，活捉一名营长，接连攻下紫灰山左边
两个山头，正在准备进攻敌人的机枪、迫
击炮阵地并袭击鲁道源旅的指挥所时，
滇军的龚顺璧旅也赶到了虎头山，加入
战斗。红军毫不畏惧，向敌人继续发起猛
攻，击退了龚顺璧旅一个团的援军，并予

敌人很大杀伤。敌人指挥官下达了“谁敢
后退半步就军法从事”的命令，才算暂时
稳住了阵地。

从容转进

红军与兵力数倍于己的敌人激战两
个多小时，虽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在远
程火力和飞机的打击下伤亡较大，不得
不撤出一些已占领的阵地，和敌人形成对
峙状态。红二、六军团首长立即亲临第一
线，观察了整个战场形势后，发现敌军在
数量上、武器装备上都已占据较大优势，
歼灭敌人已不可能；加之当日又接到红军
总部要求红二、六军团在旧历三月渡过金
沙江的来电，遂果断决定天黑后主动撤出
战斗，连夜向东转移。红军部队接到命令
后，于当日傍晚向后有序撤退。孙渡知道
红军的厉害，得到红军后撤的消息后立即
告诫手下“我军夜战远不如红军”“情况摸
不透，切勿轻举妄动”，命令各部守住各自
阵地，“吸引住红军，等第二旅明日到达
后，再举全力与红军决战”。

谁知当夜9时，红军突然发起猛攻，
连孙渡的指挥所也遭到枪击，刘正富立
即建议“撤回宣威县城固守”，但孙渡认
为“夜间撤退更危险”，命令各部死守阵
地。滇军各部均以为是红军发起夜袭，连
忙退入战壕“应战”。趁此时机，红军各部
连夜撤出阵地，按原定计划向东南方向
转移，在陡山坡阻击郭汝栋纵队的红军
两个团也主动撤出战斗。

滇军各部开枪射击约1小时，才发
现“红军那边已无枪声”，于是派出一个
连“前往红军阵地进行夜袭”。该连连长
害怕被红军消灭，竟领着全连在黑暗中
躲了一夜，直到天明才回来报告说：“已
摸到红军阵地，但没有红军了。”孙渡听
后也不追究。

26日，红二、六军团在宣威县宝山
镇对赶来“追剿”的郭汝栋纵队发起阻击
战，迫使其转入防守。28 日，红二、
六军团进占贵州盘县、亦资孔地区，决
定在此发动群众，创建新的革命根据
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挑起全面
内战后，国民党军向华东解放区大举
进攻，淮北是其主要进攻方向之一。7
月25日，蒋介石整编六十九师九十二
旅和五十七师六十旅一部由曹村、夹
沟出发，进犯徐州东南之海（州）郑
（州）公路南侧的灵璧、睢宁县交界处
的朝阳集地区。

为保卫淮北解放区，新四军军长、
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
根据“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的作战原则，命令山东野战军第二纵
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韦国清统一指挥
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七师二十旅、华
中野战军第九纵队等部共13个团，趁
国民党军第九十二旅等部立足未稳、
驻地分散之际，对其发起反击。具体部
署是：以二纵四旅主攻朝阳集；第九旅
和第七师第二十旅攻击由北面双沟增
援之国民党军；九纵3个步兵团攻击南
面渔沟集的国民党军，并由骑兵团破
坏海（州）郑（州）公路。各部均于7月26
日进入预定位置，27日晨发起战斗。

27日凌晨，担任主攻的山东野战军
二纵四旅在第九旅一部的配合下，向朝
阳集外围的敌人阵地发起进攻。各团
攻势顺利，至天明前，已攻占朝阳集外
围的小楼子、孟山口、邵山口、金渠、裴
集、窦口山等多处敌人工事。27日夜，
第四旅继续进攻，攻占了庙山、璜山、
猪头山、凤凰山等阵地，并打退了敌人
的多次反扑，歼敌800余人，将残敌全

部压缩至朝阳集镇内。28日拂晓，第四旅
3个团分别由北门、西门突入朝阳集镇
内，消灭守敌大部。战至下午，残敌丢弃
辎重，在飞机掩护下向枕头山方向逃窜，
刚出南门，便被埋伏的解放军一阵猛打，
死伤过半。残敌向旗杆、刘八集方向逃
跑，途中被第四旅各团和第九旅一部追
上并包围，很快被全歼于枕头山以北、刘
儿集以东、高圩子以南的野地里。

与此同时，担任打击敌六十旅任务的
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一部在司令员兼政
治委员张震的指挥下，向渔沟集发起攻
击，很快夺占了外围高地，并于27日夜间
攻击渔沟集及其附近地区；九纵骑兵团挺
进至房村、潘塘间活动，破袭海郑公路，使
敌人无法东援。28日拂晓，九纵继续扩大
战果，在侯湖消灭敌人百余人。下午5时
许，渔沟集守敌不支，放弃阵地向西突围
逃窜。九纵穷追不舍，追至赵家楼，在兄弟
部队的配合下，全歼逃敌1个营，俘虏300
余人。

担任阻援任务的二十旅、九旅各部，
于27日上午迫近双沟集，切断了双沟集与
朝阳集敌人的联系，并对敌整编五十七师
主力发起进攻，歼敌一部，使敌人不敢南
援，有力保障了主攻部队顺利歼敌。

29日，朝阳集战斗结束。此次战斗，解
放军参战部队用三昼两夜的时间，全歼国
民党军六十九师九十二旅和五十七师六
十旅一部5000余人，并缴获了大批武器装
备，取得了“山东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打响
后的第一场大规模歼灭战的胜利”。

山东解放军的“第一场大规模歼灭战”
邢 江

1941年 8月 22日，为配合晋察
冀军区秋季反“扫荡”作战，打通
太行山区与冀鲁平原的交通，粉碎
敌人的封锁和“蚕食”，八路军一二
九师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决定发
起邢 （台） 沙 （河） 永 （年） 战
役：以第三八五旅及太行军区第
一、第五军分区部队和平汉纵队一
部组成路西破击队，担负主要突击
任务，向平汉铁路西侧之彭城 （不
含）、元氏段破击，主要打击邢、
沙、武 （安） 地区伪“剿共军”高
德林部；以新编第八旅主力及冀南
军区第三军分区部队为路东破击
队，向永年以北、以西地区展开破
击；以新编第一旅两个营组成彭冶
支队，对彭城至水冶公路展开破
击。另以新编第一旅主力和新编第
十旅等部队策应配合行动。接到任

务后，三八五旅首长又带该旅团、营
级领导到伪军据点附近进行侦察，最
终制定的具体兵力部署是：第七六九
团以主力突击公司窑，以一部兵力攻
打申庄之敌；第十三团攻打毛村、黑
山、秦庄之敌，并担负阻击增援公司窑
之敌的任务；第十四团攻打三王村之
敌，同时做好阻击邢台方向增援之敌的
准备。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
利”的口号下，沙河县抗日政府动员全
县干部群众1.2万余人，组织起了担架
队、运输队、慰问团等投入支前。

8 月 31 日晚，路东破击队攻克沙
河、南和县城，彭冶支队攻入彭城
镇，占领莲花山 5个碉堡。当日夜 12
时，路西破击队在公司窑、三王村、
申庄等敌人据点周围同时发起进攻。

公司窑位于三王村村西，这里煤
矿密集。伪军头目高德林投靠日军
后，霸占了煤矿，并筑起一圈高墙，
设东南西北 4 座城门和坚固的碉堡，
内设造枪局、兵营以及一座关押共产
党员、八路军战士和革命群众的监牢。

战斗打响后，七六九团仅用20分

钟就攻克了一矿、二矿两座煤矿，消
灭了伪矿警队。在救出 600 余名矿工
后，炸毁了敌人的两座煤矿。

激战至9月1日拂晓，七六九团主
力攻占了兵工厂、澡塘、申庄据点；
太行军区十三团攻克了毛村据点；十
四团在沙河独立营、参战民兵配合
下，于 1 日晚攻入三王村，和敌人展
开了逐街逐巷的争夺，救出了被关押
在监牢里的党员战士和群众67人，并
于第二天清晨击溃了从赵泗水据点赶
来的日伪援军。与此同时，八路军还
攻下了东冯村，消灭了伪军的骑兵
连。秦庄据点守敌 200 余人在八路军
强大的军事压力与政治攻势下放下武
器，全部反正。接着，八路军迅速打
扫战场，炸平已经夺取的敌人工事，
在支前群众的帮助下，将缴获的敌人
兵工厂里的机器、零部件以及半成品
全部运走。

随后，八路军向高德林部伪军的
主碉堡发起总攻击。该主堡是个坚固
的方形大碉堡，周围有许多小碉堡和
沟墙，小碉堡下面有地道直通大碉堡

内部。八路军攻取了外围的几个碉堡
后开展土木作业，正要向主碉堡下安
放炸药时，忽然从附近传来了爆炸声
——原来邢台日军援兵正向公司窑赶
来，为了给高德林部伪军打气，就在
途中架起大炮，向公司窑方向轰击。
路西破击队鉴于破路任务基本完成，
当即将作战改为“围点打援”，决定在
沙河以西的御路村设伏，歼灭援敌。

4 日上午 8 时许，日军到达辛庄，
和八路军诱敌部队发生战斗。当敌人
进入伏击圈后，遭到八路军七六九
团、十四团等部队的两面夹击。战斗
持续至9月6日，敌人死伤惨重，已经
无力再战，企图在飞机的掩护下回
窜。八路军乘胜追击，又消灭敌人数
十人。其间，困守主碉堡的高德林率
领伪军残部拼死突围，企图向日军靠
拢。八路军“网开一面”，放出敌人，
然后在途中实施伏击，歼灭了敌人大
部，只有高德林化装逃走 （高此后继
续与人民为敌，于1949年被抓获）。

此次战役，八路军共毙伤日军294
人，毙伤伪军 384 人，生俘和反正伪
军665人，缴获长短枪653支、机枪20
挺、各种火炮 8 门、兵工厂 1 座，攻
克县城 2 座、据点 8 处、碉堡 53 个，
并摧毁了被日伪称为“金库”的公司
窑矿井，沉重打击了日军和伪军高德
林部，恢复了冀南抗日根据地内山区
与平原的交通联系，有力支援了晋察
冀军区的反“扫荡”作战。

八路军夜袭日伪“金库”
贾晓明

1944年 8月 20日，新四军浙东
纵队浦东支队（淞沪支队）主力正分
散在朱家店（今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
新镇会龙村）以南几个自然村里休整
待机，突然接到了侦察员报告：周浦
据点的日军要派出一支部队，配合南
汇和新场据点的日军进行一次“清
剿”，这股日军将从周浦进至六灶，
再转向新场，搜索沿途是否有新四军
活动。敌情突至，支队长朱亚民与副
支队长兼参谋长张席珍商量后，决定
抓住机会，在朱家店附近设伏，伺机
打击这股日军。

当时的浦东地区，河汊纵横，芦
苇丛生，既限制了敌方机动，也便于
己方隐蔽，朱家店附近的地形更是堪
称“理想的设伏地点”。

朱亚民很快制订了作战计划——
翁阿坤中队的张宝生带一个班，带一
挺“九六式”机枪埋伏在五灶港石桥
西北，封锁石桥，切断敌人后路；张
锡祚中队的一个班带两挺机枪隐蔽在
庄稼地南端，正面打击敌人；赵熊顽
强中队从东部打击敌人，由陈金达带
着机枪埋伏于张家袜厂屋顶，控制制
高点；一中队主力作为预备队在伏击
区以西待机，随时准备追击撤退的日
军。为了迅速压制敌人的火力，朱亚
民还让战士们用16枚手榴弹在日军
必经之路上设置了“诡雷”。部署就
绪后，他吩咐联络员火速赶到六灶
镇，通知当地“白皮红心”的地下工
作者立即设宴热情“招待”这股敌
人，尽量拖住他们，为支队设伏争取

时间。
22日12点前，朱亚民率领支队指

战员进入伏击阵地隐蔽，等待敌人的
到来。13时许，支队观察哨发现了酒
足饭饱的日军。当敌人走进伏击圈
后，朱亚民一声令下，预设的“诡
雷”爆炸，伏击部队的机步枪同时开
火，十几个敌人当场被击毙。为了不
给敌人喘息的时间，朱亚民率部分战
士迅速接近敌人，在靠近敌人的一片
棉花地里开枪射击，又击毙了几个敌
人。敌人顽抗不久便开始支持不住，
向石桥撤退，刚刚上桥，便遭到事先
埋伏的战士们的打击。日军见状，只
好绕过池塘向西逃窜，这时预备队已
从西面冲了上来，一阵射击，将敌人
西逃之路封锁。日军官兵只好跳河，
企图向北游走，被埋伏在两岸的新四
军战士击毙了好几个，剩下的几个只
好上岸，分散后躲进河边的棉花地里。

朱亚民见状，立即命令战士们数
个战斗小组搜索残敌，很快从棉花地
中找到了几个躲藏的日军，并分别包
围。战士毛林生上前对敌喊话。几个
敌人假意投降，然后突然向毛林生开
枪，并企图突围逃走，被愤怒的战士
们击毙。此战，新四军共击毙日军34
人、带路的汉奸 1 人，缴获轻机枪 2
挺、掷弹筒1具、长短枪40多支，子
弹400多发。

朱家店一战极大地打击了日伪的气
焰，当地小股日伪驻军被吓得纷纷放弃
据点，小队规模的日军再也不敢单独出
来“清剿”了。

朱家店伏击战
吴小龙

红二、六军团来宾铺激战却敌
赵晓阳

1936 年 3 月 20 日 ， 红
二、六军团抵达进入云南省
宣 威 县 城 以 北 的 来 宾 铺 地
区。国民党军闻讯后，慌忙
调集“中央军”“滇军”各部
赶往宣威，企图再次实施对
红二、六军团的“围剿”。面
对敌人的优势兵力，红二、
六军团首长决定主动出击，
指挥部队于 3 月 23 日打响了
来宾铺之战，给前堵后追之
敌以沉重打击，并于当夜突
破敌人的包围圈，按原定计
划胜利转进。此次战斗，红
二、六军团一举打破了国民
党军的重兵“围剿”阴谋，
不仅为部队赢得了短期必要
的休整时间和军事行动的主
动权，更为顺利抢渡金沙江
创造了条件。 红二红二、、六军团部分干部于贵州大定合影六军团部分干部于贵州大定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