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见证

惨绝人寰的秦庄惨案

“我真不愿意再回忆那时候的事了，太

惨了。在那场劫难中，俺一家十口人，有六口

被鬼子杀害了。 ”

8

月

24

日下午， 淅淅沥沥的小雨还在

下着，在山阳区中星街道秦庄村村民李广富

的家里，面对记者的采访，

70

岁的老人嘴唇

颤抖，拳头紧握，声泪俱下地控诉着

1938

年

发生在村里的那场惨案。

秦庄坐落在我市东郊，是一个不足千人

的小村庄，现属山阳区中星街道管辖。

1938

年农历七月二十三， 日军分成两股从东、西

两头入村，对该村进行血洗，全村

196

人共

有

86

人被杀，

342

间房屋被烧毁

206

间，制

造了骇人听闻的秦庄惨案。

提起日军在秦庄犯下的暴行，老人含泪

控诉道：“日本鬼子简直就是野兽，进村见人

就杀，就连经过俺村的路人就有一二十个被

机枪打死了。 听我父亲说，光农历七月二十

三日一天日本鬼子就杀害了

80

多人。 ”

李广富当过多年的村干部， 曾经负责

编撰该村的历史文献， 对于那场惨案他仍

历历在目。 “村民秦某某家有十几口人被

杀， 当时他的妻子已怀孕七八个月， 日军

强行脱光她的衣服进行侮辱， 后用刺刀挑

开她的肚皮扒出胎儿， 最后日军把胎儿扔

给狼狗吞食。 在村民秦绪廉家， 丧心病狂

的日军搜出了十几个儿童， 他们把孩子们

赶到村西头的打麦场上， 点着了一个麦秸

垛， 所有的孩子都被推进大火里活活烧死。

杀红了眼的日军还不肯罢手，又将在村里抓

到的数十名男女老幼赶到一座空房子里，先

用机枪扫射，继而把房子烧着，被抓者全部

葬身火海，无一生还……”

“经过那场劫难，幸存的村民害怕日军

再回来杀人放火，全部逃到太行山里，只有

到后半夜才敢偷偷回村掩埋亲人的遗体。秦

庄村在被日军洗劫后两三年都没有人住，村

里到处是残垣断壁、杂草丛生。”每每回忆起

这些惨痛的往事，李广富都悲愤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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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辞典

国内卷

★台儿庄大捷

1938

年

3

月

23

日至

4

月

7

日， 中国军队和日军在山

东峄县台儿庄

(

今属枣庄市

)

一带展开激战。 激战数日，予日

军以重创，使其救援濑谷支队的计划落空。

台儿庄大捷是抗战爆发后中国正面战场取得的首次重

大胜利。在历时半个多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牺

牲，参战部队

4.6

万人，伤亡失踪

7500

人。 但也取得了重大

战果，歼灭日军

1

万余人，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

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心，为抗日战

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武汉会战

这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场会战， 双方均投入百

万兵力，战场在长江南岸及北岸，横跨安徽省、河南省、浙江

省及湖北省。其中，中方投入包括从徐州会战中撤回的李宗

仁部以及陈诚部。 中国军队巧妙运用战术歼敌

10

多万人。

中日伤亡比

1.7∶1

。 自

1938

年

6

月至

10

月， 会战进行了

4

个多月，沉重打击了日军的狂妄气焰，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时

间最长、规模最庞大和最出名的战役。

★广州保卫战

1938

年

10

月

,

日本攻陷中国沿海最后一个大城市———

广州

,

从而切断了抗战爆发以来作为中国外贸枢纽的“省港

通道”。 此后几年间

,

日本继续加紧实行封锁

,

妄图切断中国

的外援及外贸之路。 中国军队与当地群众一起展开坚决的

广州保卫战。

抗战大事记

1938年

★1

月

4

日，八路军收复紫荆关。

★1

月

6

日，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成立，

下辖

4

个支队和

1

个特务营，全军共

1.03

万余

人。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

谋长周子昆，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副主任邓子

恢。 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同时成立，项英任书记。

★1

月

11

日， 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汉

口正式出版，潘梓年任社长。

★2

月

22

日，平汉线日军向开封、郑州作

正面攻击，而由新乡向西作侧面攻击，中国军队

与日军在道清路上要点焦作展开激战。 国民党

军在孟县集结重兵， 以阻日军渡河。 晋中石口

镇、双池镇失陷。

★3

月

4

日，国民党军在郑州北渡黄河，向

平汉路疾进，克复新乡、卫辉。同日，日军战机两

次猛烈空袭郑州， 被国民党军高射炮兵击落

6

架。

★4

月

7

日，台儿庄激战八昼夜，国民党军

获大捷。 歼灭日寇板垣、矶谷两精锐师团主力

3

万余人。

★5

月

26

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

会上讲演《论持久战》。 全面地分析了中日战争

的特点， 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需经过战略防

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得出最后胜

利是中国的及战争是持久的正确结论。 它成为

指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光辉文献。 研究会至

6

月

3

日结束。

★6

月

4

日，日军第十四师团进攻开封。

5

日，国民党军放弃开封。

★7

月

2

日，日舰犯湖口，被中国空军击沉

2

艘。

★7

月

9

日，冀东大暴动。 冀东之昌黎、滦

县、遵化、乐享、迁安、丰润、兴隆

7

县人民举行

武装抗日起义，成立抗日联军。

★9

月

14

日， 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

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

见，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10

月

1

日，新四军彭雪枫支队在河南确

山竹沟成立，向豫东挺进。

★10

月

21

日，余汉谋部撤出广州。 广州失

陷，全市发生大火。

★12

月

25

日，中共冀南军区部队与日军

3

万余人在南宫、冀县、枣强、威县等地反“扫荡”

作战

2

个月，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据《中国抗日战争史》）

台儿庄大捷

（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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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孔德 作

惊心动魄的焦作煤矿大转移

———访河南煤化焦煤集团党委常委、宣传部长、教授级高级政工师刘守良

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一带

426

家企业冒

着敌人的炮火向武汉集结。 之后，又分散到四

川、贵州、广西等地。 焦作煤矿是唯一一家内地

南迁大型煤炭企业，为抗战提供了紧缺的煤炭

能源。 这就是著名的焦作煤矿大转移。

焦作煤矿

1300

名管理技术人员 、

600

名

技工、

300

名保卫人员、

7500

吨煤矿设备，在中

国能源工业的奠基人、时任中福两公司联合办

事处总经理孙越崎的率领下， 向南方转移，先

在湖南开办了湘潭谭家山煤矿。 武汉告急，又

逆长江而上，在四川建起天府煤矿、嘉阳煤矿、

威远煤矿、石燕煤矿、全济煤矿，年产煤炭

100

多万吨， 提供了战时陪都重庆

60%

以上的用

煤，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长期从事焦作煤矿历史文化研究的河南

煤化焦煤集团党委常委、宣传部长、教授级高

级政工师刘守良，谈起当时的焦作煤矿大转移

不禁感慨：“那是一段悲壮的

历史， 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

转移。 ”

1937

年

10

月，日军侵占

安阳 ，新乡 、焦作危在旦夕 。

在此情况下， 孙越崎胸怀民

族大义，从长远的抗战考虑，

独排众议， 坚持南迁。

10

月

22

日停止了煤矿生产， 把主

要设备器材和人员迁往黄河

以南。 “当时河南士绅反对南

迁，孙越崎以理服人，表示到南方经营煤矿，有

利于抗战，有利于股民。 绝不能把焦作煤矿拱

手相让，资敌侵华。 英福公司总代表贝尔认为，

日英没有开战， 日本不会损害英国在华利益，

反对南迁。孙越崎说，日本是中国的敌人。日本

人最不可信。 最后贝尔同意南迁。 这是外商合

资公司跟随中国人万里转移独一无二的范

例。 ”刘守良说。

刘守良目前正在撰写 《为了中国的抗

战———孙越崎率领焦作煤矿大转移纪实 》一

书， 书中详细记载了孙越崎冒着生命危险，穿

越在郑州、新乡、焦作之间，转移设备的事迹。

刘守良说：“有一次日军飞机轰炸郑州车

站，中福公司临时办事处房倒屋塌，孙越崎险

些失去性命。

1938

年

2

月

17

日， 日军包围新

乡。 满载焦煤物资、人员的最后一列火车，冒着

敌人的枪林弹雨， 从道清铁路待王站出发，途

经新乡车站，驶向郑州黄河铁路大桥。 这是旧

中国唯一的一座黄河铁路桥。 经孙越崎竭力劝

说，守桥官兵延缓了炸桥时间。 早上

5

时，火车

呼啸而过。

5

时

15

分一声巨响，数吨黄色炸药

同时引爆，黄河通途变天险。 ”

“这是非常惊险的一幕。 这种悲壮，在中国

煤炭史上，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都是绝无仅

有的。 ”谈起焦作煤矿工人的抗战情节，刘守良

万分敬重。

图为焦作煤矿南迁的运输队。

程明升

(1903.3~1990.1)

， 字象悬 ，

1903

年

3

月生于河南省灵宝县老城新街巷

的一个地主家庭。

1924

年考入天津北洋大

学，是北洋学生参加“五卅”运动的组织者

和领导者之一。在李大钊的影响下，逐步接

受了马列主义，

1925

年

5

月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

1929

年春，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高等

学院。

1936

年春，程明升到焦作中福公司

任电气技师。

1937

年，在程明升家里成立

了中共豫北特委，程任宣传委员。

1938

年

3

、

4

月间，经过民选，并报请第一战区司令

长官程潜批准，委任程明升为修武县长。

程明升领导的修武县政府和道清游击

队，扒火车，割电缆，经常夜袭敌伪据点。同

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敌后建立抗

日区、村政权和抗日群众团体，先后在道清

铁路南北两侧和山区， 建立了

6

个区级抗

日政府。

1939

年

3

月，程明升调到八路军总部

第一兵工厂担任厂长兼政委， 是太行根据

地兵工厂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曾领导设计

仿制成功第一台军用通信发电机， 结束了

延安手摇发电的历史。 中央军委授予他特

等劳动英雄的奖状并颁发了奖金。

抗日战争胜利后， 程明升先后任东北

军区军工部副部长、东北电业管理局局长、

中央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等职。

抗战英模

抗战辞典

焦作卷

★道清抗日游击队

1938

年

2

月，日军占领了修武县城后，我地下党负责

人程明升和杨乃峰、范文山、李秉才等人，带领扶轮小学

20

多名青年师生和一部分工农群众进入北山， 在黑岩村成立

了有

40

多名成员的抗日游击队。 游击队成立后，收容了一

些国民党部队的散兵，得到了

20

多支步枪和一些子弹。 同

时， 在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抗日的影响下，

2

月底，又

有修武山里的小股抗日武装并入游击队。在此基础上，在大

东村成立了八路军豫北道清抗日游击队，在修武、博爱、武

陟一带活动。 在党的领导下，这支游击队多次袭击焦作、博

爱、修武一带的日伪军，扒火车，断公路，破坏敌人的运输

线，反封锁，搞物资，支援根据地，为正规部队输送兵源，取

得了显著战绩。

★武陟县抗日临时政府

1938

年

2

月

17

日，新乡沦陷，武陟县县长刘元出逃，地

方行政机构全部瓦解， 中共武陟党组织负责人薛为余与各

界人士协商，谋求扭转乱世危局的办法。在共产党员王大中

等人的积极撮合下， 全县各界爱国人士在西小虹常九思家

召开会议，就组织抗日临时政府事宜进行磋商，并对具体事

项进行了分工。

3

月

8

日，武陟县抗日临时政府宣告成立。

在抗日政府的领导下，各区先后成立了人民抗日自卫队，各

村开始建政、建队（自卫队）、建教工作，社会秩序渐趋稳定。

★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

1938

年

2

月修武沦陷前夕，上级党组织即指示程明升

上山后，要看准时机抓紧政权建设。

3

月上旬，程明升与修

武县知名国民党左派人士韩秩吾在磨石坡韩秩吾的家中，

共商安定地方秩序、统一抗战力量、抗战救亡、保家卫国之

策。

3

月下旬，以韩秩吾、武侠生、张向毅为召集人，在东大

村召开由

30

余人参加的各界代表大会，宣布武陟县抗日民

主政府正式成立，并选举程明升为政府县长。修武县抗日民

主政府是河南省唯一的国共合作县级政权， 它在为抗日武

装募集军粮、扩征兵员、组建地方抗日武装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程明升

1938

年是日寇大举侵略中国的第二年，这

一年的

1

月

11

日，《新华日报》在武汉诞生。《新

华日报》在硝烟中为抗战呐喊。图为新华日报社

旧址。

(

本版照片均为本报资料照片

)

本报记者 张 冬 实习生 李 朋

秦庄惨案纪念碑。

台儿庄战役中的中国军队。

本报记者 董柏生 见习记者 麻 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