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7年8月， 淞沪会战，前线官兵向日军射击，这场战役前后打了3个月，中国军队总共投入了约75万部队，除了精锐的中央军，地方上

的川军、湘军、桂军、粤军、皖军、东北军、西北军都有参加

本文为“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广大读者转载到朋友圈。

抗日战争初期的淞沪会战，前后打了3个月，中国军队总共投入了约75万部队，除了精锐的中央军，地
方上的川军、湘军、桂军、粤军、皖军、东北军、西北军都有参加，真正是一场全民抗战，这些装备参
差不齐的杂牌部队，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在陆海空现代化立体作战面前，在淞沪战场上的表现究竟如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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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会战示意图

由于中央军部队已经尽数投入作战，所以9月以后赶赴淞沪战场的部队绝大多数都是杂牌部队，包括湘
军、川军、桂军、粤军、黔军、东北军、西北军以及五省联军、皖军、浙军、赣军、鄂军旧部在内的各
派系部队，杂牌军几乎占到了淞沪会战参战部队78个师的半壁江山。除了滇军因为路途太远未能及时赶
到参战，当时中国主要武装派系都参加了淞沪会战，这在以前几乎是不能想象的。如此众多的派系，完
全摒弃了个人和小团体的私利，为了共赴国难抗日御侮的共同目标而汇聚到同一个战场，一个曾经四分
五裂一盘散沙的民族第一次爆发出了空前的凝聚力。

川军的战绩令人刮目

川军可以说是中国军阀割据 典型的范本，四川从北洋时代起就出现了大大小小十多股军阀势力，彼此
之间混战不休，直到1934年才由刘湘基本统一四川，而且川军普遍给人以装备低劣战力低下的印象。



1937年9月，第一批出川抗战的川军20军和43军26师从四川、贵州出发，于10月上旬到达淞沪战场。

10月9日，20军编入第19集团军序列，负责防御大场以北蕰藻浜沿岸。而这一带恰恰就是宝山登陆的日
军的主攻方向，当10日20军接替友军防务时，蕰藻浜北面的屏障陈家行已被日军攻占，导致蕰藻浜主阵
地直接暴露在日军面前，因此20军军长杨森立即下令反击，夺回陈家行。从10日到16日，20军就围绕
陈家行和日军展开激战，在陈家行五进五出，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反复争夺，连134师师长杨汉忠都
负了重伤，战况之激烈可见一斑。

15日友军防守的顿悟寺阵地失守，20军奉命连夜组织反击收复顿悟寺，20军军长杨森将这个任务交给了
134师402旅408团，该团实际只有2个营，兵力并不算雄厚，但团长向文彬深知川军装备低劣，在火力
上根本无法和日军对抗，只有和日军展开近战，用血肉之躯来抵消装备上的劣势。夜幕降临后，向文彬
团长就率部冒雨发起了前赴后继的勇猛冲锋， 前面的尖刀排冲到日军阵地前就剩下了1个人！但后续
的官兵紧跟着冲入阵地，和日军展开了白刃战，并一举夺回了阵地。日军被逐出阵地后，就用猛烈炮火
轰击川军，然后再发起攻击。川军一直等日军步兵逼近阵地才用手榴弹和刺刀将日军击退。就这样反复
苦战到17日凌晨，408团 终牢牢掌握着顿悟寺。408团撤出阵地时，全团只剩下120人，连长全部阵
亡，排长也只剩4人。

淞沪会战期间，中国军队赶赴前线增援



10月的淞沪战场就是以大场为重点而展开的阵地攻防战，在惨烈悲壮的血战中，中国军人表现出了视死
如归的献身精神，而26师更是其中的典型，其作战之顽强牺牲之惨烈，足以彪炳史册。全师5000人只有
600人生还，4名团长中阵亡2人，14名营长伤亡13人。原来名不见经传的26师由此名闻全军，在1938
年3月军事委员会武汉军事会议检讨第一期作战得失，26师被评为淞沪会战战绩 佳的五个师之一。

川军在淞沪会战中的出色表现将以前对川军的轻视和不屑一扫而光。

桂军来了次大反击

桂军可以说是“杂牌部队中的战斗机”，在军阀混战时期曾经有过令人瞩目的战绩，也是当时中国各大
地方实力派中唯一能和蒋介石的中央军分庭抗礼的派系。卢沟桥事变后，桂军整编为第7军、第15军（后

改称48军）和第31军等三个军，组成第11集团军开赴徐州参战。由于淞沪战事吃紧，第7军和48军被紧
急调往上海，组成第21集团军，由廖磊任司令。

10月15日，第21集团军到达上海，此时日军突破蕰藻浜南岸，大场岌岌可危。中国军队正准备组织一场
大规模的反击，恢复蕰藻浜南岸阵地。桂系领袖、时任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对桂军信心满满，主动提出
由21集团军来执行这次大规模反击。

21日经过一小时的炮火准备之后，21集团军反击部队于晚8时分为左右两翼向谈家头、陈家行发起猛
攻，桂军还是照内战的老办法，以连营为单位进行刺刀冲锋。内战中，普通的军阀部队火力贫弱，根本
无法用火力压制住桂军的冲锋，桂军只要冲入阵地展开白刃战，基本上就能取胜。但如今面对的是装备
精良火力旺盛的日军，桂军这样的冲锋虽然勇气可嘉，但必然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1937年，淞沪会战，国民革命军地方部队隐蔽在路障背后

桂军完全凭借着血气之勇，经过一夜激战，于22日凌晨攻占陈家行、桃园浜。23日，日军发动全线猛
攻，炮火之猛烈攻势之强横，都是淞沪会战开战以来前所未见。日军在进攻时释放烟雾作为掩护，桂军
误以为是毒气，军心大乱，一线阵地随即被突破。174师师长王赞斌亲自到一线督战，全力组织部队抗
击日军猛攻，但终因部队在反击中伤亡很大，后继无力，到当天下午谈家头、陈家行等阵地都已失守，
桂军拼尽全力也只能勉强保持走马塘以南阵地。至此，这场在阵地战阶段唯一的一场大规模反击以失利
而告终。

桂军2个军6个师参加淞沪会战，不仅打出一场气势如虹的大反击，而且在战役 后阶段为掩护主力后撤
顽强阻击日军，付出了伤亡将近5万人的巨大牺牲，无愧于“钢军”的赞誉。



深知亡国之痛的东北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东北军也就成了没根的浮萍，四处漂泊。深知亡国之痛同时又身负
“不抵抗”骂名的东北军自然比其他杂牌部队具有浓烈得多的抗战决心和勇气。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东北军各部随即北上开赴华北。10月中旬由于淞沪战场局势恶化，因此原来
在华北的东北军第49军和第67军被紧急调往上海。

49军于10月28日到达上海，划归陈诚的左翼作战军序列。11月4日，49军105师开始在姚家宝地区抗击
日军强渡，东北军的装备在杂牌军部队中属于一流水准，因此拥有比较强大的队属炮兵，还能隔河与日
军展开炮战。步兵也以猛烈火力拦阻日军渡河，接连击退日军多次强渡。



淞沪会战期间，行进在上海街头的中国军队

67军在东北军中是张学良的嫡系，曾经是下辖5个师的超级军，但此时已经改编为只下辖2个师的乙种
军。10月底67军奉命从华北赶赴淞沪，于11月3日到达青浦，而此时淞沪战场的局面已经非常危急，67
军临危受命，协同川军43军26师从6日到8日“死守松江三日”，掩护主力撤退。67军赶到松江，还来
不及构筑工事就投入了作战。7日日军强渡黄浦江，67军以炮兵压制日军炮兵，集中轻重机枪痛击日军
汽艇和帆船，击退日军的强渡。8日日军主力赶到，攻势极为猛烈，108师在李塔汇和日军展开激战，反
复争夺，阵地三次易手。军长吴克仁亲自率部冲锋，才将日军击退。107师在米市渡的战斗也同样激
烈，319旅少将旅长朱之荣阵亡，全师伤亡过半。

到8日夜间，死守松江三日的任务终于完成，67军这才撤向白鹤港，由于苏州河上的大桥已经被日军炸
断，吴克仁只好率部泅渡。在指挥部队渡河时，突然遭到日军小股便衣队袭击，吴克仁中弹落水，壮烈



牺牲，这是淞沪会战中唯一一位殉国的中将军长。

松江一战，67军伤亡极大，除军长吴克仁外，军少将参谋长吴桐岗、108师少将参谋长邓玉琢、322旅
少将旅长刘启文、321旅少将旅长朱之荣以及8名团长阵亡，107师损失殆尽，108师伤亡也超过2/3。但
是战后67军却被取消番号，缩编为108师，并入中央军。

东北军装备精良，又身负不抵抗之耻，完全是一支抱定死战决心的哀兵。由于到达淞沪战场时已经是战
局无法挽回之时，只能作为断后部队，虽然受到重大损失，但还是完成预定掩护任务。

湘军、粤军、黔军的表现

俗话说“无湘不成军”，几乎所有派系部队中都有湖南籍士兵，而主要由湖南人组成的湘军更是中国近
现代史上一支以彪悍著称的军队。在军阀割据年代，湘军也和川军一样，派系林立，有赵恒惕系、唐生
智系、何键系、陈渠珍系以及湖南保安团系，到了抗战前夕，湘军各派系都已经半中央化，并没有川
军、桂军这样相对独立。

湘军也是 早进入淞沪战场的杂牌部队，8月17日隶属于第8集团军的62师就到达上海浦东。此外主要由
湘军旧部改编而成的第10集团军驻防在杭州湾南岸，9月之后陆续参战。留在湖南的第15师、第16师8
月底就奉命东调，9月5日到达上海，划归第15集团军，9月16日 早投入了战场。这两个师都是湘军中
的佼佼者，装备比较好，官兵素质也好，初上战场更是锐气正盛，在罗店、刘行一线给予来犯日军以迎
头痛击。

在淞沪会战期间，参战的湘军约有8万人，超过全部参战兵力的1/10，是各杂牌部队中参战兵力 多
的，表现极为壮烈，充分体现了三湘健儿的英勇气概。



1937年11月5日，由杭州湾北岸登陆上海的日军增援部队

粤军参加淞沪会战的是第4军和第66军，都是粤军中的老牌精锐，尤其是第4军在北伐时期就是著名的
“铁军”。但粤军赶到上海时已经是10月，中国军队逐渐陷入被动，因此这两个擅长进攻的主力军都只
能用于防御，很有几分有劲使不上的感觉。和其他杂牌部队一样，粤军在战场也是同样浴血苦战，伤亡
惨重，第4军90师270旅少将旅长宫惠民牺牲。

黔军是杂牌部队中实力 小的一支，虽然名义上有2个师又1个旅参加了淞沪会战，但其中的第121师一
直担任兵站指挥部的守卫以及铁路押运任务，没有直接参战。只有102师10月底到达上海，划归第17军
团胡宗南指挥。此时胡宗南部经过连日苦战伤亡惨重，正急需补充，因此命令102师607团开到北新泾归
第1军第1师指挥，612团开到厅头镇归第8军指挥，师部及609团、补充团则作为预备队。这个命令一
下，102师官兵普遍认为是肢解102师，但师长柏辉章一面安抚部属情绪，一面命令外调的两个团要服从
指挥，坚决打好抗日第一战，用战绩来说话，如有动摇军心者军法从事。柏辉章的大局观在当时确实难
能可贵。在淞沪会战中，虽然黔军部队参战数量不多，但表现丝毫不比其他部队逊色，用自己的忠勇，
特别是服从指挥的大局观赢得一致赞誉。



国家意识第一次如此深入人心

在淞沪战场上，杂牌部队尽管装备、训练参差不齐，但总体而言，表现还是可圈可点，并不输给中央
军。不过在战术上，由于杂牌部队之前参加的基本都是低烈度战争，能有几门山炮开上三五炮就已经是
很了不得的火力支援了，如今面对日军如此猛烈的炮火，而且还是飞机、军舰舰炮和坦克协同的立体化
作战，有不少官兵甚至连飞机、坦克也从未见过，有的则还是沿用过去内战时的落后战术，自然非常不
适应，也因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是即便火力相差如此悬殊，却依然用血肉之躯和日军的优势装备殊死
相搏。各路杂牌部队中牺牲的高级将领就有中将1名、少将7名，超过淞沪会战牺牲的14名少将以上将领
的一半，而牺牲的普通官兵更是至少超过了5万人！

1937年8月， 淞沪会战，前线官兵向日军射击

特别是之前军阀混战，各派系打仗都是为了一己私利，这次却完全不同。日军的战火距离湘军、川军、



黔军、桂军的家乡还很远，但这些部队却都能听从国民政府的号令，不远千里共赴国难，很多官兵走了
上千里路，上了战场可能一天两天就血沃疆场，好像就是为了来这里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国家。国家的意
识第一次如此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真正是在淞沪会战的烽火硝烟中开始形成。

正如11月13日国民政府发表从上海撤退的声明中所说的：“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
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
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毋庸置疑，这就是杂牌部队在淞沪战争上 真实的写照，
无论党派信仰，也无论省籍地域，为了抗敌御侮的共同目标，并肩奋战，才迎来了抗战的 终胜利。

本文为国家人文历史原创，其他媒体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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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凤至的后半生：没了张学良，我依然可以很好
1990年，于凤至在弥留那一刻说：“我死去之后埋在洛杉矶城外的山上，让我看看遥远的故乡……我的墓旁要再挖一个

空墓穴，留给你的父亲。”

△点击图片进入文章

庆祝建军90周年的阅兵为何要在朱日和举行？
7月30日，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我们进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式，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阅兵的地点是

内蒙古朱日和训练基地。



△点击图片进入文章

崇祯即位的N种说法：是刀光剑影还是风平浪静？
历史上，关于崇祯帝上台前的政局，流言四起，议论纷纷，但多不靠谱。他的即位之路究竟是怎样的呢？

△点击图片进入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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