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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嘉定沦陷纪实 □文轩

■ 上海区县报优秀品牌

1932年3月3日凌晨1时许，凌厉

的枪声打破了嘉定夜空往日的宁静，

一支千余人的日军前锋闯入娄塘、朱

家桥，开始了疯狂的凌掠。国民革命

军奋起反抗，但难扭颓势，嘉定县城、

南翔、黄渡、安亭逐一落入日军手中，

奸淫烧杀，无所不为，时称“三三”嘉

定沦陷。

沦陷前嘉定的抗战形势

1932年 1月 28日，日本海军陆战

队突然向上海北火车站、江湾、吴淞

等地发起进攻，淞沪抗战爆发。嘉定

地处淞沪前线的西北部，和宝山县境

接壤，是淞沪战场的后方基地，当时

由蔡廷锴、蒋光鼐领导的国民革命军

第19路军的总指挥部就设在南翔。

2月 10日，张治中部第 5军 87师

第 261旅宋希濂部到达南翔，88师俞

济时部也同时驻扎城厢镇 (今嘉定

镇)。原先他们两支部队是奉蒋介石

命令来此监视19路军行动的，然而部

队一到这里，却被19路军的英勇将士

和民众的爱国热忱所感化，不仅没有

给19路军增添麻烦，反而与其将士结

成友军，并肩作战。他们分别担任了

南翔和城厢两地的后总备队，并在宝

山县庙行镇附近一仗中协同 19路军

重创日军，成为当时国内外舆论界的

美谈。

嘉定县紧邻前线，战事打响后，

前方枪炮声响。日夜轰鸣，虽然庙

行、八字桥、蕰藻浜诸役相距嘉定城

区有数十里，但当炮火猛烈时，窗户

轧轧，房屋摇晃，使人有站立不稳之

感。晚上，敌机投弹，焚烧之火光历

历在目。19路军将士在前线舍生忘

死、奋勇杀敌、浴血卫国的气概，实在

为人敬仰，他们屡摧劲敌的战报，更

是振奋人心。

当时，嘉定城区的浦泳先生等爱

国人士发起嘉定县民众抗日救国后

援会，参加后援会的大多是青壮年，

不仅自己出会费，还会同联合冬防办

事处成员一起到东城门外各要道进

行巡逻。此时沪嘉交通已中断，上海

报纸不能运来嘉定，大家对前线战况

除了道听途说之外，一无所知，因此

诸多猜测，人心惶恐。浦泳先生就利

用自己的一台湿电（今称电瓶）收音

机，收听上海电台的新闻广播，然后

记录整理连夜排版复印，第二天上市

发售。一天，他们从收音机里得悉，

敌人在吴淞前线施放毒瓦斯，前方将

士急需胡葱、炒米应对，于是后援会

立即发动民众，广为收集，并设法连

夜用车辆将物资运往前线。

在战事紧张之时，嘉定不仅大力

支援前线，还协助修建防御工程。北

自浏河至罗店，南自真如至南翔，东

自广福至石冈，每户出一民夫，自备

工具伙食，分赴指定地点，筑路挖

壕。县政府也筹款，每天补贴民夫大

洋 3角。当时，日机常来嘉定县境上

空侦察投弹，对于掘壕作业，尤为注

意。民夫见日机飞来，纷纷散避。待

其飞去，又自行集合，没有发生过一

起临阵脱逃的现象，民众热心国事，

由此可见。

其时，国民革命军的战事不容乐

观。19路军将领蒋光鼐在得不到蒋

介石支持的情况下，迫于日军的强大

压力，下令全军撤退。2日后，部队基

本撤尽。对过路的部队，民众纷纷上

前慰问，军士中有不少痛哭对答者，

场面十分悲壮。

而就在19路军撤兵之时，日军发

起全线攻击。3月2日，嘉定县政府撤

退至青浦。3月 2日下午，12架日机

穿梭机轰炸城区。县保卫团团部存

仁堂、东门外沪太路汽车站、吊桥堍

黄河楼茶馆、东大街、安禄毛巾厂等

均遭轰炸，一百余幢房屋被毁。下

午，日机又向城中张马弄、东坡桥、圆

通寺、北义仓、日晖桥、栅口弄、塔前、

沈家桥等处掷弹数十枚。同日，南翔

镇、娄塘镇亦遭日机轰炸，仅南翔就

有南翔火车站、南翔中心、大德寺及

难民聚集处等地遭受轰炸，死伤70余

人。午夜，从浏河口登陆的日军开始

向西南方向突击。

沦陷后日军在嘉定的暴行

3月 3日凌晨 1时许，日军前锋千

余人直扑娄塘、朱家桥。国民革命军

5军87师517团奋起狙击。

娄塘小东街 70余家房屋十毁其

九。朱家桥镇南北两街120多间民房

亦毁于战火。12 时，日军增兵 8000
名。517团孤军奋战，弹药告罄，仍然

英勇杀敌。午后，517团被日军围困，

官兵伤亡过半，团长张世希率残部突

出重围，向昆山转移。在这场战役

中，517团第一营营长朱耀章及连长、

连副、排长等 11名将领阵亡，士兵伤

亡近千名。

当天，日寇分兵直扑嘉定县城。

东门、北门外的民房商铺及斜泾村均

被付之一炬。南路日军占领南翔。3
月 4日，县城四城门及金沙塔悬挂太

阳旗。县政府成为日军司令部驻地，

公共体育场成为日军停机场。民众

见状黯然泪下。

3月 5日，日军骑兵约 20人到黄

渡镇巡逻，之后便常到镇上，还去搜

查黄渡乡村师范学校，并在黄渡镇东

的李家楼驻守100余人。

3月 6日，日军在南翔集结达 3万

人。所有学校校舍都被侵占。桌椅、

家具、门窗、地板均被当作燃料；古猗

园被作为马厩，花木摧毁殆尽，古物

荡然无存；东市梢及香花桥南一部分

民房被日军放火烧毁；南翔公学图书

馆藏书也全被烧毁，损失严重。

日寇占领嘉定后，看见初入城门

的民众，一一盘查，强迫脱帽举手行

礼，后来更要求对岗哨鞠躬致敬，偶

不从之，即拳脚相加，百般凌辱。若

是年轻妇女，必追逐骚扰，甚至强

奸。因此稍微富裕的居民，都会逃往

上海租界内避难。而留在嘉定的民

众，晚上藏在田野或柴草堆中，白天

站在村边守望，看见日军在远处出

现，便互相通报躲避，女性则面涂锅

灰铁锈，剃去头发，女扮男装，每天担

惊受怕，日子十分凄苦。

在经济方面，日军滥发日币，大

肆掠夺国民财富。据国民政府财政

厅调查材料记载:“敌占领期间，曾在

嘉定、宝山二县发行纸币 7000万元，

票面分 10元、5元、1元三种。另有银

辅币百余箱，分 50钱、20钱、10钱、5
钱四种(中间有圆孔)，以中国银元折

价，1元中国银圆折作日币 60钱。”日

军还大肆抢夺民间财物作为战利品，

城市、乡镇各机关及居民被敌占据

后，所有贵重物品，如金银首饰、名贵

书画、古董玉器等均被运往浏河口外

兵舰上，书籍和木器家具则被当作燃

料烧掉。

签停战协定，日军撤离

日寇占领期间，民生凋敝，社会

秩序混乱，一副乱世景象。

在当时，大部分难民都逃至青浦

县境内的白鹤、青浦、朱家角等地，或

者绕道广福、真如进入上海租界内。

一路上扶老携幼的难民接踵而至，啼

泣之声不绝于耳。而一些商贩，却不

顾民族大义，投机倒把，大发横财。

比如，当时的车夫和挑夫等苦力，以

市场价十倍之高，为难民提供搬运服

务。同时，一些挑贩还乘社会动荡之

机，将鸦片烟土运到内地，从中获取

利益。而难民逃难路上的的茶馆、饭

店也随意涨价，并大开赌场、烟窟，严

重败坏了社会风气。

在嘉定沦陷期，固然有气节高尚

的民族义士，但也不乏汉奸间谍等民

族败类。他们甘为日本人走狗，探听

国民革命军守军情报、搜集物资供敌

给养，甚至代找妇女供敌凌辱……种

种行径令人发指。

在浏河，原有三座盐山，就在日

寇入侵嘉定期间，数天内竟被抢两

座。东门外的公森泰粮食行、农场棉

种场也被抢掠了价值万余元的财

物。地痞流氓组织绑劫机构，自封首

领，趁火打劫，后来更有投靠日寇者，

为虎作伥。

在此期间，嘉定城厢镇、南翔、娄

塘等地均组织地方维持会，为日寇购

办粮食，针对百姓办理取物出条，5日

一结算，而银两就是向日本司令部领

取的。凡嘉定人回家取物者，均需报

告维持会，否则按土匪劫物论处，报

告后得缴纳费用，否则不给证明书。

1932年 5月 5日，国民政府同日

本政府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上海沦

为日军侵华的重要基地。按照协定，

日本需从嘉定撤军。当日下午，黄渡

火车站附近的日本驻军撤至南翔，5
月9日，日军全部撤离，逃难的居民陆

续回来重建家园。

据嘉定县政府 1932年 6月统计，

日军侵占嘉定期间，本县受灾 21255
户，死亡 455人，受伤 724人，毁坏房

屋 2602 间 ，直 接 经 济 损 失 2386 万

元。又据《上海撤兵区域接符实录》

记载：嘉定全县受灾 29355 户，死亡

464人，毁房 2549间。城区受灾 9000
户，死亡81人，毁房842间。

本文资料来源：《抗日战争在嘉

定》、《新嘉定大事记》；区档案局对此

文亦有贡献

娄塘纪念坊位于娄塘镇小东街，1932年3月，小东街市全被日机炸毁，当年8月，由侨胞筹款建造

国民革命军第 19 路军将领蔡

廷锴、蒋光鼐

遭日军轰炸后的嘉定城区一角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缺角亭位于古漪园内，1932年

由陈少芸集资建造，亭缺东北角，以

示东北三省沦陷

张治中将军（左一）在前线指挥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