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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山阳镇东方村七组龙泉

港中的是一座地堡，它的周围已杂草

丛生，孤零零地在港边已少人问津。

中国的抗日战争表明，中国人民是不惧怕任何强敌的，中华儿女在外来侵略者面前是能够一致对外、奋起抵抗并战而胜之的，中华民族是不可欺侮的，也是不可战胜的

金山卫东南沿海历来是国防

要塞之地，1937年日军进犯前夕，

国民党驻军在东南沿海一带修筑

了简易工事，卫城曾筑炮台 10
处，在卫城至松隐等地一周内挖成

长达百里战壕，以防御日寇进犯。

日军占领金山后，大肆推行

“堡垒政策”，在山阳、金卫和金山

嘴沿海一线及其他集镇遍筑碉

堡，并在交通要道设置三层炮

楼。至 1946 年，金山全县尚有碉

堡工事 32 座，后由于失修倾毁，

县境内到解放前夕仅剩碉堡 21
座。

在为时八年的抗战中，金山的人民群众也同

样自发地奋起与敌人作斗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的侵略。亭林小学教师沈其睿，当日军拉夫要他

背行军锅时，沈其睿怒目圆睁，面对手握武器的

日军，严辞申斥，“我是中国人，不做亡国奴”，他

飞起一脚把行军锅踩得粉碎，鬼子为此大怒，举

起刺刀对着沈其睿老师连刺两刀，沈老师壮烈牺

牲。1938年春，日军在朱行乡红星九组“扫荡”，

面对放火烧房的日寇，农民王金福满腔怒火，赤

手空拳冲上去同鬼子博斗，被鬼子砍成重伤。

1937年底，朱泾镇南油车浜来了一个日本兵，揪

住了农民黄友仙的妻子欲强奸，黄友仙不堪忍

辱，奔进厨房拿起一起菜刀，向鬼子头上猛砍下

去，鬼子当场丧命，村民们掩埋了日军尸体，人心

大快。1938 年 11 月的一天下午，一名日兵流窜

到朱泾乡斜泾渡，对农民彭云飞的妻子正欲强奸

时，彭云飞手执木棍，在日兵背后猛击一棍，日兵

狼狈逃窜，前面一条大河，他扑到大河中企图逃

命，附近老百姓闻讯后围堵日军，把他从河中拖

起，用木棍、扁担像雨点般打下去，很快把敌人活

活打死，为了防备敌人报复，大家把敌尸转移隐

藏。第二天大队日军来找，一无所获。山阳乡天

主堂边有一农民，日军要强奸他家 13 岁的童养

媳，他奋起反抗，不幸被日军用刺刀戳死。1942
年 2 月，有进步人士发起创办张堰书院，书院曾

拒绝教授日语，教师倪静尘虽家贫如洗，但断然

拒绝去满洲国的学校任职。学生钱荣国将贴在

学校附近的“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等标语

撕个精光。金卫小学每当日军上日语课，学生全

部跑光。

1939 年春，金山卫卫城居民叶迪奎不堪忍

受日军欺侮，参加了 45 旅游击队的除寇小组，

一次他们在东门街上偷袭时，击毙了一名日

军。1943 年，日伪进行清乡，在金山卫至乍浦

的海塘上，搞了竹篱笆封锁线。沿竹篱笆修筑

碉堡，每隔 1.5 公里设一“检问所”，盐民和渔民

出海必须经“检问所”检查，而且由于不能直接

出海劳作，还要绕道才能经过“检问所”，妇女还

经常受到侮辱。于是数百渔民、盐民暗中串联，

在一天夜里刀砍手拔，从金山卫到裴家弄，把修

起的竹篱笆一根不留，全部拔掉堆起后一把火

烧光，日伪军妄费心机建起来的“清乡”封锁线，

就在渔民和盐民们的“怒火”中烧了个精光。后

来，日军又强迫民工再修竹篱笆，民工在竹篱笆

上留了不少洞，使日寇的“清乡”封锁线枉费心

思一场空。

抗战篇

1937 年 11 月 5 日拂晓，大雾弥漫，日军 3 个登

陆编队10多万兵力，从西起白沙湾、东至漴缺长达

15里的沿海偷袭登陆，中国守军急起抗击。

根据史料，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当时的金山

卫，由国军62师驻防，并在金山卫、山阳、漕泾修筑了

筒单战壕。当时，国民党政府错误研判形势，认为

“敌虽有浏河西北及杭州湾登陆之企图，然登陆部队

最多一个师。”正是由于错误地研判，第62师奉命调

防浦东川沙，由驻在浙江的第63师移驻金山卫。正

当部队调防之际，金山卫漫漫海岸线仅1个连守金山

卫西南海月庵，另有一62师炮兵辎重排驻卫城蛇王

堂。在漕泾漴缺王子隆营留一个排兵力留守。

日军偷袭金山卫，中国驻军虽然措手不及，但

还是奋起反击。守卫在海月庵的一连兵力，与敌

人拼杀。连长用重机枪猛扫，杀伤大量敌军，直至

枪筒爆炸，才北撤。突围出来的6名战士后来被困

一土坯砖房仍顽强抵抗，他们以枪声回答敌人的

诱降，最终被活活烧死。一切平静后，当地村民在

废墟中找到了至死仍英勇抵抗的“六壮士”焦如黑

炭的尸体。在蛇王堂炮台驻守的 62 师辎重排的

20余名官兵，向涌入南门的日军发炮轰击，但由于

海防工事简陋，弹药缺乏，沿海 10 个战斗炮台，竟

有 6 个无炮弹，仅蛇王堂炮台向日军发炮，毙敌数

十人，后日军炮火轰毁蛇王堂炮台屋顶，20余官兵

与敌开展了肉博战，在毙敌数十人后，全部壮烈殉

国。在漕泾塔港，12 名盐警面对强敌，奋起抵抗，

11人英勇牺牲在战场上。

值得一提的是，在漕泾漴缺，日军遭到了我军

62师王子隆营留守排官兵的有力阻击。11月 4日

夜，王子隆营奉命调防川沙，夜行军至拂晓，部队

已到达奉贤新寺附近。王子隆接到留守排通讯员

送来的特急报告后，不容迟疑，他等不得军令下

达，率部火速返回，抗击入侵之敌。当全营官兵火

速跑步进入漴缺阵地时，大批敌人正在第二次爬

上海滩，怒火满胸的王营长一声令下，一阵手榴弹

在敌军中开花，日军顿时血肉横飞。待敌军回过

神来反扑，我军的三挺机枪一阵猛扫，又一批日军

倒了下去。日军遭遇我军有力阻击，不明底细，只

能借助飞机、大炮掩护，再一次向我阵地扑来，王

子隆营长此时左臂中弹，但他奋不顾身，果断指

挥。子弹打光了，面对凶残的敌人，战士们展开了

肉搏战；王子隆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又一炮弹袭

来，击中了他的腹部，使他身负重伤，才被送离战

场，后因失血过多，担架抬至奉贤胡桥境内，在路

上壮烈牺牲。王子隆部的全营官兵，在打退日军

多次反扑中，大部分战士壮烈为国捐躯。

循着史料追寻，金山有记载的游杂部队有

七、八支，这些地方武装大多参与抗日杀敌，在

各地神出鬼地打击日本侵略军。

1937 年日军占领县治后，开始在朱泾、张

堰、枫泾和金山卫城等地驻军 2000 多人。1938
年初，亭林驻日军一个团，朱泾、枫泾、张堰、山

阳等地驻日军警备队、宪兵队等。到1944年，县

境内驻日军仅 300 余人，其中县城 100 人，干巷

20 人，金山卫 40 人，张堰 50 人，松隐 20 人，钱

圩、廊下 20 人。正是由于驻军有限，有利于地

方武装神出鬼没地与日本侵略者周旋。

1937 年 12 月，张堰人李新民收集枪支，成

立抗日自卫团，约 200 余人，分驻张堰等邻近地

区；1938年李新民为金山县长兼金山县民众抗战

委员会主任。1938年 10月，松隐人徐乐同受第

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委任为金山县长，联络了沪杭

抗战部队沈俊生部和王八妹沪杭游击队部等，在

廊下五区头成立了抗日县政府，后迁至钱家圩、

刘家堰桥、李家圩、马家湾等地，李新民的抗战委

员会也并入了徐乐同的县政府，使小股日军走出

据点，就处处陷入挨打的境地。

抗战初，在朱泾兴塔一带，有支游击队伍，队

长姚杏林被委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二大队队

长，后收编为“忠义救国军第九支队第四大队”，

部属 500人，驻地为兴塔韩家坞。1938年春，日

军炮艇3艘途经泖桥，被姚杏林部击沉两艘，日军

死伤数十人。日军为此进行报复，1939年，日军

进攻韩家坞，姚杏林部与日军激战一昼夜，日军

死伤多人后撤退。姚部撤到钱圩李家廊下，联合

沈俊生部等抗日武装，围歼日军，击毙日军30余

人。之后，沈俊生部作为淞沪抗战自卫团八支队

三大队武装力量，炮轰松隐日军炮楼，之后又在

后岗激战，击毙日军指挥官荒木政夫大佐。

更值得一提的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浦南先

遣支队和浙东新四军海防大队等活跃在江浙沪

沿海地区，1938年初，中共金山县委委员王承昭

也组织起一支“金山抗日义勇军”，在钱圩、新庙

等一带打击日军。

1944 年 11 月，14 名日军从廊下出发去吕

巷，携带 1 挺机枪，10 多支步枪。在距吕巷 3 里

的清堆庵遭到共产党领导的浦南先遣支队伏

击，敌机枪手被击毙，其余日军慌作一团，躲在

马路边用报话机求援。这次清堆庵伏击，歼敌 8
名，先遣支队无一伤亡。再如 1944年 9月，抗日

县政府派参谋曲介石等 4 人，到张堰镇执行任

务，在安东客栈击毙日军准尉小队长土沃。

早在 600 多年前的元末明初，日本海盗（倭

寇）就屡来我东南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抢劫

和大肆骚扰，残害百姓。洪武 9 年，为抗击倭寇，

金山卫筑方城以加强军事防务。

此后日本侵略我国的行径不断。1874 年 5
月，日本出兵 3600余人，入侵我国领土台湾省，迫

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要中国承认琉球群岛为

日本保护国，还要赔款50万两白银。

1894 年，即清光绪二十年，为争夺朝鲜半岛

控制权，中日爆发了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分陆战

和海战两个战场，历时 9个月。中国惨败，签订了

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1900年5月，八国联军进攻北京，镇压义和团

的反帝爱国运动。其中日本最凶悍，日军在天津

大肆抢白银200多万两。

1901 年，日本逼迫清政府与日、俄等 11 国签

订《辛丑条约》，又是割地又是赔款。

1905 年，日、俄在中国东北大开杀戒，俄败，

日本获得我国东北南部的特权。

1915 年 5 月，日本以通牒方式逼迫袁世凯北

洋政府接受日本灭中国的“二十一条”，民众纷纷

集会，敦促北京政府拒绝日方无理要求。

1925 年 5 月，日本人开枪打死上海工人代表

顾正红，制造了“五卅”惨案，南京路上流下了中

国人的鲜血。

1928 年 5 月，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打死我同

胞4000多人，上海各界掀起反日爱国运动。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又在沈阳制造“九一八”

事变，强占我东北三省，全国人民掀起抗日救亡浪潮。

1932年1月，日军又制造事端进犯上海，日军

与上海驻军十九路军激战 33 天，上海的《申报》

称：“为悲壮、为伟大、为光荣、为永久不可磨灭

……”

1937 年 7 月 7 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开

始全面侵华。11月日军第 6、第 18师团等部在杭

州湾金山卫登陆，先后从金山卫过境，日军达

40 万人；同月占领上海，12 月占领南京，制造了

骇人听闻、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杀害中国

军民30多万人。

1938 年 10 月——1940 年 10 月，日军对晋察

冀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八路

军伤亡10万余人。

1941 年—1942 年，日军对晋察冀大扫荡。

1944年日军又用4万多兵力对晋察冀又一次大扫

荡，残酷至极制造千里无人区，运用细菌战等惨

无人道的卑劣手段残害中国人民。

1937—1945年，在这 8年中，日军对中国人民

犯下了累累血债，我国人民团结抗日，浴血奋战，

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1945年 8月 15日，日本

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在投降条

约上签字；9月 3日，中国国民政府下令举国庆祝

抗日战争胜利。

沈永昌、黎家余根据有关资料整理

9 月 3 日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第一

个值得扬眉吐气的日子，也是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日子。

将 9 月 3 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纪念日，因为这是中国人民抵抗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

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

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由全国人大常委

会专门作出决定，以立法形式确定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集中反映中

国人民的意志，使我们牢记历史，不忘过

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是十分必要的。

抗日战争的胜利来之不易。1945年

9月2日，参加对日作战的同盟国代表接

受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

湾的美军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

代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中、美、英、

苏等 9 国代表相继签字。至此，中国抗

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

落下帷幕。9月3日，中国国民政府下令

举国庆祝，放假1天，悬旗3天。

1951 年 8 月 1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由周恩来总理

签署的通告，确定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为 9 月 3 日。通告指出：本院在 1949 年

12 月 23 日所公布的统一全国年节和纪

念日放假办法中，曾以 8 月 15 日为抗日

战争胜利日。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

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

约以后。故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应改定

为 9 月 3 日。我国往年在 9 月 3 日这一

天，曾举办过多次大型庆祝活动。民主

党派“九三学社”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日子

而命名的。

由此可见，把“抗日战争胜利纪念

日”定为 9 月 3 日，是有着十分重要意义

的。

为什么把9月3日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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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军民同仇敌忾 不屈不挠抗击日本侵略军
日军金山卫登陆 我守军奋起反击、浴血奋战 八年抗战，金山抗日游击武装风起云涌 不当亡国奴，金山人民群众与日寇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

至今残存的部分工事建筑

庆祝胜利篇

据《民国上海年鉴汇编·金山县

鉴》载：“初敌寇金山卫上陆时，卫城

孔庙内留驻六十二师辎重兵二十余

人。此二十余人集合蛇王堂炮台，猝

起应战，弹如雨下，敌数十名皆毙。

敌后续部队，乃集中火力，猛向蛇王

堂围攻，我军誓死应战，一以当百，以

机抢发热，弹亦垂尽，则各以白刃与

敌肉搏，复杀敌数十人，全部从容殉

难。此实金山卫可歌可泣之战史，足

以流芳百世，庙祀千秋者也。”

抗战遗存篇日军侵华罪行篇

坐落于金山嘴渔村沪杭路边的

三层炮楼是座嘹望台，已成为金山

区文物建筑而立碑保存。

坐落于漕泾镇南厍沪杭路南、

东海路口的一座碉堡年久失修，原

有的枪眼已被水泥堵了起来。

抗战八年，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

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2日，日本国在投降书上签字；1945年9月3日，国民政府

下令全国军民庆祝抗日胜利。图为上海人民万人空巷，庆祝这伟大的胜利。

□记者 沈永昌

据《民国上海年鉴汇编·金山

县鉴》“抗战篇”记载：“自县治沦

陷，流氓地痞、散兵游勇、乘机活跃

……于是民团和游击队纷纷成立，

各部队情感较睦者互相联络，否则

武力相拼严如敌国，全县所有团

队，约分李新民，沈俊生、姚杏林三

集团”。

据《二十世纪上海大博览》1937年

12月卷记载：“12月3日上午11时，日

军约 6000 人，耀武扬威经过大世界

时，有一位中国人怒不可遏，高呼‘中

华民国万岁’口号，从爱多亚路860号

3 楼窗口跳下，这位无名爱国壮士当

场身亡。大队日军行经南京路时，路

旁人群中突然扔出一枚手榴弹，当场

炸伤日本兵3人，印捕、华捕和西探各

1 人，这个不怕死的投弹者被巡捕击

中脸部，因日军不许移动急救而牺

牲。”

日军偷袭登陆，我守军英勇抵抗

▲1941年，日军秘密修

建军事基地，在一处地道壁

上，劳工用带血的指甲刻下

的反抗字样。人民群众反抗日寇侵略游击队出没在河泊和村头田间

▲1943年，日寇设置海禁封锁线竹篱笆，被盐民渔民一夜间烧毁

本版照片均由沈永昌拍摄、搜集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