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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川军在抗日战争中不畏

强敌、英勇牺牲事迹的电视剧《正

者无敌》 前段时间在各大卫视频

道热播。

《正者无敌》的总制片人刘晓

霖说， 陈宝国饰演的冯天魁是汲

取了多个川军传奇人物特性和经

历的产物， 希望能通过这样一种

集大成的方式， 来展现川军将领

们的诸多特征。 剧中的刘湘是历

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 而冯天魁

则是著名的川军将领范绍增和王

铭章等人的集合。

由于主人公冯天魁是一位插

科打诨的痞子英雄形象， 引发很

多观众质疑： 历史上究竟有没有

冯天魁这么一个人物？ 历史上真

实的川军将领是什么样的？

《正者无敌》中川军将领原型揭秘

4 1 军代军长王铭章 滕县保卫战中英勇牺牲

8 8 军军长范绍增

擅打姨太太“外交牌”

《正者无敌》 最大的看点，

当数冯天魁的几位性格迥异的

姨太太之间的明争暗斗。 这个

桥段的诞生，据编剧石小克说，

来源于那个时期的川军将领范

绍增。 这位历史上著名的川军

将领，姨太太多达四十位，而他

的“姨太太外交”更成为了当时

的奇闻。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 范绍

增为便于金屋藏娇， 讨姨太太

们的欢心， 斥巨资在今重庆大

礼堂对面的民国路， 修建了占

地面积很大的公馆———范庄。为了让姨太太们跟上时代的

步伐，范绍增专程从上海聘来教师，培养妻妾们学习西方

文化。太太们开始西化，尤其是年轻貌美、文化较高的赵蕴

华、何蜀熙，后来成了重庆上流社会的两朵交际花，对范绍

增帮助很大。

国民党政府内迁重庆后，范绍增腾出范庄，先后在范

庄住过的有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等。范绍增专派品位颇

高的赵蕴华、何蜀熙两位姨太太整日陪伴在何应钦夫人王

文湘、顾祝同夫人许文蓉左右，并经常送去时鲜食品、新款

服饰、金银珠宝等。“姨太太”路线大获成功，此后，范绍增

连连升迁。

抗战中，范绍增也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前动员会上，他

对官兵们讲：“过去打内战，都是害老百姓。 这回抵抗日本

侵略，我就是倾家荡产，拼命也要同你们在一起，把日本人

赶跑。 ”

1939 年初， 时任第 88 军军长的范绍增率部出川，在

江西东乡一带同日军作战；次年夏，又转移浙西作战；冬，

调太湖张渚地区担任防守。 日军第 22师团长土桥一次指

挥日伪两万多人进犯，在宜昌一带展开激烈的拉锯战。 范

绍增亲临第一线督战，终于击败日军。

1942 年 5 月 28 日， 范绍增率部击毙日军第 15 师团

长酒井中将。酒井被炸身亡，引起很大震动，因为在日本陆

军历史上，在职师团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第一个。

5 月 29 日， 范绍增率 88 军又击伤日军第 40 师团少将旅

团长河野，连创两大辉煌战绩。

川军总司令刘湘

弥留之际勉励将士抗战到底

《正者无敌》 中的刘湘并

不是一个杜撰的影视人物，可

以说，该剧最大程度还原了历

史上这位风云人物的真实面

貌和传奇人生。

刘湘生于 1889 年， 儿时

曾读私塾和县立高等小学。

17 岁投笔从戎， 考取四川武

备学堂，后又考取四川陆军讲

习所和四川陆军速成学堂，20

岁毕业， 分配到清朝新军第

33 混成旅 65 标任见习军官，

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军阀混战时期， 职业军人出身的刘湘通过与四川地

方各派军阀的较量和混战，地位不断得到加强。 最终，刘

湘由一名职业军人变成四川地区的头号人物。

抗日战争爆发后， 刘湘顺应时代潮流， 积极参加抗

日，由一名封建军阀转变成为爱国将领。 川军首领刘湘的

抗战决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鼓舞着整个军队的士气。“七

七事变”之后仅 3 天，刘湘便电呈蒋介石，并通电全国各

省市军政长官，请缨抗战。 此后一个月内，刘湘在川多次

发表讲话，并调防军队，准备粮草，积极备战。 同年 8 月 7

日，刘湘乘飞机离川参加国防联席会议，商讨抗战事宜。

在国防联席会议上， 刘湘说：“日本人的军事力量虽

然比我国强，但其必须利用交通线，才能展其所长，离开

交通线，不但军队调动困难，给养补充更不容易。 我们只

要采取正规、游击两种战术，在交通线两侧及其前方后方

与敌周旋，即可作持久战。 抗战最后胜利必属我国。 ”

1937年，当国民政府由南京迁往四川重庆之际，刘湘

以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 23 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亲率

十多万川军赴南京，出川抗日东征。 临行前，他对部下说：

“我过去打了几十年的仗，都是内战。 如今大敌当前，有了

抗战的机会，正好尽力报效国家，见信于国人，留名于青

史。 ”

刘湘出川抗战之时，已抱病在身。 同年 11月，当日本

大举向南京进攻、刘湘正在积极筹划保卫南京、抗击日寇

之际，突然旧病发作，第二年病逝于武汉。 临终时，他仍勉

励川军将士抗战到底：“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 川军则一

日誓不还乡。 ” (综合《石家庄日报》、《北京晚报》)

主动请缨 出川抗日

《正者无敌》的结尾，冯天魁

英勇抗敌，最终战死沙场。 而这悲

壮的最后一战， 创作素材源于历

史上的滕县保卫战，而这个原型，

就是著名的川军将领王铭章。

王铭章，1893 年出生于一个

小商人家庭，四川新都人。1914年

毕业于四川陆军军官学校， 在川

军刘存厚部任排长。 由于他勇敢

善战，由中下级军官而逐渐升职，

1936年，晋升陆军中将。 1937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王铭章

请缨抗日，率部徒步出川，奔赴抗

日杀敌前线。

1937 年 12 月中旬，日本侵略

军攻陷南京后，渡过长江，沿津浦

铁路快速北上。 华北日军占领沧

州、石家庄等地后，沿津浦铁路南

下，企图南北夹击，速战速决，把

中国军队的主力全歼在徐州一

带。 中国军事当局识破了日寇的

诡计， 决定分兵把守津浦铁路两

端， 并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日军精

锐第五师团（师团长坂垣征四郎

中将）和第十师团（师团长矶谷廉

介中将）。

1938 年 3 月上旬， 第二十二

集团军第 41 军代军长兼 122 师

师长王铭章奉命固守山东省滕

县， 阻击南下的日军第十师团主

力， 防止它与由东而来的第五师

团在滕县南面的台儿庄会师。

此时的滕县县城内， 由王铭

章指挥战斗的兵力只有 3000 多

人。 兵力如此薄弱，很难抵抗优势

敌人的大举进攻。 但滕县周围的

友军也无法增援。 于是王铭章抱

定与敌人拼搏到底的决心， 积极

组织防御，准备和日寇血战。

王铭章判断敌军要夺滕县，

势必先攻东关， 于是积极加强东

关城墙的工事。 他还命令预备部

队彻夜抢运弹药入城， 储备足够

的弹药。 他命令每个战士必须配

备一箱手榴弹（每箱大概 5 0 枚），

这些手榴弹成为守城战中最得力

的武器。 他还命令将四面城门关

闭堵死，没有他的手令，任何人不

得擅自出城，否则就地正法。

手榴弹齐发 轰退敌人

1938 年 3 月 16 日早上 8 时，

日寇一个联队攻击到滕县县城东

关外， 其炮兵开始以密集的炮火

向滕县东关、西关等地猛轰起来，

接着，12架敌机飞到县城上空，疯

狂地轰炸扫射。10时许，敌人的炮

击忽然停止了， 敌机也几乎在同

时飞得无影无踪。 守军的机枪、步

枪声也随之停顿下来。 一时间，空

气变得死一样的沉重， 显示出大

战前的异样沉寂。

半小时之后， 敌人的炮火忽

然集中一点向县城东关南部突出

的城墙猛烈轰击，不到一刻钟，那

段城墙被轰开了一个十多米长的

大口子。 接着，敌人集中了轻重机

枪数十挺对缺口猛烈扫射， 步兵

随后发动了进攻。 守城的士兵最

初猝不及防，有不少战士伤亡，但

他们很快避开炮轰， 隐蔽在缺口

两侧，严阵以待。

弥漫的硝烟刚一散去，敌军步

兵五六十人就跳进了缺口外的寨

壕，开始向缺口发起冲锋。 守城的

连长立刻命令战士每人手握四五

个手榴弹， 一起向冲锋的鬼子扔

去，霎时间，鬼子“叽里哇啦”一阵

怪叫，丢下 50多具尸体逃了回去。

守城士兵用同样的办法，连续打退

了敌人的三次冲锋。

以寡敌众 顽强坚守

当日下午 5 时， 敌人发动了

第三次大规模的攻击。 这一次，敌

人的火炮增加到 30 多门，还有每

批十架以上的敌机轮番到前线轰

炸。 日寇也非常狡猾，这回攻击目

标不仅以东关正中为重点， 而且

把炮兵火力延伸到东关城内，发

挥他们炮火强大的优势， 狙击守

军支援第一线。 敌人的步兵由每

次一个小队兵力攻击， 改为一次

三个小队，每个小队相距约百米，

前后跟随，像波浪一样向前进攻。

守军在这种攻击下伤亡惨重，日

寇曾一度攻入东关。 经过激烈的

肉搏，傍晚时分，攻入城内的敌人

都被消灭了。

深夜， 日军第十师团各种部

队和重炮兵部队约 3 万人将滕县

县城围得水泄不通。 中国军队曾

经试图从临城方向增援滕县，但

遭到日寇的阻击。 王铭章看到滕

县已成孤城，就作了最坏的打算。

他对部下说：“主力部队正在台儿

庄一带布置口袋， 要消灭突击南

进的坂垣师团和我们现在的敌人

矶谷师团。 因此，上峰命令我们再

坚守一天，给外围部队争取时间。

敌人已经把城围住， 我们是以寡

敌众，再坚守一天，各位有这个信

心吗？ ”团旅长们纷纷站起身来，

说：“我们愿意和师长一道跟鬼子

拼命，决不放弃一寸土地。 ”

坚守四昼夜 英勇牺牲

17 日早晨 6 时， 日军以五六十门山野

炮的密集火力向滕县发起了猛烈轰击，同

时，20 多架飞机临空投弹、扫射，整个县城

一时间烟尘弥漫，墙倒屋塌，爆炸之声震天

撼地。 全城一片火海，遍地都成焦土。

两个小时的炮击后， 日寇开始向东关

进攻。 敌人以十多辆坦克为先导，掩护其步

兵向东关被轰塌的缺口发起冲锋， 守军伤

亡惨重。

下午 2 时， 敌人突然向南城墙发起进

攻。 在日寇重炮和飞机猛轰两个小时之后，

南城墙几乎被夷为平地。 由于敌人攻击突

然，守军战士猝不及防，一时血肉与砖石横

飞，牺牲惨重。

在敌人攻进东关时， 王铭章亲临城中

十字路口指挥战斗。 他在最后关头向二十

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发出了电报：“从晨至

午，（敌）不断猛轰，城墙缺口数处，敌步兵

屡登城，屡被击退，毙敌甚多。 职决心死拼，

以报国家，以报知遇。 ”

敌人入城之后，又很快占领了西关，控

制了制高点，向城内的守军扫射。 王铭章这

时已无完整部队可用， 只好向西关火车站

转移， 准备与在那里的三七二旅部继续指

挥战斗。 当他行至电灯厂附近时，遭到占领

西关城楼的日军的密集扫射。 王铭章身中

数弹、血流遍地。 他挣扎着对随从们说：“你

们去吧，继续和敌人拼命，不要管我，我死

在这里是很痛快的！ 中华民族万岁！ ”

王铭章率部坚守滕县四昼夜， 共 108

个小时， 守军与数十倍于己的日寇英勇搏

斗， 三千多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民

族的生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赢得时间 促成台儿庄大捷

滕县恶战， 大大阻滞了日军南犯徐州

的计划， 为中国军队赢得了充分准备鲁南

会战的时间， 对围歼突进到台儿庄地区的

坂垣、矶谷两师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五战

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感慨地说：“若无滕县之

死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 台儿庄之战果，

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

王铭章后被追赠为陆军上将。 他的灵

柩在 1938年 5月 9日运抵武汉大智门火车

站，武汉万人空巷前往迎灵。 中共代表吴玉

章、董必武，八路军代表罗炳辉等参加迎灵

公祭。 毛泽东、吴玉章、董必武送了挽联：

“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

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 朱

德、彭德怀、周恩来联名撰赠挽联：“一旅守

孤城， 为民族解放事业牺牲， 真是炎黄子

孙，流芳青史；万人兴义愤，抗日本帝国主

义侵略，将使沦亡大地，复兴中华。 ”

1938 年 6 月 15 日，成都 8 万多人到牛

市口迎接亡灵，8 月 30 日，忠骨运至新都安

葬。 次日，新都举行数万人公祭，数架飞机

在空中散发宣传王铭章事迹的传单。 事后，

在成都少城公园铸造了将军骑马铜像，表

达了四川人民对抗日英雄的崇敬。

冯天魁原型并非一个人

王铭章

范绍增

刘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