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甲午战争以来

中国军队首次出国

作战

中国远征军是抗日战争

时期中国为支援英军在缅甸

抗击日本法西斯、保卫中国西

南大后方而建立的出国作战

部队，也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

军队首次出国作战，并立下赫

赫战功。

抗战爆发后，中国急需大

量物资和外援， 遂于

1938

年

修筑滇缅公路，滇缅公路成为

中国抗战的输血管。 日本为切

断“第三国”的援华活动，

1939

年冬，日军占领南宁并切断我

通往越南海防的国际交通线，

1940

年春对滇越铁路狂轰烂

炸，迫使法国接受停止中越运

输的要求。 当年

9

月，日军侵

入越南并与泰国签订友好条

约，滇越线全面中断，滇缅公

路由此成为唯一一条援华通

道。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

在短时间内席卷东南亚，随即

矛头直指缅甸。

为了保卫缅甸，早在

1941

年初，中国就提出进入缅甸布

防的要求，但英军不愿外国军

队深入自己的殖民地，一再拖

延 、 阻挠中国远征军入缅 。

1942

年

1

月，日军全面进攻缅

甸，英缅军队一路溃败，这才

答应中国军队入缅参战。 中国

随即成立中国远征军第

1

路

司令长官部，率部开赴缅甸战

场。 由于英国坚持“先欧后亚”

的既定战略，对保卫缅甸失去

了兴趣，一再撤退，使中国远

征军保卫缅甸的作战变成了

掩护英军撤退的战役，但中国

远征军仍然取得了令盟军钦

佩的战绩。 从

1942

年

3

月中

国远征军开始与日军作战，至

8

月初中英联军撤离缅甸，历

时半年，转战

1500

余公里，中

国军队屡挫敌锋，取得了同古

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仁安羌

解围战、东枝收复战等胜利。

缅甸作战失利后，中国远

征军一部分退入印度，于

1943

年

8

月改编为中国驻印军， 配备

了美式装备 ， 战斗力大为提

升。

鉴于缅甸的重要性，

1943

年

10

月， 中国驻印军实施代

号为“安纳吉姆”的反攻缅北

战役， 以保障开辟中印公路

（中国昆明至印度利多） 和铺

设输油管。

1944

年

3

月，中国

驻印军新编第

22

师和第

38

师占领孟关，消灭日军最精锐

的第

18

师团主力， 继而又一

鼓作气攻占缅北重镇孟拱。 此

前由国内空运至印度的新编

第

30

师、第

14

师和第

50

师，

已先后转运至缅甸密支那，随

即对其发动进攻 。 新编第

38

师在孟拱战役结束后，也进军

密支那。 经过一个多月激战，

密支那终于被攻克。 随后，中

国军队向日寇发动最后攻击，

中印公路被完全打通。

1945

年

3

月

30

日与英军会师于缅甸

乔梅， 缅北反攻作战结束，日

军全部撤出缅甸。

此役历时一年半，共歼灭

日军

4.8

万余人， 中国远征军

伤亡

5.8

万余人。 中国远征军

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抗日战

争史上极为悲壮的一章。

◆

胡康河谷战役

1943

年

10

月， 中国驻印

军实施代号为“安纳吉姆”的

作战计划，计划从印缅边境小

镇利多出发， 跨过印缅边境，

首先占领新平洋等塔奈河以

东地区， 然后翻越野人山，以

强大的火力突破胡康河谷和

孟拱河谷，占领缅北要地密支

那，最终打通云南境内的滇缅

公路。

担任主攻任务的是中国

驻印军新

1

军，下辖孙立人指

挥的新编

38

师和廖耀湘指挥

的新编

22

师 ， 兵力近

3.5

万

人， 配属英军温盖特部队、第

36

师各一部和美军第

5307

部

队、第

10

航空队一部。 对手是

日军王牌部队第

18

师团 ，共

有兵力

3.2

万人。 该师团以凶

顽闻名，参加过进攻上海和南

京的作战，是南京大屠杀的元

凶之一。

胡康河谷位于缅甸最北

方，山高林密，河流纵横，雨季

泛滥 ， 当地人称之为“野人

山”。 前一年中国远征军败退

时曾经闯入过这块禁区，损失

惨重。

1943

年

10

月

24

日，中国

驻印军新编

38

师

112

团进入

胡康河谷，战役随即打响。 日

军以第

114

联队守密支那，以

第

55

联队和第

56

联队向前

线增援。 而中国军队因史迪威

参谋长波特纳研判日军兵力

有误，

112

团很快被日军包围，

和整整一个联队的日军对峙

了

50

天； 但占尽兵力和火力

优势的日军，始终未能攻克中

国军队阵地。

112

团被日军包围后，孙

立人率主力急行军

20

多日，

穿过野人山赶到胡康河谷，

12

月

24

日向日军发起攻击 ，经

过

6

天激战，重新夺回了被日

军占领的阵地，击毙日军千余

人。

1944

年

1

月，日军退守胡

康河谷内的达罗至太白加一

线，中国军队兵分两路向南进

击。 左路为孙立人指挥的新编

第

38

师， 右路为廖耀湘指挥

的新编第

22

师。

1

月中旬，左

路

38

师 夺 占 日 军 各 外 围 阵

地，右路

22

师渡过塔奈河，进

至达罗北面附近的百贼河。

1

月

28

日拂晓， 从太平洋起飞

的美军飞机开始对日军阵地

实施猛烈轰炸，迫使日军突围

后撤。

2

月

1

日，新编

38

师占

领太白加，使中国驻印军在缅

甸境内站稳了脚跟，开辟了向

纵深地区进攻的道路。

3

月

8

日， 新编

38

师第

113

团、 战车第

1

营和美军拉

加哈德突击队向龟缩在瓦鲁

班的日军发起攻击 ，

9

日占瓦

鲁班， 歼灭日军第

18

师团一

部。

◆

同古保卫战

1942

年

1

月，日军占领缅

甸首都仰光 ，同年

3

月，在中

国远征军第

200

师师长戴安

澜的指挥下发动了同古战役。

蒋介石的计划是，以第

200

师

不惜代价死守同古争取时间，

掩护远征军主力向同古一带

集结。

第

200

师是一支机械化

装备并在抗日战争中屡建奇

功的部队。

1942

年

3

月

7

日，

该师日夜兼程到达同古。 同古

是仰曼铁路的重要城市和战

略要地，因而被日军视为“必

须迅速占领”之地。 我方则认

为，同古与西线普罗美和东线

毛奇互相呼应，构成阻止日军

北犯的屏障，尤其是仰光失陷

后， 同古争夺战显得更为重

要。

3

月

18

日，日军向同古推

进，英军同时撤往普罗美。

19

日起 ， 日军第

55

师团第

112

联队向同古发起攻击， 第

143

联队于

20

日投入战斗。 双方

激战

12

天之久， 日军遭到太

平洋战争开战以来未曾遇到

过的猛烈抵抗。

由于西线英军始终没有

采取积极行动配合，中国远征

军后续部队也未能按计划运

送到同古前线，第

200

师苦战

12

天，伤亡

2000

余人，内缺粮

弹 ，外无援兵 ，面对增援后四

倍于己的敌人， 困守孤城，形

势危急。

29

日晚，在戴安澜的

指挥下， 第

200

师安全突围，

连一个伤兵也未丢下。

同古保卫战是缅甸防御

战期间，作战规模最大、坚守

时间最长、歼灭敌人最多的一

次战斗。 而且在中国军队仰光

失陷的不利形势下， 同兵力、

装备都占优势并拥有制空权

的敌军苦战

12

天， 最后安全转

移，不能不说是很大的胜利。

◆

松山战役

松山扼守着滇缅公路的

要冲，因战略地位重要被军事

专家称为滇缅路上的“直布罗

陀”。

20

世纪

40

年代，一支精

锐的日军部队盘踞其上，用一

年时间修建了极为复杂的永

久性工事 ，形成进可攻、退可

守的战略据点，从而牢牢控制

着怒江战场的主动权。

这支精锐的日军是第

56

师团下属的拉孟（松山）守备

队， 是一支步炮混成部队，兵

员共计

1400

人，配备有重炮、

山炮 、战车 、高射机枪等强大

的组合火力。 要拿下松山，必

将是一场难度极大的攻坚战。

1944

年

6

月

4

日 ，

30

架

美军战机以猛烈地轰炸开始

了松山血战的前奏。 第

71

军

新

28

师从山脚开始仰攻，该

军另外两个主力师和第

6

军

的新

39

师主力则绕过松山进

攻龙陵县城，以切断龙陵之敌

对松山增援。

情报称山上的日军只有

300

余人和数量不多的火炮 、

机枪。 中国军队接近山顶时，

日军却突然卷起了狂飙 ，机

枪 、小炮 、掷弹筒从隐蔽的地

堡中喷出火舌 ， 形成交叉火

网 ，地雷 、手榴弹的爆炸声响

成一片，中国士兵顿时像被割

草一样纷纷倒下；主攻团

1

营

只退回一排人，营指挥官全部

牺牲在山头，而这一切仅仅发

生在

15

分钟之内。

中国军队开始了更大规

模的进攻，然而依然是第一次

进攻的翻版， 仍以失败告终；

接下来的几次进攻也均告失

败，战况异常惨烈 ，在半个月

的时间里 ， 进攻部队已伤亡

3000

多人，一时陷入了无计可

施的境地。

战至

6

月底，伤亡惨重的

中国远征军终于攻入了腊孟

寨 ，击毙日军百余人 ，同时扫

清了松山的外围阵地，将日军

压缩于松山主阵地。 至此才获

悉，松山日军守备队共有兵力

1400

多人，而不是先前估计的

300

多人； 同时拥有

100

毫米

榴弹炮

8

门 ，山炮

4

门 ，机枪

百余挺，战车数辆。

一开始，怒江战役的主攻

方向并不是松山， 而是腾冲。

远征军司令部的意图是将部

队分为左右两翼， 左侧松山、

龙陵由一个军佯攻，右翼腾冲

由

20

集团军主攻，

11

集团军

担任增援。 主攻腾冲的战役打

响后，由于情报泄露 ，致使中

国军队屡屡受挫， 伤亡惨重，

开战头一周中国军队就伤亡

逾万；更糟糕的是

6

月雨季将至，

一旦江水上涨，背水作战的中

国军队，攻势必将自行瓦解。

在怒江战场上，中日军队

的数量比约为

10

：

1

，中国军队

20

万人，日军不足

3

万人。 如

果中国军队不能击败当面之

敌，盟国的战略物资将无法通

过陆路运进中国抗日战场，而

仅靠代价高昂的“驼峰 ”空运

如杯水车薪。 因此，必须打通

滇缅运输线。

按照远征军代司令卫立

煌的作战方案，中国远征军的

20

万大军先后全部投入战场。

此时的战场形势错综复杂：左

翼松山龙陵，中国军队与日军

增援部队展开了激战；右翼腾

冲， 第

20

集团军的

6

个师围

攻日军

148

联队，双方厮杀得

难解难分。 对于中日双方军队

来说，取胜的关键就是夺取和

守住松山。

中国士兵改变战术，不再

朝火网里冲锋，而是相互用火

力掩护，从四面朝外围的日军

地堡匍匐前进，达到攻击距离

时，先用手榴弹、炸药包炸，然

后用火焰喷射器把地堡里的

日军烧死 。 由于是从外围进

攻， 背后没有敌人的地堡，中

国士兵伤亡大减，而作战效率

大增。 到

7

月下旬，中国军队

的阵地已稳步推进到离主峰

子高地不到

500

米的阴登山、

大垭口 、黄家水井一带 ，但再

也无法前进，因为山坡太陡峭

了， 士兵连射击都要仰起头。

这时，指挥官想出了一个古老

的主意 ，就是挖地道，从松山

下面挖通道到子高地，然后用

炸药把日军送上天。

1944

年

8

月

20

日清晨 ，

一声巨响过后，松山主峰被炸

出两个

40

米宽 、

30

米深的大

坑，日军中央主地堡也被炸飞

了 。 中国士兵迅速向山顶冲

击，与残敌展开了激战。

9

月

1

日， 蒋介石下了一道死命令，

限中国军队在“九·一八”国耻

日前拿下松山。

9

月

7

日，中国

军队全歼松山日军，松山战役

结束。

松山战役历时

120

天，中

国官兵阵亡

8000

余人， 日本

守军除一人化装突围外，其余

全部战死，双方阵亡人数之比

接近

6

：

1

。

抗日战争时期，缅甸战场

既是中国和太平洋两大抗日

主战场的战略接合部，又是东

南亚战场的主要作战地区。 中

国军队曾两次进入缅甸对日

作战，不仅有力地支援了盟军

在中、印、缅战场的对日作战，

打通了中国西南国际运输线，

提高了中国正面战场的战争

能量，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崩

溃，而且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

焰，大长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

感。 （据《人物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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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史

随着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在各地热播，很多人由此知道了中国抗战史上一支特殊的军队———中国远征军。 那

么，历史上的中国远征军究竟是一支怎样的军队，他们在缅甸的真实遭遇又是怎样？

中国远征军鏖战滇缅

中美指挥员商议松山作战方案。

中国远征军装备的美式装甲战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