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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纪念地纪念馆·

长城抗战两丰碑

李秉刚

一　遵化长城抗战阵亡将士公墓

1933 年 3 月初, 日军在侵占热河后, 南犯长城, 妄图谋取华

北。3 月 9 日, 日军以铃木、服部两旅团为主力组成的步、骑、炮兵

联合纵队万余人, 逼近长城喜峰口、罗文峪口, 原守军不战而退。在

紧急关头, 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调往喜峰口、罗文峪口增援。原驻

遵化的第一�九旅赵登禹部一日跑了 170 华里, 先敌赶到喜峰口,

抢占了长城一线高地, 随即与敌展开激战。我军迭次歼敌于阵地

前, 当夜退敌千余米。次日一整天激战, 由于敌人炮火猛烈, 我军伤

亡惨重, 赵登禹腿部也受了轻伤。当晚 8 时许, 赵登禹带伤率全旅

2000 余人渡过滦河绕向敌后 (以王长海团 500 人敢死队为先锋夜

袭) , 毙敌 300 余人, 毁炮 18 门, 我军也伤亡 200 余人。从 12 日至

16 日, 二十九军各部又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 17 日、18 日在罗

文峪口也击退了进犯之敌。整个喜峰口、罗文峪口之战毙伤敌军

3000 余人, 我军也付出了重大牺牲。5 月下旬该部奉命撤出长城一

线阵地。

战事结束后,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在遵化县石门镇

四村购义地一块, 将阵亡将士的遗骸收殓安葬, 于 1935 年 4 月建

成公墓。公墓占地 5815 亩, 其中单墓 280 座, 大公墓一座。大公墓

呈圆形, 高 2 米, 直径 4 米, 内葬残缺不全尸骨 36 麻袋。公墓前立

石碑一通, 通高 214 米, 正面镌刻“阵亡将士公墓　国民政府军事

632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委员会北平分会建　中华民国廿四年四月”等字样。该公墓 1982

年由遵化市人民政府公布为该市重点保护文物。

二　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

1933 年 5 月 23 日, 正当国民政府代表、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

长黄郛与日军和谈, 协商停战事宜之时, 日军第八师团铃木旅团和

川原旅团福田支队向密云、怀柔我军防线发起了猛烈进攻, 并以一

部迂回我军后方夹击。在该地防守的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傅作义

部官兵奋起反击, 与敌进行了血战。

第五十九军 4 月 29 日接到命令, 从张家口赶赴昌平增援。全

军用每小时 20 华里的速度跑步赶赴阵地, 5 月 1 日全部到达昌

平。5 月 15 日, 该部开赴怀柔西北高地经石厂至高各庄一线构筑

阵地; 17 日在此阵地后 30 里的半壁店、稷山营一线构筑主阵地。

5 月 23 日凌晨 4 时许, 日军以重野炮 30 门、飞机 15 架轰炸

扫射猛烈进攻。我军运用“近战狠打”的战术, 给敌以重大杀伤。绕

道来袭之敌也被拦击。由于敌人火力强盛, 在敌炮火轰炸下, 有的

阵地上全连官兵被炸死五分之四, 而阵地屹然不动; 有的阵地被敌

占领, 又被我军反击夺回。官兵们多次与敌肉搏, 打退了日军一次

次进攻。至下午, 北平军分会下令该部后撤, 但战事正酣, 傅作义等

认为不能在敌人火力下撤退, 遂一直坚持到晚 7 时战事渐渐沉寂

后, 才开始向高丽营撤退。在长城抗战这最后一场恶战中, 共毙日

军 246 人, 伤 500 余人; 我军防亡 367 人, 伤 484 人, 在中国抗日战

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停战协定签订后, 第五十九军于 6 月回防绥远。9 月日军撤离

后, 傅作义派人备棺木殓衣, 到作战地带寻得阵亡官兵遗骸 203

具, 全部装棺运回绥远, 安葬在归绥 (今呼和浩特) 城北大青山脚

下, 建成抗日战死将士公墓。公墓占地 120 亩。正前方为墓门; 中

为墓道, 两侧立有 6 座石碑; 后侧为纪念厅, 厅后为墓区。陵园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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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有烈士纪念塔。纪念塔正面刻“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

公墓　傅作义敬建　中华民国廿二年十月”几个大字, 下方镌刻由

胡适撰文、钱玄同书丹的碑文。碑文详细记述了第五十九军怀柔抗

敌的经过, 高度赞誉了该部“一千多个中国健儿用他们的血洗去了

那天的城下之盟的一部分的耻辱”。并在文末饱含深情地作铭曰: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公墓碑建成后, 由于当时国民政府与日本侵略者已签订了丧

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下令将一切抗日的纪念物予以掩盖。不得

已, 傅作义下令将原来的碑文前加上一层掩盖, 上书“生灵在兹”四

个大字。胡适得知后, 感慨系之, 特赋诗一首:

大青山公墓碑

雾散云开自有时, 暂时埋没不须悲。

青山待我重来时, 大写青山第二碑。

抗日战争胜利后, 公墓碑文重见天日。1983 年, 呼和浩特市人

民政府拨款将整个陵园整修一新, 并增设了两处耳房、一处花坛;

接着, 又拨款 30 万元修路植树, 以烈士陵园为中心建成了公主府

公园。如今, 这里绿树成荫, 成了人们祭奠抗日先烈, 接受爱国主义

教育和休息游览的场所。
(本文系参照胡适撰写的碑文等资料和刘震、孙兆文、崔洲平所提供资料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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