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仁安羌战役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薛庆煜

内容提要　关于仁安羌战役的史实描述,各种著述存在歧异。本文就仁

安羌战役中“英军被包围的时间”、“炸毁油田”、“关于营救被围英军的命令”、

“一一三团的运输工具”、“关于英军坦克大炮的‘支援’”等问题, 提出与一些

著述不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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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仁安羌战役的研究,在大陆与台湾,均无完整的史料可

稽,亲历其事者多已故世。近年论者, 对一些具体事实,又有不小分

歧。我仅就个人所知, 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愿与研究者和读者共同

探讨。

一　英军被包围的时间

研究者一般认为, 英军弃守马格威的时间是 1942年 4 月 14

日,但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则存在差异。一种最常见的说法是:

“4月 16日, 英军第一师已经被包围两昼夜,粮尽弹缺,水源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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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万分。” 如果此说成立,无异于承认英军 14日撤离马格威之

日,就是英军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之时。笔者认为, 这不是历史事

实,也有悖于逻辑思维。

一个部队的移动, 不论平时、战时,都要受到时间、空间、数量、

质量以及变数诸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又相互交织,故又必须综

合考虑。说 4月 14日英军自动放弃马格威完全正确,但还必须知

道英军是 14 日的何时(如早、午、晚)开始撤离的, 根据王楚英

1990年的文章 ,英军 7000多名, 各国人士 500 多名、各种车辆

300多部, 马 1000匹。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既不可能瞬间撤离马

格威,也不可能刹那间进入仁安羌。这里就有个时间、空间、数量和

质量交织在一起的问题。马格威距仁安羌 56公里, 其间是崎岖的

山路、平坦公路、抑或他型路面必须给予考虑;英军自动弃守马格

威这一变数也很重要, 后无追兵,走得自然从容。日军同样要受到

这几个因素的制约,莫可例外。考虑到这些因素,笔者估计日军先

头部队最早于 16日傍晚时始能追达仁安羌,英军被包围的时间多

半在 16日深夜方合乎逻辑。日军的跟进, 总得在英军完全撤离马

格威之后,不然怎么称得起自动弃守马格威呢? 在此情况下, 英军

企图突围,才被迫激战两昼夜, 终陷“粮尽弹缺、水源断绝、危急万

分”之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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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炸毁油田的问题

有论述说: “15日, 斯利姆(英军第一军团长)下令炸毁油田,

顿时烈火冲天,响声震地,英军夺路逃走,途为之塞。日军见油田起

火,立即⋯⋯扑向仁安羌。” 笔者认为斯利姆下令炸毁油田是不

可能的,理由如下:

(一)　英军大部在 15日还在撤退途中, 他怎肯炸毁油田、使

其“三百辆”坦克和辎重车辆失去油源?

(二)　大火蔓延, 可能殃及营房,自毁栖身之地。

(三)　被围英军, 不在油田范围之内, 何以“夺路逃走,途为之

塞?”

(四)　15日,日军可能还远处马格威以南 56公里之外,即使

油田真的起火,又怎能见到?

(五)　斯利姆并不在撤退英军队伍之中,该第一师师长斯高

特也不在被围队伍之中。何以会有“斯高特闻讯(英军被围)后,即

率第十三旅由稍埠来援,都被日军击溃”(以后, 斯高特如何又出现

在被围英军之中, 原作者未作交代)的说法。斯利姆的命令下达给

谁,由谁执行他炸毁油田的命令,也无交代。

(六)　4月 19日,孙立人攻克仁安羌,解救英军脱围时,油田

完好无损。

三　关于营救被围英军的命令

许逖说: “4月 16日,上面又下了一个命令, 来了一个陈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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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按即远征军司令罗卓英将军) , 说是叫齐副师长带一团人去

救仁安羌。”

王楚英则说:“4月 14日夜,英军放弃马格威后,亚历山大(缅

甸中英联军总司令)来到瓢背(远征军司令部所在地) ,请史迪威和

罗卓英速分别分兵至皎勃东(巧克柏当)和东枝接应英军⋯⋯经电

报蒋介石同意后, 于 16日下午转令孙立人派副师长齐学启率一一

三团刘放吾部进驻巧克柏当, 接应英军。”“16日傍晚, 我(王楚英)

和梅里尔随史迪威、罗卓英视察第六军作战情况,刚刚回到瓢背总

部,亚历山大⋯⋯已在此等候多时, 一见史迪威便迎上前去,诉说

英军第一师在仁安羌被围, 粮断水绝, 危在旦夕, 请速派新三十八

师前往解围⋯⋯史迪威决定接受英方建议,经蒋介石同意后, 即派

梅里尔和我连夜向孙立人传达命令, 要他率所部救援英军脱险,并

要我二人监督其实施。”“17日晨,我们赶到皎勃东(巧克柏当)时,

一一三团已到达⋯⋯接着孙师长也来了。我(王楚英)向他面交了

罗卓英的命令和史迪威的信件。” 对王先生这段论述,笔者试作

如下剖析:

(一)　英军全在西线(即阿南苗、马格威一带) , 东枝与巧克柏

当没有英军, 何以要去这两地接应英军?

(二)　一一三团早于 15日下午 3时, 奉罗卓英之命, 徒步从

曼德勒开赴巧克柏当是策应尚在马格威英军的。 

(三)　16日傍晚, 英军尚未被包围,何以“粮断水绝,危在旦

夕”?

(四)　营救英军脱围, 应是急如星火, 为什么要电请蒋介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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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才可下达给新三十八师命令? 如真系如此,不仅延误营救时间,

蒋介石岂不等于前方一名指挥官?

(五)　40年代, 军用电话和无线电话, 在中国军队中都已经

开始使用,何以远征军总指挥史迪威却偏爱用书面传达命令? 另

外,王先生称 16日夜是奉史迪威的命令、并未奉到罗卓英的命令,

何以到了 17 日晨, 应该交给孙立人的史迪威的命令却变成了信

件,而没有下达命令的罗卓英却有了命令?

其实, 17日孙立人在曼德勒正坚守曼城卫戍司令的岗位, 没

有罗卓英的命令, 他是决不敢擅离职守的。

四　一一三团的运输工具

一一三团有无运输工具,其说不一: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曾说:

“第一一三团孙继光(应为刘放吾) 部用汽车运到英军被围前

线。”孙蔚民也说, 4月 17日,由副师长齐学启将军率领刘放吾的

一一三团登上汽车直开仁安羌。 王楚英也有汽车运输之说。 

然而, 该团第三营副营长胡德华则说: “新三十八师派一一三

团团长刘放吾率领该团于 17日由巧克柏当以急行军向仁安羌前

进。”! 许逖∀ 与孙克刚# 则写道:“救兵如救火,一一三团连夜奔

赶,在 17日的黄昏时分,到达拚墙河北岸。”而孙立人自述: “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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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半天快亮的时候,赶上了他们, 找到了团长刘放吾上校⋯⋯”

(时间应该是 19日的凌晨)。孙立人是仁安羌战役的最高指挥官,

他的言论是最权威的, 可信的,就是说营救仁安羌被围英军的一一

三团是于 18日星夜用急行军的步伐,赶往仁安羌的。按新三十八

师本身并无汽车。第五军虽有汽车,那时新三十八师不受该军指

挥。即使后来改由第五军指挥, 因车辆不够分配,奉命为第五军殿

后,驰往卡萨,阻击追敌时, 孙立人虽向军部请求派几辆汽车, 载运

仁安羌战役负伤人员, 竟未蒙批准。一一三团是带着 300伤员,徒

步驰往卡萨的。

五　关于英军坦克大炮的“支援”

刘伟民曾记述其父的话说:“⋯⋯4月 18日,我(刘放吾)的部

队在协同作战的英军战车及配属炮兵——当时英军一个重炮营及

一个战车队, 十几辆 18吨级的坦克, 都归我指挥——的掩护下,向

拚墙河北岸日军采取两翼包围态势, 开始攻击。这样一来,敌军包

围了英军,我军包围了日军。日军腹背受敌, 势至不利⋯⋯同时,

(日军)以巨炮及飞机向我阵地猛烈轰射,我军以昂扬的斗志, 必胜

的信念及炽烈的火力⋯⋯反复冲杀, 直到下午四时, 敌军伤亡惨

重,终于放弃阵地,涉水逃窜。” 对此,笔者认为:

(一)　拚墙河以北并无被围英军。

(二)　查阅当年参战的原一一三团三营副营长胡德华 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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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团二营连长孙蔚民 写的文章, 都只字未提及英军以坦克大

炮的支援。

(三)　许逖 与孙克刚 二氏的文章则说:“当时在拚墙河北

岸和敌军作战的英军,不过只是少数步兵和装甲旅战车山炮的一

部分,自身都已难保,更无力分兵去救援在南岸被围的部队了。”

(四)　遍查《孙立人回忆录》有关仁安羌大捷的记述, 都没有

英军曾以坦克大炮支援一一三团的记录。

(作者薛庆煜, 1913年生, 内蒙古自治区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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