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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飞机轰炸南宫城

南宫位于河北省东南部，东与枣强、故城毗邻，西与巨鹿、

广宗接壤，南与威县、清河交界，北与冀县（今冀州市）、新河

相连，“所据疆域为大河（黄河）正流，河东属之兖，河西属之

冀”。东周时期，南宫先为晋国东阳地，后为赵国东阳地。建于明

成化年间的南宫城坐落在南宫三山（龙岗、紫微山、飞凤岗）之一

的飞凤岗，为四方辐辏之地，商业发达，衢通八方，与位于大运河

畔的商业重镇临清齐名，素有“临清水码头，南宫旱码头”之誉。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很快出现了全民族抗战局面，国民党和共

产党开始合作抗战。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

东渡黄河，到华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东进

到晋东南后，分兵进入冀南平原，开辟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平原抗

日根据地。1938年5月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到达南宫后，南宫城

就真正成了第一二九师开辟冀南、冀鲁豫、鲁西、冀鲁边平原抗日

根据地前线指挥中心所在地。1938年8月20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在南

宫成立后，中共冀南区党委、冀南游击军区也在南宫成立，冀南平

原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冀南区党政军机关在南宫成立后，南宫成

了侵华日军重点袭击目标，最早袭击南宫的方式是飞机轰炸。

1938年9月16日，天朗气清，万里无云，南宫城沐浴在处暑节气

的阳光和秋风之中。在秋高气爽的这个9月16日上午10点左右，南宫

城上空突然响起了奇怪的轰鸣声。人们抬头看见四架飞机在县城上

空盘旋，飞机上的红色圆形标志看得很清楚。须臾，四架飞机一齐

朝南宫城俯冲，飞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飞机俯冲到离地面大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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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米的高度，飞行员开始用机枪进行扫射，随后扔下了重磅炸弹。

这是侵华日军在南宫的首次暴行，既让南宫城内首次出现了日军炸

弹爆炸后的弹坑，又让南宫城上空首次腾起了日军炸弹爆炸的硝

烟，给南宫民众留下了永远难以忘却的记忆。敌机扔下的炸弹，三

颗在西大街中段北侧的旧衙门内外爆炸，一颗在仓胡同天主教堂院

内爆炸。旧衙门内、天主教堂院内十几间房屋被毁并烧成了灰烬，

一个在西大街旧衙门口附近剃头的师傅上半截身子被炸弹炸飞，还

有一头驴被炸死。被炸死的剃头师傅姓王，西九宫人，29岁。遇难

前，举家迁进南宫城（住仓后街）已好几年，他在旧衙门附近开剃

头铺。遇难后留下了父母双亲、妻子王马氏、8岁的儿子王金刚和2

岁的女儿王大兰。王师傅的父母、妻子、儿子、女儿现已辞世，他

的孙女王兰香现住锦绣花园。由于王师傅几辈单传，并长期在外耍

手艺，故现在已无人能说出他的名字。剃头的王师傅是第一个被日

军杀害的南宫人。

时间过去一个月之后的10月19日上午约11点左右，两架日军高

空轰炸机又飞临南宫城上空。南宫城里的民众改变了日军飞机头一

次轰炸南宫时就地躲藏的避祸方式，立即扶老携幼到胡家庄、刘家

庄、杨家庄、十里铺、三里庄、八里庄等县城周围村庄避祸，以求

全家平安。日机在空中用机枪扫射了木厂街东口以东和灵官庙以南

街区，扔下的炸弹落在了木厂街路北红万字会（慈善机构）院内、

胡家营南宫县中区战委会院内和西大街与油坊街之间的枣树园子

里。落在红万字会的炸弹炸毁了6间房屋，炸死了南宫的慈善人士、

小学教员谢石生。谢石生是安丽青（她丈夫是曾任南宫县委书记的

范青民）的老师。落在南宫中区战委会院内的炸弹，炸毁了中区战

委会院内的3间房屋，把中区战委会宣传部长谢信斋的耳朵震聋。落

在枣树园中的炸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二十几天后的11月7日上午约

11点钟，一架日军战斗机再一次飞临南宫上空盘旋，多次用机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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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扫射，还扔下来了许多敦促冀南国民党、共产党军政领导人投

降的劝降书和宣扬日军强大的传单。这次袭击没造成人员伤亡，只

炸伤了一只狗。南宫县政府机关报《动员报》刊登的日机空袭南宫

城的新闻标题是《日机再袭南宫城，只伤一狗》。

日军飞机对南宫城的三次空袭，是日军未占南宫前在南宫的暴

行，夺走了两个人的生命，炸毁了20多间房屋。对日军空袭南宫城

的暴行，南宫人民将世世代代永志不忘。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

1.谢宇光：《日机空袭南宫城的经过》

2.范青民给南宫市委党史办的信

3.刘秉禄2009年8月6日走访十里铺于元谨（86岁）记录

4.王英波2015年5月11日走访南宫市食品厂会计高文贞（87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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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镜人：于元谨，92岁，南宫市十里铺人。《日军飞机
轰炸南宫城》见证人，资料提供者。

出镜人：高文贞，87岁，南宫城区仓后街人。《日军飞
机轰炸南宫城》见证人，资料提供者。

                                 （王英波于2015年5月摄影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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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家庄村北惨案

1938年11月14日，攻陷武汉后返回华北的侵华日军调集了3700

余人的兵力，分别从石门（今石家庄）、邢台、邯郸、德州四地出

发，开始对新建立的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大规模“扫

荡”，妄图一举围歼冀南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于冀南抗日根据地首

府——南宫，消灭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九师冀南部队于冀南平原，摧

毁一二九师以南宫为中心创建不久的冀南抗日根据地。这次大规模

“扫荡”是侵华日军对冀南抗日根据地的首次“扫荡”，史称“四

路围攻”。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侵略军，坐镇南宫指挥太行山以东平原

地区抗战的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审时度势，进行了冀南首次反

“扫荡”部署。按照徐向前副师长的部署，冀南区党委、冀南行政

主任公署、冀南抗日游击军区主动撤出南宫城，到农村指挥反“扫

荡”，冀南部队分散在冀南各地开展平原游击战。冀南地方党政机

关发动群众，采用坚壁清野的方法，对付“扫荡”的日军。进攻南

宫的日军占领南宫城后才发现占了一座空城，冀南党政军机关早已

无影无踪了。

1938年11月17日，邢台、石门的2000余名日军，在飞机、坦克

的配合下，经巨鹿进占南宫。日军占领南宫后被八路军小股部队和

南宫地方武装的不断袭扰所激怒，多次派出部队到南宫城周边地区

四处寻找八路军，妄图发现八路军后调兵围歼。1938年11月21日，

200多名日军乘6辆汽车出了南宫城，顺南（宫）巨（鹿）公路向西

奔去。满载日军的汽车行至尚家庄西北处时，突然转弯向南进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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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后的田野，看样子是想从尚家庄村西地里向南驰去。

尚家庄位于南宫城西偏南10华里处，北距南巨公路大约2华里，

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京剧艺术大师尚小云的故乡。满载日军

的汽车驶入尚家庄村西北田野后，带着8岁儿子尚振生正在尚家庄村

北还没拔棉花柴的棉花地里揪残留花桃的尚梦朝和也在尚家庄村北

棉花地里揪残留花桃的张刚坤都停止了手中的活儿。他们都是头一

回见汽车，又都是头一次看到日本兵，更不会想到日本兵会无缘无

故地杀人。他们心里对眼前出现的情景感到特别新奇，毫无戒备地

站在原地看稀罕。8岁的尚振生对汽车很感兴趣，但又不知道汽车为

何物，便问尚梦朝地里能动的大家伙是什么。尚梦朝一边回答儿子

的问题，一边与张刚坤议论呈现在眼前的情景，脸上流露出了欣赏

难见景致的喜悦。当满载日军的汽车行驶到他们西边不足百米时，

汽车上的日本兵突然举枪朝尚梦朝扣动了扳机。随着一声清脆的

枪声，一颗子弹洞穿了尚梦朝的胸膛。他晃了几晃，便倒在了血泊

中。尚梦朝刚倒下，张刚坤也随着一声枪响倒在了还长着棉花柴的

棉花地里，连吭都没吭一声。眼前的一幕把8岁的尚振生吓呆了，他

站在原地望着满载日军的汽车跑远后才回过神来。他低头看了看躺

在血泊中的尚梦朝，大哭着拉尚梦朝起来。拉了一会儿见没动静，

尚振生似乎明白了什么，便边哭边往尚家庄村里跑去。尚振生跑回

家，找到了他叔叔、大爷（伯父），哭诉了他爹尚梦朝倒在地上拉

不动的情形。他叔叔、大爷听后大惊失色，急忙叫了几个同族人，

跑步向村西北的棉花地奔去。他们跑到出事的地方一看，尚梦朝已

经死了，离尚梦朝不远躺在地上的张刚坤也已经死了。尚振生的叔

叔、大爷和同族人，一面流着眼泪把尚梦朝往家抬，一面派人给张

刚坤家送信儿，让他们把张刚坤抬回去。因家中贫困，没钱买棺

材，尚梦朝被芦席卷身掩埋了。张刚坤家也不富裕，也是简单地出

了殡。尚梦朝被杀时28岁，其遗孀也是28岁，长子尚振生8岁，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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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振乾6岁。张刚坤被害时26岁，其遗孀26岁，一个儿子才8岁。尚

梦朝、张刚坤遭日军杀害，激起了尚家庄人民对日本侵略军的无比

仇恨，他们盼望着八路军给他俩报仇雪恨，恨不得马上就能实现。

枪杀尚梦朝、张刚坤的这股日军从尚家庄村西向南驶到威县前

后尹村时，与八路军青年抗日游击纵队一部遭遇。青纵部队先敌进

村，迅速占据有利地形。日军汽车接近时，步枪、机枪一齐怒吼起

来，打死了一些日军。第二辆汽车刚停下，一发迫击炮弹就落到了

车厢里，一些鬼子被炸得血肉横飞。不可一世的日军被这突如其来

的打击吓蒙了，惊魂稍定，便急忙调转车头，跑回了南宫城。占领

南宫的日军在抗日武装的袭扰打击下在南宫城里只待了7天，就仓皇

逃走了。

侵华日军在尚家庄残忍地杀害尚梦朝、张刚坤，是日军在南宫

枪杀无辜的第一个惨案。日军欠下尚家庄的这笔血债，南宫人民永

远也不会忘记。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

1.刘秉禄2006年9月30日走访尚家庄尚振乾(74岁)记录

2.1983年南杜公社上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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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门庄村东惨案

1939年1月，侵华日军从平汉铁路、津浦铁路沿线的城市出发，

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式，分11路对冀南进行大“扫荡”，

妄图扼杀创建不久的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是年2月初，“扫荡”的

侵华日军到达南宫地域，在王门庄村制造了一起惨案。

王门庄位于南宫城东南60华里处，其周围是杨家圈、贾家屯、

前高庄、后高庄、西高庄、前北里口（南七里口）、赵都水等村。

王门庄1938年6月至1940年2月属南宫县第四区管辖，1940年3月至

1944年7月属垂杨县第一区管辖，1944年7月至1945年6月属枣南县第

九区管辖，1945年6月至1945年10月属枣南县第六区管辖，1945年10

月划归南宫县管辖。侵华日军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王门庄村残杀

10名无辜百姓，1939年2月4日在王门庄村东制造了枪杀2人的惨案。

1939年2月4日，在王门庄一带进行反“扫荡”作战的八路军东

进抗日游击纵队（简称“东进纵队”）一部（约一个营的兵力），

根据王门庄的地形，派出一个排的兵力到王门庄东南2华里处的田家

老坟警戒。田家老坟占地100来亩，坟地里长着大柏树、杨树，是

隐蔽警戒的好地方。这个前哨排进入田家老坟树林时间不长，几十

辆满载日军的汽车就出现在了田家老坟南面的旷野里。东进纵队前

哨排在日军进入适当的距离后，便朝满载日军的汽车开了火。日军

在八路军开火后立即向田家老坟地开枪射击，满载日军的汽车也加

速向田家老坟冲来。东进纵队前哨排打了一阵后，迅速撤出了田家

老坟前哨阵地。满载日军的汽车冲到田家老坟地时发现八路军已撤

走，便陆续向北行驶。日军汽车刚出现在王门庄村东，就遭到了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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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纵队一个连兵力密集火力的阻击。打了一阵之后，东进纵队阻击

连迅速撤进了王门庄村，随驻在王门庄的主力部队朝赵都水方向撤

走了。由于侵华日军初次到这一带“扫荡”，老百姓不知道日军狠

如虎狼，许多人在八路军阻击日军时跑到村东头看热闹。东进纵队

阻击部队撤回王门庄村后，王门庄的青年田清雨和李家集村在王门

庄扛活的“二狗剩”（小名），一前一后朝东进纵队的阻击阵地跑

去，目的是去捡东进纵队阻击部队在阵地上留下的弹壳。田清雨和

二狗剩都是20多岁的青年，他俩很快便跑到了八路军阻击日军的阵

地。就在田清雨、二狗剩捡弹壳时，有几个日军在汽车上朝他俩开

了枪。在一阵稀疏的枪声中，李家集村人二狗剩中弹倒地，鲜血在

地上流了一大摊。田清雨在二狗剩倒地之后也很快中了侵华日军朝

他射出的子弹，一头栽倒在地上命归西天。田清雨、二狗剩是侵华

日军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11路大“扫荡”进入南宫后首先遭杀害

的两个人。

这股“扫荡”的侵华日军见八路军已不见踪影，几十辆汽车

便朝北驶去。日军撤走后，王门庄的村民才敢到村东地里，把田清

雨、二狗剩的尸体抬回了王门庄。按照当地殡葬习俗，田清雨入了

自家祖坟，二狗剩的尸体被送回李家集安葬。

本文资料主要来源：

1.西王门庄日军暴行座谈会记录

2.《中共南宫县党史》（1988年修改稿）

3.《冀南军区战史》

附：

西王门庄日军暴行座谈会简况

时间：2006年11月7日

地点：田良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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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田良范（村党支部书记）

发言人：田茂红  80岁

　　　　石明霞  78岁

记录人：刘秉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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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染闫家庄

闫家庄位于南宫城东南60华里处，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尚不足

50户人家，其周围邻村是北七里口、南唐村、乔村、南六方、后高

庄、西高庄。抗日战争时期，闫家庄先后属南宫县第五区、垂杨县

第六区、垂杨县第一区、枣南县第九区、枣南县第六区管辖。1939

年3月7日，侵华日军在该村残杀10人。

1939年3月6日夜间，国民党石友三部800多人分别进驻闫家庄、

北七里口、西高庄等村。进驻闫家庄的石军有200多人，指挥部设在闫

同岗家的一处宅院里。为了防备日军突然袭击，石军用铁轮大车堵住

了闫家庄大街东口，修筑了机枪阵地，并在村东地里挖了许多掩体。

3月7日中午，近百辆满载日军的汽车分别从南六方、乔村、南

唐村三个方向朝闫家庄袭来。驻闫家庄的石军发现敌情后，立即进

入了防御阵地。从南六方出来的日军在离闫家庄约1华里处下了汽

车，向闫家庄发起了猛烈进攻。战斗打响后，闫家庄的群众纷纷向

村西跑去。当时，密集的枪声、群众的呼喊声、小孩的哭叫声响成

了一片，整个村子乱成了一团。

闫家庄村西是一个大坑，坑西沿是大片耕地。跑出村子的群众

一出现在坑西沿，从乔村方向过来的日军便向人群开了火。年逾古

稀的闫云路在其女儿闫四儿（ 50多岁，婆家是后底阁村）、外甥

（20多岁）、外甥女（22岁）的搀扶下刚走上坑西沿，就被日军的

枪弹夺去了生命。在闫云路中弹倒地的一瞬间，他的女儿闫四儿、

外甥也中弹身亡，外甥女陈新琴手腕被打断。60岁的闫云生跑进了

坑西沿的坟地里亦未能幸免，被日军射来的子弹打成了重伤，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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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就离开了人世。19岁的王红莲在坑西沿身中两弹，受伤3处

（左手无名指被打断，腹部被击穿，左肩被击伤）,她虽因未击中要

害和治疗及时而幸免于难，但留下了严重残疾。闫秉池的老伴在逃

难中被日军的子弹打中了脚脖子，从此成了残疾人。

在从乔村方向过来的日军袭击向闫家庄村西转移的无辜群众之

时，驻北七里口村的石军向南唐村方向袭来的日军开了炮。炮弹落

地爆炸后，从南唐村出来的日军立即退了回去。与此同时，从乔村

方向袭来的日军转向闫家庄村东，与从南六方袭来的日军合力进攻

闫家庄村东的石军阵地。激战到黄昏，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始

终未攻克石军固守的阵地。夕阳收尽余晖之后，日军又组织了一次

更大的攻势。石军见日军攻势很猛，阻击了一阵后便放弃了阵地，

撤进了北七里口村。

日军进入闫家庄村之后，挨门挨户地进行搜查，见人就杀，见

鸡就抓，见牛就牵，见被子就拿。年逾花甲的闫秉池和年过半百的闫

秉京，被日军从家里搜出后拉到大街上，惨死在了日军的枪弹之下。

60多岁的闫福长是个双目失明的残疾人，被搜查的日军开枪打死在屋

里。一名未能撤出闫家庄村的石军士兵躲进了闫福长家，他虽然换上

了便衣，但也未能幸免，被日军搜出后用刺刀挑死在闫福长家的院子

里。北唐村的郭华亭、魏大海二人是在石军与日军交火之前推着送给

石军的给养到达闫家庄的，他俩在战斗打响后一起躲进了闫增新家的

粉坊里。日军在搜查闫增新家的粉坊时发现了郭华亭，遂开枪将其杀

害。魏大海藏进了草堆，未被日军发现，侥幸生还。

日军在挨门挨户搜查中杀害我4名群众和1名石军战士后，便

开始宰牛杀鸡，生火煮肉。就在这时，驻北七里口（位于闫家庄南

面与闫家庄只隔着一个坑塘，距闫家庄仅几十米远）的石军向进入

闫家庄的日军发动了一次攻势。一阵激战之后，驻北七里口的石军

全部撤走，部分日军进入了北七里口村，部分日军留在闫家庄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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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午夜时分，逃到闫家庄村西地里避难的闫恒顺之妻见村中已无

动静，以为日军已经撤走了，便慢慢地向村里走来。当她走到村口

时，被站岗的日军开枪击中，倒地身亡。

3月8日清晨，日军用抢来的被子将躺在闫家庄村东石军阵地前

的日军尸体挨个裹好，一具一具地抬上了汽车。与此同时，一些日

军放火点着了闫家庄的3处房子。残暴的日军望着熊熊大火，狞笑着

撤离了闫家庄村。

在这次惨案中，日军共杀害无辜群众9人和未转移走的石军士兵

1人，毁坏民房30余间，杀死耕牛30余头，抢走被子100多床。这笔

血债，闫家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

1.闫家庄日军暴行座谈会记录

2.北七里口日军暴行座谈会记录

3.刘秉禄1989年8月15日走访郭立川记录

4.刘秉禄2006年11月4日走访后底阁陈丙星、陈新琴（幸存者）记录

附：

闫家庄日军暴行座谈会简况

时间：1989年7月19日

地点：闫家庄大街中段北侧

发言人：闫英皋  67岁

        闫云红  85岁

      　王红莲（女） 69岁

记录人：刘秉禄

北七里口日军暴行座谈会简况

时间：1989年7月18日

地点：薄增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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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薄增茂（村党支部书记）

发言人：陈仲兰  79岁

      　陈仲旺  75岁

记录人：刘秉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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