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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前，我华夏子孙受尽了八年鏖战苦难的煎熬。南京沦

陷后，为戳败日本强盗的图谋，保卫大武汉，在星德战线上，我

守军和星子县民众面对日军毒气弹、火焰喷射器、飞机、大炮的

密集侵袭，以顽强的斗志，付出一万一千余生命的代价，歼敌近

六千，阻敌近三个月，以东牯山为战略要地的星德线阻击战的艰

苦卓绝，确保万家岭战役的胜利。我守军将士为国家为民族英勇

献身的事迹和坚毅的民族精神，匡庐山可为之作证；在星子这块

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日军于此所实施的骇人听闻的种种反人类

暴行和强盗式掠夺行径，给星子人民带来地狱般的深重灾难，仅

无辜贫民伤亡失踪和房屋损毁分别达到战前人口的21.5%和房屋的

64%，匡庐山亦为此作证；在日军铁蹄的践踏之下，不甘沦为亡国

奴的星子人义旗四起，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残酷统治所表现出

的可歌可泣民族精神，匡庐山仍为之作证；七十年后的今天，星

子人民没有忘记星德战线上的抗日先烈，也不会忘记那场民族的

苦难，尤其是许许多多有识之士的家国情怀，匡庐山同样为之作证。

以匡庐之证而铭记历史、恩知兴衰，启迪后世，开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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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抗日战争是近现代历史上中国反抗外敌入

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

胜利，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重，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

誉。

以“七七事变”为标志，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倡

导、促成下，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

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面对国

家存亡、民族危机，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中国人民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

者的洪流之中。经过长达 8 年的全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各国的支持下，彻底

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抗日战争中，安庆失陷拉开了武汉外围阻击战的序幕，赣北成为阻击战的重要战

场，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铁骨铮铮、视死如归，奏响了气壮山河的反击日本

侵略者的凯歌。日本侵略军在南浔铁路沿线受到阻击后，调集重兵争夺星德公路，从庐

山南麓到鄱阳湖畔，中日双方围绕每一个战略要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一寸山河一寸血，

抗日将士以简陋的装备抗击武器精良的日军，以血肉之躯抵挡侵略者的炮弹，一次次失

守，一次次夺回，中国军民血战到底、视死如归，英勇悲壮、可歌可泣；日本侵略军只

有惨无人道地使用毒气才能夺得山头，他们不得不哀叹“不停顿地连续战斗了 30 多天，

战线仅仅推进了 2 公里半”。星德公路阻击战有效打击了侵略者的狂妄气焰，消灭了

日本侵略军的有生力量，阻断了日军对德安万家岭的救援，为中国军队集结、包围万家

岭的日军赢得了时间和空间，为万家岭大捷提供了有力保障。

日本侵略者侵占星子后，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烧杀奸掠，令人发指，每家每

户都成为侵华战争的受害者。我母亲家住东牯山下，一阵狂轰滥炸之后，日军从鄱阳湖

登陆，当年年仅 12 岁的母亲抱着她那 2 岁的弟弟与村民一起跑向山里躲避战火，日军

惨无人道地朝着手无寸铁的难民开枪扫射，母亲 2岁的弟弟被罪恶的子弹打死在她的怀

里；日军进入村庄后，对着在土洞里躲避战火的百姓释放毒气，不少农户全家遇难、无

人幸免。我父亲一家在庐山垅避难，日军飞机轰炸、传染病流行，使其祖父、父亲和两

个年少的弟弟先后亡故。在日军铁蹄蹂躏下，生灵涂炭，苦难深重。据《星子县志》记载，

抗战前星子县人口总数为78028人，沦陷期间被日军杀害、伤残和失踪人数为14115人，

占 20% 以上；烧毁房屋超过 1.4 万栋。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面对野蛮、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

星子民众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必胜信念，凝聚起了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斗志。在中国共产

党号召和引领下，在全民族各种积极力量共同行动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分党派

团体、阶层阶级、男女老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共御外敌，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

为尊严而战；从庐山的崇山峻岭到鄱阳湖畔的沼泽水乡，到处都燃起了抗日游击战的烽

火，铁骨铮铮、前仆后继，不断袭击日伪军，惩处卖国贼，破坏给养线，有效地打击了

日本侵略者。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抗日战争胜利已经 70 年了，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军

国主义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民族灾难。可是，日本国内的一些右翼势力矢口否认日本发动

侵略战争的性质和罪行，为已经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的侵华战犯扬幡招魂。为了忠实记

载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暴行和罪责，弘扬中国人民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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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

的必胜信念，星子县庆云文化社组织了一批文史工作者，从众多的资料诸如史书、地方

志、诗文集、回忆录、旧报纸中，搜集、爬梳，并到实地考察调研，走访当事人和知情

者，然后整理、撰稿汇编为《匡庐作证》一书。在我看来，这本书既有存史求真的阐述，

又有丰富的史实支撑，抢救了一批可能会消失的史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地方志的某

些空白；第二，以史为鉴、不忘过去、面向未来，可以起到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

大民族精神、承担起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的教育作用。

时在 2015 年 6 月 28 日

（胡振鹏：南昌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人大代表。1999 年——2007 年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2008 年——2012 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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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子县东临浩瀚汪洋的鄱阳湖，西倚巍峨蜿蜒的庐山，北近长江，向南通往南昌。

扼水陆之要冲，向称“南国咽喉，西江锁钥”。故古代南康军、府设治于此。每当四海

安澜之盛世，这里一派祥和清明气象；然每逢乱世，则往往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东晋末

卢循之乱，元末朱元璋、陈友谅鄱阳湖大战，明代王守仁平宸濠之乱，清初清军与金声

桓叛军之战，太平军与湘军在赣北之战事，无不与星子相关联，烽火蔓延，使这里遭受

兵燹之祸。

“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日寇向华北、华东进攻，迅速占领了中国沿海地区。

1938 年 6 月 26 日长江要塞马当失守后，日军随后破彭泽，7 月 5 日占领湖口县城，妄

图再用一个月攻占星子、德安、永修三县城，歼灭长江南岸中国守军，从侧面对武汉形

成大包围圈。第九战区冷欣 52 师、梁华盛 190 师、华振中 160 师等奉令驻防星子。县

城、钵盂山、桃花山、东牯山、金轮峰烽烟四起，连小小的章恕桥、牛屎墩都成为敌我

双方争夺的鏖战之地。其中东牯山战役最为惨烈，炮火硝烟，枪林弹雨，双方死伤甚多，

我方团长梁佐勋阵亡，英烈垂名千秋；日军少将司令饭塚国五郎在此被守军击毙，化作

异国亡魂。但最终由于日军施放毒气等原因，守军大多罹难，最终撤守。骄横的日寇沿

星德公路驰援万家岭日军，在那里再次遭到重创。

东牯山之战，是整个武汉保卫战的一个组成部分。抗战官兵的顽强拼搏，使日寇整

个部署计划滞后了。正如范式之所说：“无从抗御的毒瓦斯，狂烈的海陆空炮弹，绵密

的从高射下的重机枪火网，失了人性的一群群被敌酋驱使着的野兽们，终于迫使我们放

弃了本不可守的西古山，但是一周间，自东古岭起，逐步对敌的血战结果，不仅消灭了

五千以上的敌人，摧破了整个的佐藤支队，而且给了我们后续部队，从容到达指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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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然后整理、撰稿汇编为《匡庐作证》一书。在我看来，这本书既有存史求真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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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 2015 年 6 月 28 日

（胡振鹏：南昌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人大代表。1999 年——2007 年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2008 年——2012 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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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子县东临浩瀚汪洋的鄱阳湖，西倚巍峨蜿蜒的庐山，北近长江，向南通往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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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澜之盛世，这里一派祥和清明气象；然每逢乱世，则往往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东晋末

卢循之乱，元末朱元璋、陈友谅鄱阳湖大战，明代王守仁平宸濠之乱，清初清军与金声

桓叛军之战，太平军与湘军在赣北之战事，无不与星子相关联，烽火蔓延，使这里遭受

兵燹之祸。

“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日寇向华北、华东进攻，迅速占领了中国沿海地区。

1938 年 6 月 26 日长江要塞马当失守后，日军随后破彭泽，7 月 5 日占领湖口县城，妄

图再用一个月攻占星子、德安、永修三县城，歼灭长江南岸中国守军，从侧面对武汉形

成大包围圈。第九战区冷欣 52 师、梁华盛 190 师、华振中 160 师等奉令驻防星子。县

城、钵盂山、桃花山、东牯山、金轮峰烽烟四起，连小小的章恕桥、牛屎墩都成为敌我

双方争夺的鏖战之地。其中东牯山战役最为惨烈，炮火硝烟，枪林弹雨，双方死伤甚多，

我方团长梁佐勋阵亡，英烈垂名千秋；日军少将司令饭塚国五郎在此被守军击毙，化作

异国亡魂。但最终由于日军施放毒气等原因，守军大多罹难，最终撤守。骄横的日寇沿

星德公路驰援万家岭日军，在那里再次遭到重创。

东牯山之战，是整个武汉保卫战的一个组成部分。抗战官兵的顽强拼搏，使日寇整

个部署计划滞后了。正如范式之所说：“无从抗御的毒瓦斯，狂烈的海陆空炮弹，绵密

的从高射下的重机枪火网，失了人性的一群群被敌酋驱使着的野兽们，终于迫使我们放

弃了本不可守的西古山，但是一周间，自东古岭起，逐步对敌的血战结果，不仅消灭了

五千以上的敌人，摧破了整个的佐藤支队，而且给了我们后续部队，从容到达指定位置，



巩固所有工事，确保德星全线的余裕。这个余裕即是德安的寿命，也即是赣北整个的寿

命”（《今日之匡庐》，载 1938 年 10 月６日《江西民国日报》）。这即是此期间在

东牯山阻击战的意义。

日寇在星子烧杀奸淫，骄横残暴，无恶不作。“一见心寒”碑铭记了数十个生灵无

辜被扫射杀害于此的惨祸。日寇还在星子或炸毁、或劫夺了不少珍贵文物，掳掠了不少

矿产资源，造成了无数军民的伤亡死难，大片田园寥落荒芜，难民流离颠沛于他乡。日

寇的罪行，罄竹难书。但是，星子人民决不屈服，或自发，或组织起来抗争杀敌，同仇

敌忾，岂可求生畏死。1939 年胡茂赏组织星子抗日游击大队，屡创日军，后落入敌手，

坚贞不降，终至自缢而亡。

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5 日，星子县县长向法宜率“自卫队”自都昌

渡鄱阳湖至星子县秀峰，日方派代表 3 人与之协商投降事宜。星子县艰苦卓绝的 8 年

抗战，也宣告结束了。

抗战期间，星子的每一处山川，都是抵御日寇的堡垒，都是血肉厮杀的战场，都是

日寇暴行的施虐地，都是星子人民奋起反抗的阵地。一寸山河一寸血，浩气长存。多少

忠肝义胆，多少辛酸血泪。

由于种种原因，过去对抗战正面战场的事迹甚少宣传，难得透露一鳞半爪。直至

10 年前的 9 月 3 日，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

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肯定了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的一系列大仗的积极

意义，其中即列举了武汉大会战。此后有关正面战场的一些图书、电影、电视剧陆续问世，

增加了今人对抗战的全面了解。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又将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

星子县万杉寺庆云文化社在各界支持下，组织星子县一大批文化人，编撰此书，分

为四编。真实再现，撼人魂魄，重温旧史，如临其境。由此管窥，我想应是有很高的认

识价值与积极的教育意义。此部书稿大致有如下几方面特点，深深打动了我这个普通的

文史工作者。

一、这是迄今为止有关星子抗战史料最为全面、丰富的一部专书，多角度、多层次

展现了当年烽火弥漫的岁月，详细解读了战争的几个阶段。既有宏观战局的综述，亦凸

现了奋勇杀敌的细节描写。有面有点，绘声绘色，既暴露了日寇杀人如草芥的凶残本性，

狰狞可憎；也有我方临危不惧的顽强拼搏，可歌可泣。如冷欣师长率敢死队夺取牛屎墩

的过程，写来巨细无遗。且敌我双方情况分析透彻，如指出“日军一个大队通常是同町

（乡）同村之人，乡土情结浓厚。……是一支报复心极强的野蛮军队”。敌寇的暴行，

在大量铁证如山的文章中得到真实的反映。不少文字读来，笔挟风霜，可谓春秋笔法，

可圈可点。

二、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采访了当年亲历其事的老人。编入诸多史料综述、口

述史、采访稿、回忆录和文献资料，异常丰富。特别是口述与采访，抢救了一大批抗战

人物的史实。然必下了大量筛选、剪裁的功夫。“看似容易却艰辛”，此之谓也。一个

叫马之林的四川人，在东牯山杀敌有功，侥幸存活，后来在蓼南驾船维持生计，为了活

命而装糊涂。从他寥寥话语中，可略知当年战事之惨烈：整个旅的官兵战斗到最后，仅

剩下两人。近来抗战老兵均能得到政府补助金，可惜他早已去世了。又如胡茂赏的英勇

事迹，早已收入民国江西通志馆总纂吴宗慈编的《江西通志稿》中，但通过今天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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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增补了不少鲜活的事实。还有采访胡代财老人或间接从他人处采访到刘茂长、游承庆、

李士拔等人的抗战事迹，均可补史、志之不足。有一段文字写得尤其沉痛：

    根据 2013 的数据，现在我国存活的抗战老兵只有 2674 人，平均 93 岁，按全

国共有县级行政单位 2862 个计算，平均每个县不到 1个，而且遵循着不可抗拒的

自然规律，在不久的未来，这个群体将不复存在。那么，将来的某一天，当我们以

国家的名义向最后一名抗战老兵的遗体告别之时，留在我们每一个后人心中的是不

是一份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呢？

有关星子的抗日游击队，过去研究者不多，故知之不详，或因为曾隶属国民党县政

府之故，有意回避，本书中有大量采访，搜集了不少史料，说明这支游击队是“错综复

杂、支派繁多、率众自发性武装起来的产物”。还有星子人民与汉奸做斗争的种种场面，

也记叙得具体而生动。皆有根据可证，无浮词不实之弊。

三、文中穿插了大量的作战态势图、敌我双方攻守的照片，记载了当年那一幕幕真

实的镜头，其中有一些是当年日军随军记者拍摄的照片，过去难得一见。图文并茂，增

加了可读性；统计表，大事记等，增加了此书的准确性与信史功能；还有当年的档案选录，

等等，都能为此书主题提供佐证。

四、围绕星子的 8年抗战这一主题，一批在星子的文化人以第一人称所写的亲身所

经历的记叙文、实地考察的感悟性散文，或回忆父辈讲过的故事，或回忆中日佛教界的

交往。还有六十多首纪念抗战的诗词，乃为自然流露的真挚心声，震古烁今的铿锵音响。

他们莫不对家乡怀有挚爱，笔端流注深情，痛恨日寇对这块土地造成的祸害，讴歌当年

赴汤蹈火、浴血抗日官兵的壮举，以及民间奋起反抗杀敌的勇士。

这一册厚重的书，是星子抗战文化的结晶，体现了星子人对 8年抗战的集体记忆，

表明庆云文化社在弘扬历史文化方面有着相当的凝聚力。斗转星移，岁月能淹没当年的

壁垒壕沟、炮孔弹痕，却抹不去人们对烈士英魂的怀念，抹不去人们对日寇的深仇大恨。

此书也是对以安倍为首的日本右翼势力无耻谰言的有力反击。它将教育后人，当年这里

曾发生过一幕幕或壮烈或屈辱的场景，警示人们，要居安思危，只有国家富强，才能御

敌于国门外，才能免遭蹂躏。是为序。

                                                

写于南昌市青山湖畔湖星轩

时在 2015 年 6 月 21 日

（胡迎建，江西省社科院赣鄱文化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院首席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省

文史馆员，《江西诗词》主编，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全球汉诗总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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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南昌市青山湖畔湖星轩

时在 2015 年 6 月 21 日

（胡迎建，江西省社科院赣鄱文化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院首席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省

文史馆员，《江西诗词》主编，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全球汉诗总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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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湖苍茫庐山碧，湖山之间一县立，雄壮秀丽世无匹。谁查悉，有多少名胜古

迹……”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江西省首任省长邵式平在他的《渔家傲·星子》一词中对星

子的评价与赞美。

庐山是中国佛教名山，寺庙众多，然自近代以来，历经太平军战事、日寇侵赣，不

少寺庙遭受浩劫，有的沦为废墟。1995 年，我应星子县委、县政府之邀，来庐山山南

重建万杉寺，近 20 年来的见闻与践历，深感星子不仅兼领名山名湖之优，自然风光殊

秀，且人文积蕴极丰，确实是难以查悉“有多少名胜古迹”。这些名胜古迹，不仅众多，

且历史悠久，品位极高，不仅名闻海内，且在亚洲和世界亦较有影响。庐山山体有一大

半在星子境内，且属峰泉竞秀的名山之阳。这里有归宗、万杉、栖贤、秀峰、海会寺，

号称五大佛教丛林，并有道教祖庭简寂观。中国理学开山祖周敦颐与集大成者朱熹先后

在南康军治政教化，白鹿洞书院为宋明时期海内四大书院之首；这里是世界级名人陶渊

明的故乡；李白的“日照香炉生紫烟”和苏东坡的“横看成岭侧成峰”等绝句与众多名

篇佳作题咏的就是这里。这些名胜是庐山被称为“人文圣山”之“圣”的重要内涵。使

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未来星子之前，只知道这些名胜在江西庐山，但不知是在星子县境

内。近 20 年的接触、濡染，使我深深感受到，星子是全国不可多得的文化大县：这里

是中华儒释道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中华多元文化的丰厚积蕴地。

当我回想起庐山的慧远大师、智常大师、佛印大师、紫柏大师、憨山大师等高僧大

德在庐山弘法利生、广结善缘，与当时的名士结社论道，融洽中华儒释道文化，用以教

化世人的益举时，便萌发了结社崇文弘法之愿。我与星子几位文化界人士联名提出结社

的倡议之后，立即得到星子广大文化爱好者包括在外乡贤的积极响应和参与，同时也得

到了佛教界众多高僧大德的赞许和支持、社会各界有关领导和热心人士的重视与襄助。

于是庐山庆云文化社就这样应运而生。

文化社为何以“庆云”为名？因社址在万杉寺，万杉寺在唐时名庆云院，寺后有庐

山风光秀丽的庆云峰；“庆云”乃祥云之意。故本社以“庆云”为名。我们的办社宗旨

是挖掘、研究、弘扬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其重点是庐山地域包

括鄱阳湖北域的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我们编辑出版《庐山庆云文化社丛书》，就是要

利用多种文学体裁样式和艺术方式，充分反映庐山、鄱湖地域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不

断提高庐山和星子的知名度，并不断扩大其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要系统

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

的文字都活起来。我们要用传统的优秀文化滋养我们的心灵，陶冶我们的情操，充盈我

们的精神空间。文化是民族延续发展和振兴之魂。我们编辑出版《庐山庆云文化社丛书》，

就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提高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因此，我们必须坚

持弘扬正能量，坚持有助于搭建国人具有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世界，

培养既有优秀传统文化又有现代文明意识的民族精神。

我们文化社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文化团体。我们的《庐山庆云文化社丛书》，要始

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原则；在注重思

想性和学术性的同时，要注重艺术性、多样性、知识性和趣味性；还要注重地域特色、

文采、美感；充分发挥文学艺术的魅力，达到以文载道、以文载美、以史鉴人、以理服人、

以事感人、以情动人，努力使之成为人们争相传阅诵读的文化精品，为传承和弘扬中华

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历史文化、地域文化、宗教文化等，共建美好精神家园，实现伟

大的中国梦而贡献我们的绵薄之力。

（能行，江西省佛教协会理事，九江市佛教协会副会长，星子县佛教协会会长，星子县政协常委，庐山

万杉寺住持，庐山庆云文化社社长。）



丛
书
序
…
…
…
能   

行

“鄱湖苍茫庐山碧，湖山之间一县立，雄壮秀丽世无匹。谁查悉，有多少名胜古

迹……”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江西省首任省长邵式平在他的《渔家傲·星子》一词中对星

子的评价与赞美。

庐山是中国佛教名山，寺庙众多，然自近代以来，历经太平军战事、日寇侵赣，不

少寺庙遭受浩劫，有的沦为废墟。1995 年，我应星子县委、县政府之邀，来庐山山南

重建万杉寺，近 20 年来的见闻与践历，深感星子不仅兼领名山名湖之优，自然风光殊

秀，且人文积蕴极丰，确实是难以查悉“有多少名胜古迹”。这些名胜古迹，不仅众多，

且历史悠久，品位极高，不仅名闻海内，且在亚洲和世界亦较有影响。庐山山体有一大

半在星子境内，且属峰泉竞秀的名山之阳。这里有归宗、万杉、栖贤、秀峰、海会寺，

号称五大佛教丛林，并有道教祖庭简寂观。中国理学开山祖周敦颐与集大成者朱熹先后

在南康军治政教化，白鹿洞书院为宋明时期海内四大书院之首；这里是世界级名人陶渊

明的故乡；李白的“日照香炉生紫烟”和苏东坡的“横看成岭侧成峰”等绝句与众多名

篇佳作题咏的就是这里。这些名胜是庐山被称为“人文圣山”之“圣”的重要内涵。使

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未来星子之前，只知道这些名胜在江西庐山，但不知是在星子县境

内。近 20 年的接触、濡染，使我深深感受到，星子是全国不可多得的文化大县：这里

是中华儒释道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中华多元文化的丰厚积蕴地。

当我回想起庐山的慧远大师、智常大师、佛印大师、紫柏大师、憨山大师等高僧大

德在庐山弘法利生、广结善缘，与当时的名士结社论道，融洽中华儒释道文化，用以教

化世人的益举时，便萌发了结社崇文弘法之愿。我与星子几位文化界人士联名提出结社

的倡议之后，立即得到星子广大文化爱好者包括在外乡贤的积极响应和参与，同时也得

到了佛教界众多高僧大德的赞许和支持、社会各界有关领导和热心人士的重视与襄助。

于是庐山庆云文化社就这样应运而生。

文化社为何以“庆云”为名？因社址在万杉寺，万杉寺在唐时名庆云院，寺后有庐

山风光秀丽的庆云峰；“庆云”乃祥云之意。故本社以“庆云”为名。我们的办社宗旨

是挖掘、研究、弘扬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其重点是庐山地域包

括鄱阳湖北域的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我们编辑出版《庐山庆云文化社丛书》，就是要

利用多种文学体裁样式和艺术方式，充分反映庐山、鄱湖地域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不

断提高庐山和星子的知名度，并不断扩大其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要系统

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

的文字都活起来。我们要用传统的优秀文化滋养我们的心灵，陶冶我们的情操，充盈我

们的精神空间。文化是民族延续发展和振兴之魂。我们编辑出版《庐山庆云文化社丛书》，

就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提高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因此，我们必须坚

持弘扬正能量，坚持有助于搭建国人具有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世界，

培养既有优秀传统文化又有现代文明意识的民族精神。

我们文化社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文化团体。我们的《庐山庆云文化社丛书》，要始

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原则；在注重思

想性和学术性的同时，要注重艺术性、多样性、知识性和趣味性；还要注重地域特色、

文采、美感；充分发挥文学艺术的魅力，达到以文载道、以文载美、以史鉴人、以理服人、

以事感人、以情动人，努力使之成为人们争相传阅诵读的文化精品，为传承和弘扬中华

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历史文化、地域文化、宗教文化等，共建美好精神家园，实现伟

大的中国梦而贡献我们的绵薄之力。

（能行，江西省佛教协会理事，九江市佛教协会副会长，星子县佛教协会会长，星子县政协常委，庐山

万杉寺住持，庐山庆云文化社社长。）



目  

录

…
…c

o
n
t
e
n
t
s

第
一
编  

正
面
阻
击

第
一
章 

星
子
城
沦
陷 

\
 

〇
〇
二

第
二
章 

血
战
东
牯
岭 

\
 

〇
一
一

第
三
章 

 

阻
击
大
隘
口 

\
 

〇
三
一

第
四
章

文
献
与
采
访 

\
 

〇
四
〇

一
、
文
献
资
料 

\
 

〇
四
〇

二
、
采
访
实
录 

\
 

〇
六
七

三
、
日
寇
侵
略
资
料
中
的
星
子
作
战
记
载 

\
 

〇
七
五

第
五
章 

附
录 

\

〇
八
一

一
、
孤
军
卫
庐
山 

\
 

〇
八
二

二
、
万
家
岭
大
捷 

\
 

〇
九
〇

第
二
编   

日
寇
暴
行

第
一
章

史
料
综
述 

\

一
〇
〇

第
二
章

口
述
史
实 

\
 

一
一
二

第
三
章

采
访
文
稿 

\
 

二
〇
二

第
四
章

回
忆
录
、
文
献
资
料 

\
 

二
三
〇

第
三
编   

军
民
反
抗

第
一
章

领
航
明
灯 

\
 

二
五
九

第
二
章

抗
日
人
物 

\
 

二
六
三

第
三
章

湖
山
游
击 

\
 

二
九
二

第
四
章

绝
地
反
抗 

\
 

三
〇
〇

第
五
章

生
死
营
救 

\
 

三
一
四

第
六
章

流
亡
政
府 

\
 

三
二
三

第
四
编   

家
国
情
怀

第
一
章

以
文
抒
怀 

\
 

三
三
五

第
二
章

诗
词
寄
意 

\
 

三
五
五

第
三
章

书
影
言
情 

\
 

三
七
三

后 

记 
\
 

三
八
三



目  

录

…
…c

o
n
t
e
n
t
s

第
一
编  

正
面
阻
击

第
一
章 

星
子
城
沦
陷 

\
 

〇
〇
二

第
二
章 

血
战
东
牯
岭 

\
 

〇
一
一

第
三
章 

 

阻
击
大
隘
口 

\
 

〇
三
一

第
四
章

文
献
与
采
访 

\
 

〇
四
〇

一
、
文
献
资
料 

\
 

〇
四
〇

二
、
采
访
实
录 

\
 

〇
六
七

三
、
日
寇
侵
略
资
料
中
的
星
子
作
战
记
载 

\
 

〇
七
五

第
五
章 

附
录 

\

〇
八
一

一
、
孤
军
卫
庐
山 

\
 

〇
八
二

二
、
万
家
岭
大
捷 

\
 

〇
九
〇

第
二
编   

日
寇
暴
行

第
一
章

史
料
综
述 

\

一
〇
〇

第
二
章

口
述
史
实 

\
 

一
一
二

第
三
章

采
访
文
稿 

\
 

二
〇
二

第
四
章

回
忆
录
、
文
献
资
料 

\
 

二
三
〇

第
三
编   

军
民
反
抗

第
一
章

领
航
明
灯 
\
 

二
五
九

第
二
章

抗
日
人
物 

\
 

二
六
三

第
三
章

湖
山
游
击 

\
 

二
九
二

第
四
章

绝
地
反
抗 

\
 

三
〇
〇

第
五
章

生
死
营
救 

\
 

三
一
四

第
六
章

流
亡
政
府 

\
 

三
二
三

第
四
编   

家
国
情
怀

第
一
章

以
文
抒
怀 

\
 

三
三
五

第
二
章

诗
词
寄
意 

\
 

三
五
五

第
三
章

书
影
言
情 

\
 

三
七
三

后 

记 
\
 

三
八
三



匡庐作证18 匡庐作证 001

正
面
阻
击

第
一
编

……星子城沦陷 

……血战东牯岭

……阻击大隘口 

……文献与采访

……附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