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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抗战中的郫县人民致敬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正义与邪恶
较量取得的胜利，是进步与反动较量取得的胜利，是值得中华民族永远铭记的
伟大胜利。在这具有重大意义的时刻，《不能忘却的记忆———郫县抗日战争史
料汇编》这本书问世了，正好作为郫县人民奉献给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伟大节
庆的礼物，同时，它也是对郫县人民八年抗战中在人力、财力上作出巨大贡献的
总结，也可以用它来告慰战死在抗日战场的无数郫县将士的英灵。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起的“七七”事变，把中华民族推到亡国灭种的边缘，在
这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再次团结起来共同抵御
外侮，于是抗日战火以燎原之势燃烧起来。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在抗
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八路军、新四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会同国民党的数
百万军队，在八年艰苦抗战中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百团大战、武汉
会战等辉煌战绩，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通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亡我
中华的美梦，取得了最后胜利。这次胜利，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多次抵
抗列强侵略的战争中唯一的胜利，它唤醒了沉睡了几个世纪的中国人民; 这次
胜利，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转折点。

八年抗战中，郫崇二县人民把人力、物力、财力都义无反顾地献给了民族救
亡事业。八年抗战中，光郫县就有 8 000 青壮年抽签当壮丁奔赴抗日前线，加
上原崇宁县的壮丁，当在 1 万人以上。而现在经多方采集、统计到的国共两党
郫县( 含原崇宁县) 抗日军人仅有 2 000 多人，其中有在淞沪抗战中壮烈牺牲而
尸骨无存的解固基将军，有捐躯战场的梁静珊、张凤翼团长，还有在台儿庄保卫
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会战等战役中战死疆场的无数郫县热血男儿，他们以血肉
之躯抵抗着日寇的飞机大炮，捍卫了祖国江山，捍卫了四川大后方，也捍卫了郫
县，他们的英勇事迹可歌可泣，值得我们永远铭记。还有许许多多的郫县壮丁
捐躯在抗日战场上连姓名也没有留下，这些无名英雄令我们崇敬，也令人惋惜。
八年抗战中，郫崇二县共派出六七万民工修筑凤凰山、黄田坝等军用机场。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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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抗战中，郫崇二县在财力、物力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仅募捐的钱物和修飞机
场的费用，折合成大米就达 1 千 2 百多万斤之巨。

郫县人牺牲了，郫县人奉献了，郫县人谱写了抗日救亡斗争史中光辉的一
页!

抗日战争史是一部中国人民用血和肉谱写成的波澜壮阔的历史，今天，在
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我们在回顾这段惨烈而悲壮的历史时，可以化解民
族仇恨，可以弥合战争创伤，但不能忘却历史教训———我们不光是不忘却，还要
继续发扬郫县人民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不畏强暴的自强精神，万众一心的
团结精神，前仆后继的奉献精神，百折不挠的坚忍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而努力，为实现建设“更加生态、更具品质、更为富庶的美丽郫县”的发展
目标而奋斗!

中共郫县县委统战部
2015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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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排说明
BIANPAI SHUOMING

编排说明

一、本书所汇集的资料，时限原则上截止于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
降日。人员选录范围为抗战时期郫县、崇宁县( 1958 年后大部分并入郫县，部
分并入都江堰市、彭州市，县城位于今郫县唐昌镇) 二县籍人员在抗日前线的
将士( 含国共两党将士及抗战胜利后走向不同政治道路者) 和 1945 年 8 月 15
日以前在军校学习的学生，以及郫崇二县参加抗战后援工作的人员。原籍在外
地后来定居郫县的人员也在选录范围内。

抗战后援工作选录范围为抗战时期郫崇二县政府、社团和民众在征集壮
丁、募捐献金、抗日宣传等以抗日救亡为目的的各种活动。

二、对抗日将士个人的介绍，重点在抗日战争时期，此前的作简略介绍，此
后的一般不作介绍;凡抗日战争期间在军中服役者( 无论国共) 及军校学生，均
为抗日军人。

三、为了体现在抗日救亡民族大义面前人人有责的平等精神，也为了检索
方便，本书中抗战将士名录的排列依姓氏音序为序。同一姓名的，介绍文字较
多的排在前面。

四、抗日将士名录中同名同姓者，凡无法证明为同一人的，均保留。
五、个别抗日将士只知其姓不知其名的，以“□□”或者“□”代替，如“李

□□”或“李□”; 名字是两个字只知其一的以“□”代替，如“李家□”或“李□
家”。

六、为尽量还原历史原貌，本书所采录人员籍贯地名遵循以下原则: 有老地
名确凿记载的即采用老地名，无老地名确凿记载的即采用新地名。

七、本书中的老地名均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今为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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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郫县抗战记事

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进行了艰苦
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胜利。在这一段
艰难的岁月里，虽然郫崇二县没有被日寇侵占，
但两县的政府、社会团体和民众并没有麻木不
仁，而是与全国人民一样为抗战救亡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为支援前线抗战纷纷建立后援组织，
积极开展抗敌救亡的宣传、动员、募捐和劳军活
动，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做到
了中国人应该做的一切。



一 大事记略

1937 年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后，郫崇二县人民无不同仇敌忾，以实际行动
从各方面积极进行抗战后援工作。在短短的一个月内，郫崇二县就成立了“抗
敌后援会”。8 月 1 日，郫县机关法团、学校师生、各界士绅发起成立“抗敌后援
会”。8 月 16 日，崇宁县成立“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崇宁县分会”。两县的
“抗敌后援会”均由县长担任主任委员，各机关法团负责人、中小学教师代表和
绅商各界代表担任委员。委员会开展的第一项工作是号召全县人民“有人出
人，有钱出钱，全力支援前线”。

8 月 16 日，郫县县政府转发《民众抗日宣传办法》。
8 月 21 日，郫县县政府转发《抗日口号》。
9 月 18 日，郫县各界举行“九一八”6 周年纪念集会，扩大抗日宣传。
10 月 18 日，崇宁县“劝募救国公债支会”成立，到年末，上缴劝募救国公债

39 085元。
10 月 23 日，国民革命军 43 军 26 师 152 团团长解固基( 崇宁县竹瓦乡人)

在淞沪会战大场战斗中壮烈殉国。
10 月 26 日，郫县“劝募救国公债支会”成立。支会劝募上缴 6 万元。郫崇

二县共劝募救国公债约 10 万元，按当时市价，折合大米四千五百多石，约 165
万斤，对这两个小县来说，这个数字是很大的。

10 月，郫县征调民工 2 400 人，参加扩建成都凤凰山飞机场，完成土方 40
多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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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却的历史
———郫县抗日战争史料汇编 郫县抗战记事

第一章

11 月，国民革命军第 9 师 66 团上校团长张凤翼在江苏南翔对日作战中阵
亡。

1938 年

1 月 1 日，郫县社会军事训练总队部暨义勇壮丁总队部成立。后来改组为
国民自卫总队部。

1 月 20 日，郫县慰问出征军人家属委员会成立。
6 月 19 日，崇宁县“救亡歌咏团”成立。歌咏团发起义演、义卖献金活动。
7 月 5 日，郫县修机场民工总队 660 余人( 后增至 1 150 余人) 动工修筑成

都南外太平寺( 今属新民场镇) 飞机场。9 月中旬完工，共完成土方 5 万余方。
7 月 7 － 9 日，郫县举行“七七”抗战建国纪念会。县城设公祭场和献金台。

三天内收集献金 460 元，交中央银行汇给前方将士;筹集素食捐 34． 50 元，交县
优待会分转县内阵亡将士家属。并决定建立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10 月 23 日，崇宁县为抗日阵亡团长解固基举行追悼大会，并建衣冠墓。
11 月，随着日机对成都的频繁轰炸，疏散到郫县犀浦的机关单位越来越

多，其中有不少省属机关。为了解决这些疏散到犀浦的机关单位人员子女的入
学困难，省政府决定在犀浦东岳庙内成立“四川省犀浦临时小学”( 后改为四川
省城北小学) 。

1939 年

3 月 20 日，崇宁县立中学女生明春熙、周骏等 4 人请缨抗敌，县政府上报，
经军政部批准，4 名女生前往重庆江北香国寺第五陆军医院报到。

3 月 25 日，郫县民工 1 200 余人，动工修筑温江皇天坝( 今黄田坝) 飞机场。
为时两个半月，完成土方 54 000 方。

3 月 27 日，青龙场( 今属德源镇) 联保第 5 保青年农民张安德自愿服兵役
参军抗日。他向县政府递交了有他全家支持的志愿书，经批准后送成都团管区
服役。县政府以其“不仅本人报国有心，更兼忠义满门”通令表彰。

5 月 1 日，郫县五月节抗战宣传周开始，举行《国民公约》宣誓，开展抗日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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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活动。
6 月，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迁至郫县新民场吉祥寺。
同月，中共川康特委委员康乃尔领导的郫县特别支部在犀浦临时小学内建

立，卢良弼任书记。
7 月 15 日，郫县《民众教育旬刊》公布:从 1937 年( 民国二十六年) 10 月至

1939 年( 民国二十八年) 6 月，全县为抗日战争征送壮丁 2 876 人，开支征集费
和优待金 28 500 元、优待谷1 300石;征工 7 388 人次，完成机场和公路土方56． 4
万方，耗资 6． 3 万元;各种捐献( 救国公债、国难费、飞机捐、寒衣捐、“七七”献
金、“五四”难童捐等) 16． 9 万余元。

同月，省立戏剧音乐学校的中共支部开始在新民场举办农民夜校和妇女识
字班，并组织农民戏剧演出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0 月 25 日，全国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四川省郫县支会成立，发起为前方
抗战将士征募寒衣运动。各阶层群众共捐献寒衣约一千件。其中，中学教师每
人捐献一件，完小教师每二人捐献一件，所有公务人员除捐献寒衣外，同时捐献
一日的薪金。

同月，全国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四川省崇宁县支会成立，发起为前方抗战
将士征募寒衣运动。

11 月 10 日，郫县民工 900 人赴邛崃修筑桑园镇飞机场，次年 8 月完工。
12 月 21 日，国民革命军 67 军 162 师 484 团中校团长梁静珊( 现郫县三道

堰镇秦家庙村人) 在湖北三阳店对日作战中阵亡。
本年内，为躲避日机轰炸，四川省立华阳中学( 列五中学) 、四川省立女子

职业学校、成都市私立济川中学先后疏散到崇宁县城唐昌镇。
本年内，中共川康特委委员张曙时领导的郫县特别支部成立，陈少美任书

记。

1940 年

5 月 25 日，郫县各界在北外较场坝举行庆祝豫鄂大捷暨慰劳抗战将士大
会。大会发出慰问电和《告民众书》，并发动群众献金慰劳前方抗战将士。

6 月 11 日，新民场各界和省立戏剧音乐学校师生在新民场公园建立的抗
战阵亡将士纪念碑落成揭幕。碑前设置汉奸汪精卫石雕跪像。

7 月 7 日，为纪念抗战三周年，郫县各界群众在县衙前和“施教场”等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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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却的历史
———郫县抗日战争史料汇编 郫县抗战记事

第一章

置献金台。集团献金的金额为: 机关每人至少 3 角，法团和教职员每人至少 2
角，中学生至少 1 角，小学生至少 5 分。县城和各场镇的居民住户，由本地小学
生在老师的带领下逐户劝募。

同日，城关下半旗为阵亡将士致哀。县政府还规定这天全城停止娱乐并素
食一日，连茶馆也不得营业。县城东街的“小壶天”茶馆，当天把前门关闭，却
在内堂悄悄营业。被人检举揭发后，学生们义愤填膺，将“小壶天”老板拉到街
上游街，以示惩戒。

8—9 月，郫县抗敌后援会发起“出钱劳军竞赛活动”，许多绅商慷慨解囊，
仅商界、金融界便募得劳军献金 1 万元。

10 月 1 日，崇宁县战时工作委员会成立。
10 月 15 日，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在崇宁县设立第 65 防空独立监视哨。

1941 年

1 月初，郫县征调民工 6 000 人( 后增至 1 万人) 参加新津飞机场修筑工程。
8 月 31 日，日本飞机 27 架飞经太和场牟朱堰( 今团结镇宝华村) 上空，投

掷炸弹两枚。
本年，崇宁县为抗日筹募献机捐款 45 535 元。
本年，国民革命军 34 师龚炳藩部电台上尉台长向传洪( 郫县籍) 在中条山

战役中被俘，被日寇杀害于北平。

1942 年

崇宁县劝募寒衣代金委员会成立。

1943 年

5 月，崇宁县政府奉命组织发行“同盟胜利国币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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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6 日，郫县奉命开展捐献飞机运动，县政府分配每保劝募 725 元，全
县捐献一架飞机，折代金 20 万元。同年还捐献滑翔机一架，折代金 4 万元。

同月，崇宁县开展捐献飞机运动，并对县内绅商订出劝募标准。
本年，上级下达郫县征募远征出国壮丁 200 名的任务，结果有 240 名青年

报名参加远征军。12 月 11 日，郫县各界举行欢送出征将士大会，欢送 240 名
“远征军”赴印度支援英军对日作战。当这批热血男儿分乘六辆大卡车离开县
城时，全县各阶层数千人敲锣打鼓欢送他们。

同年，崇宁县也有一百多名青年参加了远征军。

1944 年

1 月，郫县征调民工 1 万人参与扩建新津飞机场。到 2 月中旬，民工总数
增至 12 300 余人。5 月初，工程结束，共完成土方任务 53． 9 万方。修筑期间，
民工死亡 27 人。

同月，崇宁县征调民工 5 000 人参加新津飞机场扩建工程，后又修建彭山
机场。

7 月 7 日，为纪念抗战 7 周年，郫县隆重开展劳军献金活动。全县机关工
作人员和驻军官兵，每人捐献一月薪金; 商会、工会和各区乡保甲，都分派了一
定金额。县城还组织了话剧、歌舞义演，得献金 7 526． 40 元; 全县屠宰业别出
心裁，实行肉类义卖，每斤加价 10 元作为献金，得献金 298 550 元。以上总计献
金 30． 6 万元，超额完成省慰劳委员会分配给郫县 20 万元献金的任务。为给前
方战士募捐，平日养尊处优的官员富人的女眷们也行动起来，在郫县县长夫人
的带领下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募集财物，并登上献金台毫不犹豫地摘下自己心
爱的玉圈、戒指、耳环，投入献金箱。

9 月 8 日晚，县城西外糍粑店附近遭受日机轰炸。日机共投炸弹 20 枚，炸
伤 1 人，炸毁民房数间，毁坏稻谷 10 余亩、树木 500 株。

9 月，独山失守，四川危在旦夕，国民政府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
十万军”的口号，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抗战。郫县有 167 名青年报名从军，崇宁县
知识分子纷纷响应，报名参军的有卢廷瑞、王慎之、杨代全、杨慎文、杨宗祥等
人。

10 月 23 日，郫县各界欢送成茂师管区志愿兵团第一批志愿兵赴蓉出川抗
战，其中有郫县籍志愿兵 7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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