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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锦辑出J JrJ.文戳，明

为了满足我州各地区、各部门开展编史修志工作的需要，我们根据德宏州史志编委

会的决定，着手编辑.这套《德宏史志资料》丛干b 陆续分集出版内部发行。从现在开

拾，计划每年出五至六集， .J导集二十五万字左右，大约分二十集，预计在三、四年时间

内出究。

编辑、出版这套资料丛刊的目的，一是可以不断地积累和永久地保存一套比较完

整、系统的德宏地方史志背料，传之永久，使一接珍贵的孤本、善本资料，特别是，用各

种民族丈字记载的稀有资料不致失传，能够为今后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尤其是为

进一步研究桂.宏地方史和民族史服务，二是通过系统收集、整理德宏地方从历史到现

实、从自然到祖会、人文的全面资料，可以给当前的四化建设提供某些决策信息，寻求

历史的借鉴和现实的信据，为社会主义物质丈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三是可以为全州

正在开展的编史修志工作耗供比较全面系统的资料，以便大家对有关的历史事实进行考

证、鉴别和对现实问题进行研究探讨。收集和编辑、整理资料，是编史修志的基础工

作，没有大量的内东半宫的可靠背料，就使不上编史修志。这套资料丛刊，大体上就相

当于徨宏地方史和地方志的"长编"或"资料类编"完成了这项收集、整怒和编辑、

出版工作，民就给德宏地方史〈包括地方党史〉和地方志积累了主体资料，提供了大量素

材，为正式编写打下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

3 我州系祖国西南边穆的事民族地‘区，由于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解放前长

期隶属内地府、州、厅、县管辖，历代?更有形成过系统的地方史志书籍，文字记载也比

较少。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是新中国建立后按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新划定的行政

。区域，因此，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地方史志资料，是一件开拓性的新工作。由于我州

史志工作开展时间还很短，加上我们知识浅薄，现在所收集到的资料还很不完整，妥编

辑出版一套史料丛刊，困难还很多。 i~ 切希望各地史志工作机构、专家学者以及史志工

作爱好者、关心编史修志的热心人.多给我们支持、帮助和指导，不断地给我们提供或

推荐、介绍有关砖宏地区的史志资料，我盯和广大读者将深为感谢。

对于编辑出版德宏史志资料丛刊的有关问题，现作如下说明 z

一、本刊收录的资料，以涉及德宏地区的历史芋实为主。有的芋实虽然不是直接发

生在德宏，但与法宏史芋有关，或者在历史上曾与i毒宏属于同一行政区域地区的有关资

料，则作为附录一并选编收录，以求得资料的完整和系统，便于查照参考。

二、本刊资料，重点选录当地珍藏的有关记载德宏史事的孤本、善本背料，特别是

翻译整理当池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史料，如有关池方史事、民族史亨的文书、档册、传

抄本，以及家谱、私人芳 i!，:. 、日记等等 F 对于已经登载左各种书刊上的有关德宏的史

料，凡有参考和使用价值的，亦的去选编收录。

三、本刊苛朴的编排，以现时已经收集到的资料，大体按时间顺序和内容归类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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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出版， Jtt于字数较多一集容纳不了竹同类资料或在分类刊出后又征集到的新资料，

则另行选编，以后继续刊出.

四、本刊收录的古代和近代的各种史料，由于著述者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

同历代史书一样，不免存在着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甚至反动的民族观。他们否定人民坪

众是创造历史约主人，肆意诬蔑人民的起义和反抗斗争，他们宣扬个人创造历史的英雄

史观，对历代封建统治者歌功颂雄，丈过饰非，他们或者往往以大民族主义的立场观点

歧视、污蔑少数民族，也有的叹地方民族主义的观点来记述民族关系问题亭亭。为了全

面保存史料的原貌，对于这类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以及对少数民族的污蔑性的称谓，本刊

除酌欢"~ "旁为"千"旁外，其它有歧视性的称谓或古今称谓有歧异的，均照录原文，不加

改动。由于人力不足和水平有限，对于错误的以至反动的立场观点，没有逐一加以批

注。请读者在阅读和引用时，注意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加以鉴别.

五、本刊选编的史料内容，均按原文照录。其中，有的史料记载与历史事实有出

入，有的前后史料记载的内容有矛盾或差别，有的史料史学界尚有争论，我们辑录原文

并不意味赞成其观点。有的材料人名、地名译音及时间、地点有歧异，有的原文有错

地、颠倒、重复、遗漏之处，我们除对史文的错、倒、脱漏及明显差错稍作技勘外，其

它均从原文，不作史实的考证校订。以上请读者在阅读和引用时，注意加以考证。对于

历代各种史料有某些内容重复的，也一般按原文一并刊出，以便于从多方面考证史实。

六、历代史料有很大部分系文言文，原文不分段落，也没有断句、标点。本刊选录

时，均按原文内容和现代文法划分段落，加民断句，并使用现代通用的标点符号。对于

原文在正式出版的书刊中已有分段和断句、标点的，我们则继续沿用，不再变动。分段

和断句、标点如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七、史料原文一役使用旧年号，本刊编录时，在四年号后面用括号标明公元年号，

以便查考。

八、为了方便阅读，原文的繁体字和异体字，一律改用现行的简化字及通用宇.

对于选录和编辑出版地方史志资料的工作，我们还缺乏经验，加上知识和水平有

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多给批评指导，以便今后不断改造工作.

德宏州史志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编者附注 E 为了使我州史志机构的名称与工作内容相一致，便于上下左右手于丈联

系，推动编史修志工作和广泛动员征集建国前后的地方党史背料，经领导J.l:.准"德宏

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方志编寨委员会"的名称，已吏改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史志编

慕委员会"简称"德宏州史志编委会"其常设机构"德宏傣族景烦族自治州方志蜗

慕委员会办公室"的名称，也已相应吏改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史志编寨委员会办

公室"简称"桂、宏州史志办公室"。但在此之前，本丛刊一九八五年第一集至第五集

的封面已制版印刷，故封面上编辑单位的落款名称，需待第五集后再改用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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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空
间

张国龙

今年是抗日战争脆利四十周年。为了雄宏地方煽史修志的需要，也为了纪念抗战脆

利，我们将有关滇西抗日战争的部分史料收集整怒，作为《德宏支志背料》的第二集付

印，供大家参阅和有选择地使用.

t九四二年五月三日.日军侵入我畹叮，五月五日进入1'1也江急通桥被阻，之后，

我们德宏地区和腾冲、龙陵两县，就变成了日寇蹂躏的沦陷区，直到-九四五年一月二

宁回收复畹叮为止，总共两年零八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怒江以西的各族人民过着亡国长

的日子，多少同胞惨死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屠刀之下。我是龙陵镇安人，日军占领龙陵

时，我已八岁，记得当日军入侵时，事前乡下老百姓什么也不知道，五月四日才听说日

本人进到龙晚了，遥望龙陵县城方向，九尤满天。-时间，全镇人民惊恤失措，大街小

巷拖儿携女，急忙背上简单的行李，挑上少量粮食，向四面八方逃难，人们哭泣着、呼

叫着…...，从此一个几百户人家的街镇变成了死镇。五月五日，一些来不及逃出的人，

便被日军杀害了，仅镇安街就有常绍孔等数十人被杀害。我们逃进了大森林里，过着原始

人一艇的难民生活。将近三年的苦难日子，是一言难尽的。在这里，我只能就这一集资

料哉点个人的看法。首先，我希望读者通过阅读这本资料，能够树立起强烈的爱国之心。

从我幼年的亲身经历中，从我们民族所受的苦难中，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了亡国之苦是切

肤之痛。德宏是沦陷区，通过阅读这集资料，我希望老一辈人和我的同龄人，回头想想

我们的过去，希望年轻一代也了解一下在我们这块美好的国土上过去曾经发生过一些什

么事情。我们共同想一起"国富民强"这几个字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今天应当怎样去傲。

中国的八年抗战，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是不可否定的客观历史事实。但是

在这集资料中，我们却看不到共产党的具体领导，这是怎么回事?这在知道当时历史背

景的老一代人来看是清楚的，但对青年一代来说可能就难以攻解了。其实，回答是很简

单的，原因就.是当时滇西地区尤其是沦陷区还没有党的组织。云南在抗战时期是国民党

的大后方，滇描公路是抗战和期国民党政府在经济、军提方面向国外联系的唯一通道。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切断这条通逗，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很快就占领了捕句，紧接

着就企图向云南边攻，打入我西南大后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为此派出选征军到编句迎

敌，想阻敌于国门之生。但是，由于当时的英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之间互相利用又互相

戒备的利害矛盾，加上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和指挥无能触即溃，仓惶后撤，日军进入

德宏及腾、龙地区如入无人之境，根本没有经过战斗，即迅it占领了我国这一大片边防

妥地。德宏及腾、龙地区沧入日寇的铁蹄，是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腐股和军事元能给人民

i立成的灾难。在滇西抗战中，中日双方沿怒江两岸对峙，相持这两年零八个月，日本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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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军之所以没有打过怒江，佟于未能实现其进-步占领中国西南大后方的企图，究其原

因，则是因为怒江大峡谷形成的天然辱障，两岸悬崖 l定壁，江西水深流急，无法润

波，急通桥炸断后，怒江成了难以飞越伪天莹，二则是因为如果日军一旦攻过了怒江，

占领了滇西以至昆明，国民党的大后方就将变成大前方，这将对国民党形成很大的威

胁，因此，亘在主主庭主盛不派重兵 iE也江布防，层层部署，稳住大后方，巩固其统治
区域.至于中国共产党对整个抗日战争的领导，一方面是党直接指挥的八路军、新四军

及广大民兵潜击队，在华北、华中等各个主妥战场同日军英勇作战，牵制住了侵华日军

伪大部主力，并不断汗灭日军大量有生力量，取得了赫赫战绩，另一方面，史重要的是

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领导。许多国民党将领都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一豆豆、抗战

到底的主张，并同共产党协同配合，对抗战脆利做出了很大贡献。滇西的抗日战争，就

是以这些国民党将领主接指挥的军队在各地抗日潜击队和各族人民的各种形式的抗日斗

争的支援和配合下，最后取得胜利的。在这集资料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记载这些部队如

何布防和反攻的情况，这是不难理解的。

在滇西抗战中，有许许多多的抗日将士在战场上英勇阵亡了，有许许多多的各民族

人民中的爱国主义者和无辜样众惨遭日寇杀害。据我们所知，在龙陵松山、老东坡等阵

地上牺牲的将士即数以成千上万计，战后的废墟上白骨成堆。对于日本侵咯者的惨无人

道和犯下竹血腥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的灾难，我们无不远到愤慨，对于国民党

某些将领目指挥元钱而这成的重大伤亡，我们当然感到痛惜，但是，对于成千上万为了

色主些芒主英勇捐躯的将士，以及在敌人屠刀下坚贞不在~本主至全ι 为保持民族主?
空主里主义的各族爱国志士，我们史应当翠切地缅怀他们，毛主主主主jF们。一切为抵
也Ff是咯而英勇献身的中华儿女，永主主是坦乏主土民学习的榜替，千秋万代都不能

志记他们。
、-

这集资料的前一部分〈即第三至第五篇) ，是方国待先生为《新基云南通志续编》

J;生呆模写的主主于滇西抗战的综合性资料和李根源先生在《永昌府文征》中拌录的部分文

献史料，第五篇和后一部分〈即第十二至第十九篇) ，是原国民党将领和有关军政人员

在解放后撰写的《回忆录》。这两部分资料，多数都先后在《永昌府文征》、全国和云

南的《文史资料选辑》上刊载过，因其中大部分都是记载与德宏及滇西抗战有关的支

芋，具有一定的支付价值，所说我们全文转载，不再重新主理。这集资料的中间部分

〈即第七至第十一篇) ，是我们这次在州内收集整理的，都是，拉宏地区抗日战争伪历史

见证人提供的资料。由于时 j可短促，这部分资料收集的还不够全面和不哆系统，有许多

重妥;~-朴尚未收集整理，有待将来进一步广泛征集和系统整理后，再作仆克。前后两部

分资抖，记录军芋活动的内容较多，而;t'h仓陷区各族人氏的苦难和斗争川反映较少，对

日宅的罪行也揭露不够，并且有些材料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有些史实也有待边一步考

证核实 p 这次在计|均收集的这一部分资料，也还需要再作调查充实。对于这方面的问

题，我盯在阅读时应当加以鉴别，在使用时常妥慎重考证。但是，总的来讲，由于这些

材料基本上还是比较客观地、真实地反映了整个滇西抗日战争的概妃，多数亨实是可馆

的 o .!l有不足之处，但我们不应苛求于前人。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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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

方国瑜

井 世
…
目

-九四四年审订《新寨云南通志》工作结束，旧云南省政府聘请原任审订的几位委
员续修辛亥革命以后部分，先作长编，国瑜亦充其事，负贡编写抗 H 战争部分，议定分

作"滇军出征篇"、 "滇境空袭篇"、 "滇西战事篇"、 "越北受降篇"等。

一九四六年保山旅省同乡会约几位学人篡修县志，推国瑜任总冀，到保山，乘使收

集滇西抗战资料，周历，吉通桥、松山、龙陵、芒市、遮放、黑山门、畹町、腾冲诸处战

场，进行调查访问，又从李印主义先生处得几份油印的战报，益以私家纪录数十种。回昆

明后再从111 flJ通讯广泛征集，走访亲历其事者，收获甚丰。经取长沌短，互相订正，详
加整理，写成此篇。因抗战胜利盾的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原在昆设置的抗日机构，或迁

或撤，人事变动很大。云南通志长篇编寨工作，无形中昕。国瑜负责抗日战争部分的其

他各篇，也无法继续编写。为保山县志撰写的抗战纪事，所纪较详，亦属滇西抗日战事

组成的一部分，特作木海第陆部分，附之篇末。

此篇脱搞数十年，限于当时客观环境，为常修志书编写，内容取材于官方文件者也

比较多，不一定能作为足以传世的微信录。但作为云南滇西抗日文史资料之一，或有可

供未来史学者参考之处，国瑜周历、采访、征集、整理、订正、核实以至编写脱稿所花

精力，也就不是白费了。

回顾民国二十六(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战军兴... ••• r美寇四丘;侵犯。八月陷平

津，九月陷妆沪，二十七年十月陷广州，二十八仔.二月陷海南岛，六月陷潮 iLil ， 我主要

海口，渐被敌人封锁。内云南经越缅之国际通道，亦渐形重要。发动滇西玫十万民工，

彗修滇缅公路，以二十七年七月完成。供应物资，支持抗战，滇越、滇缅两路，厥功甚

伟。敌人梦想速战速决，然我恃两路交通，不为所因。敌人警告英法，封闭网路，而英

法又不饮情寇1虫霸中国，不允也。二十九军四月，欧洲战起，英法不暇东颐，倭寇阴谋

日益放肆，英国曾一度封闭滇缅公路，法国则战败， 1要寇进兵越南。其又鉴于倭寇之贪

得无厌，重开滇缅路。三十年十二月，倭与英、美宣战，数月而香港、菲律宾、马来亚

之地尽失， iE罗}J'降于 f苔，乃进攻缅甸，切听我国际交通。至是，远在最后方之演西，

变为每事必争之最前线。自三十一年春间，我远征军入细，继而腾、龙沦陷，且扰及思

普边区。的战年余，我远征战区大军反攻，收复腾、龙，驻印度国军亦收复缅北，至三

十四年一月，会师于猛育，开通中、印公路。其间约三年，经历军事艰难，民力困苦，

卒能克敌奏攻，不可不详记其事迹，就所见闻而寨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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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取材，初欲以官府档册为主，久而不得。无巴，求部队之战报，又仅得第二十

集团军、第八军及驻印军之半，余犹缺如。乃求私家纪录，辗转相托，凡十数种，以腾

冲沦陷纪略，保山五四被炸记，从李监察使西巡日记，十二版纳纪年史料，第十一集团

军兵站业务报告，最为可贵。然皆限于一时一事，又求之当日随军通讯之文，刊载报章

或已汇刊成册，复益以新闻电讯。征集之书盈筐，而错落不齐，且或畸梧，反复比勘，

录其大耍。

撰稿之初，欲一一注明出处，然每一事，参酌众家，旦初稿成，走访亲历其事者，

多所商iE，而近时事犹在耳目，不原以书为据，故不详记出处也。至于事之经过，所可

取资，或丰或啬，故不免详略不均。分别条目，悉视资料之多寡，又不免轻重失宜，此

则撰稿时所欲整齐而不可得者。事迹距今太近，寨录之难，有甚于古史者，申述始末于

端焉，三十五年十月三日记。

章、腾龙边区沦陷与防战经过

一、援缅军失利

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倭寇向英、美宣战，进逼南洋，不过盲目，占领香港、菲律

宾、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马来半岛、新嘉坡诸境。而越南、遭罗则先巳降服，军

声大震，乃分路进攻缅甸，英军节节败退。

当太平洋战事初起，申、英、美三国合议组织联军，中国担任越南、遣罗方面之军

事.印度、缅甸方面，则归英国指挥，英军统帅卫菲尔请我军入缅。适时第六军之第四

十九师彭璧生部，防守滇缅公路，驻扎滇西，先开往腊戍，余部预定新年一月陆续进

发。既而缅政府不欲我军入缅，阻彭壁生部于畹町，余军奉命缓行。追二月中旬，细甸

危急，卫菲尔复求援于我。是时我军自川i、黔、桂诸境开拔至滇者，集于滇池附近，乃

遣第五军杜幸明部之第九十二师余韶、第二百师戴安澜、第二十二师廖耀湘三师，第六

军甘丽初部之第四十九师彭璧生、第九十三师吕国锤、第五十五师陈勉吾三师，第六十

六军张惨部之第二十八师刘伯龙，第三十八师孙立人，第二十九师马维骥三师，相继入

缅。罗卓英为战区长宫，杜章明副之，美国史迪威将军为参谋长，又派参谋团林蔚、马

崇六等调度军事。初谓英军派大批汽牢来迎，竟不歪，乃徒步进发。云南省政府令沿途

各县，开积谷供军食，昆明市民劳军欢送，至E

倭寇自主十一年二月上旬犯缅，占地那悉林区，追击英军渡萨尔温江而西，攻占白

古，三月八日破仰光，敌以第三十三师团沿伊洛瓦底江而1-.，攻普罗姆，以第五十五师

团沿仰光铁路而上，攻洞吾，以第十二第十八两师团联合遣罗军两个师，自遣北景迈西

进，攻萨尔温江以西弹人地，计敌兵力十余万众?势甚危急.我军闻讯，兼程以进，知

者叹息我军入缅太迟，引为忧虑。而我军急于应援，不及沿途部署，猛力以赴，先头部队

一译作同 一一之戴安澜师，抵达洞吾古或京瓜布置防务。二月一十五日，敌兵迫近洞吾，与我军接

触，战斗激烈。敌之战车，纵横扫射，飞机狂炸，我虽武器不如，犹奋勇抵抗，坚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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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摩战四昼夜，敌我伤亡均重，敌复施用毒气，我军因无防毒器具，二十九日向北转

进。

自仰光沿伊洛瓦底江而上之敌，以四月一日攻占普罗姆，侵进不已，十六日窜至叶

甫羌，即缅甸宫产石油之区也。英、印、缅军被围，我军一部驰往援救，激战两昼夜，

击退顽敌，解友军之危。是时敌军沿江沿铁道而上，势将会师于曼德勒，我军即在曼德

勒布置，准备会战。

自遭北景迈酣之敌，既渡萨尔温江，犯重包拉克 23吾适我第六军开到，发生
激战。四月二十四凹，敌军北窜至罗衣考，施用犬量战幸突进，我步兵屡被冲散。自此

而北，公路?理~恃戌，我军兰师分防，企图向腊戌转进，集申抵抗，予敌以重大打击.

而敌一联队巴，芹.我先孤军深入，迫近防戌，二十八日以战车三十余辆猛攻腊戌。时我军

因急于开赴前线，先后开重腊戌之第王军进曼德勒，分赴洞吾、叶甫羌前线。第六军括

公路而下，分防f电入地，政悟戌无兵。续进之第六十六军，军部在龙陵，造有二营开室

腊戌，闻譬应战，杏勇痛击。敌之战幸极猛，井有飞机十余架助战，至二十九日，我因

伤亡甚重，向畹町撤退。王月兰日，敌侵进畹町，五日窜至怒江，敌兵侵扰之速，非初

料研及耍。

腊戌失守，我入细军归路断绝，仓旦在撤退。第六军向东入量良而至牢里。第王军向

八莫、需交那转进，戴费糊、余韶三师取道伊洛瓦底江以东地区。廖耀湘、孙立人二师

随史迪威将军、罗卓其长官取道伊洛瓦底江以西地区。敌兵追击，且战且却，五月二十
即产安

三日在猛密西南味谷石之地发生激战，师长戴安澜负重伤，二十七日硕命。而敌已先于

直月丸目占领八费、密吏那。惟畹町、八莫一线与腾冲间地区，敌兵犹未茧，我军直北

经干崖、南甸、古永、由古、出片马至泸水，六月十日折至清?闷。又一部沿恩梅开江而

上，折贵llr ，经维西而重大理。至于由伊洛瓦底以西转进之部队，在拿把附近与敌发生

激战，我军;哇开敌人目标，道出猛棋以西，向胡康河谷而进，经清加林、太洛、新平洋

茧印度东北贯之列劣，时当雨季，山险路滑，且道路不修，给养困难，官兵饥寒交困，

备尝苦楚，死于道者亦多，八月初始先后抵达列多。

此次我军入缅，时机过晚，既抵前线，未及布置阵地，即仓卒应战，无从发挥全

力，自始至终，战况均~-:楼动，虽官兵用命，制敌于洞菁、叶甫芜，卒难挽救危局。且

敌出奇兵，袭我后路，至不可收拾。然我军陷于敌兵围困之塘，奋勇突出，越荒渡险，

绝粮昕炊，屡遭放兵阻击，且战且退，分路撤离缅甸。

二、腾龙区沦陷

五月三日，敌兵攻陷畹町，即入演境，第六十六军在龙陵、芒市一带部队，散置要

口，零星布防。因事出意外，阵地犹未立，而敌巴冲至，屡次被敌击败，是日午后，芒

市沦陷。四日敌兵至龙陵，我在龙陵部队，巳零星四出培截，无守城兵与战。

五日，自缅甸逃出至龙陵之公私商车，向惠通桥衔接而行，状甚怆惶，敌寇军车，

潜械伪装，混入商幸队疾驶。我军工兵总指挥马崇六，自龙陵退归，上午十时抵惠遁

9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桥，思敌兵费进怒江，即命守桥工兵安置炸药于桥上，待机炸桥。商幸过桥者，即命驶

行，随后而来者，犹源源不绝，注视怒江西岸纤回山道，车辆蜿蜒而下，惟愿商车多

过，又恐敌车来到，时时警敏提防。至十一时余，适有龙陵商人何树鹏者自保山归，驶

车出惠遇桥，载客数人，将返龙陵。遇迎面而来之牢，有相识者，言龙陵已被敌占，乘

客匆卒下车，改乘他车回保山，何树鹏亦迟疑转牢。有一幸欲从旁冲过，驳牢过猛，机

械损坏，横陈于道，续至之牢不得行。守桥宪兵见横车阻道，努力排除以清道路，而驾

车者报以恶言，宪兵开枪击之，距桥十数丈，有敌寇军车巴暗随我大队跟进，作偷渡惠

通桥之计，至是被阻西岸，及闻枪声，以为我军巳发觉，开机枪向桥头扫射，企图阻止

破桥，以便长驱直入，我知敌军已跟踪而至，际兹千钧一发之时，马总指挥乃下令炸桥，

翠然-声，石破天惊，铁桥中断，时E十二时十五分也。犹滞怒江西岸之商幸难民，见

桥炸断，在t惶奔弛，进则路断，退则敌阻，遂相率弃车费山，扶老携幼，喧号之声，极

人世之攫楚。敌军排挝阻道之幸而进，须奥敌快速部队之坦克车、装甲幸，巴抵桥头，

不能飞渡，隔江展开激战。惠通桥向为稽征之处，朱设重兵防守，斯时仅有嗯烽部队演

籍步兵一连，中央宪兵十数人，及少数之工兵，有营长张祖武统之。数百敌兵突茧，情

势至为危险，马总指挥镇静应付，指挥桥头之各少数部队，隔江射击，所命必中。敌轻

我军力单薄，开炮掩护，乘皮船渡江，兼有泪水渡岸者，我忠勇士兵，义愤填膺，跃出

战壤，大呼杀贼，冒枪林弹雨，以自刃歼灭之，敌不得逞而稍怯。沿江民众，景从助

战9 喊杀之声，震动山谷，激战八小时盾，我军死亡殆尽。干钧一发之际，第七十一军

之三十六师第二百三十六团赶到，加入作战，情势始得稳定，转危为安。缘有第七十

一军为搜缅续进部队，自昆明徒步出发，五月四日，先头部队第二百三十六团熊 E 诗

部，开抵保山。是日保山遭敌机警炸最惨，入晚知敌兵巴侵进龙陵，参谋团团长林蔚，

先数日自带戌退至保山，指挥军政机关撤退，即命熊E诗率队往防惠遇桥。午时乘汽幸

出发，而撤退车辆拥挤于道，对面前进，因山路陡窄，不利遗行，入晚抵惠通桥，已E

危急，乃速部署，她若对岸，敌知我援军巴到，且山崖无处隐蔽，乃由江岸退去，择险

扼捐，惠通桥之危始解。而遮放、芒市、龙陵巴陷于敌。

敌兵突进龙陵，消息传至腾冲，恐慌异常。腾龙边区行政监督龙纯武驻腾冲，企图

逃毡，一回加繁搜捕，一面急电至昆明求调他职，即被命为云南警备副司令，藉故首先

启)主鸭片烟士数百驮离腾，海关银行亦急于输送物资，封马拉夫，秩序已不佳。五月七

日，党 1监督不顾地方人士请求御敌，率特务营启程赴省，各机关职员纷纷逃散。腾冲县

长邱天培送龙监督主芹菜f窟，下午回城，旁晚在商会召集临时会议，宣布县府与各机关

联合撤退之意。到会士绅谓县长有守士之贵，未见敌人，何可撤退，建议派兵沿龙川n:

防御，拆些腾龙、龙安两桥，设递步日fj 以通情报，当场表决议定。午夜，即县长携眷逃

出县城，所有自卫队及警察亦挟持出走至三练，其余各机关主管人员，皆私自潜逃。驻

防腾城之护昭营七日晚由营长李从善率领撤退至城西三十里之!j;奴山，仅留少许兵在

柿、中维持唤宫。八日，人心惶惶，自缅甸退出之伤兵难民，络绎而至，由八莫来者，数
约千余，在城外四五保街沿门求住，众声嘈杂，浮动异常，居民为之炊费供食，促其速

行。由密支那来者，数亦千余，未入城市，经北区向瓦甸而去。地方士绅睹此恐怖情

形，集议维持秩序弘派人追送公iiEJ，请邱县长回城主持t~日晨，第六十六军之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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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师师民如H自龙，由龙陵退出，率官兵二十余人至腾城，士钟请留腾镇摄，惟谓无可指
挥之兵，即匆促离腾，至永平收容部队。邱县长自由石退回，旋得情报，敌兵已进抵腾

城南四十里之孟连街，官绅相对歇歇，一筹莫展。邱县长复星夜逃去，人民亦纷纷逃

散。在先数日，道路传言，莫衷一是，城乡慌乱异常。又因拉夫封马，壮丁不敢出，老

弱妇擂抠黄牛驮者，络绎于途。至闻敌兵已至孟连，人民四处逃散，转徙流离，不堪其

苦。且因不能多携什物，逃出数日，啼饥号寒，为状至惨。十日午后二时许，敌兵二百

九十二各，不费一枪一弹，大步扬扬，把臂欢笑，直入腾城。是时各机关门户洞开，杳

无一·人，居民逃散已空，城市物资堆存如山，所有公私财物，悉归敌人所有，适数日前

腾冲商会由密支那运来大米三千余驮，盐局囤储食盐亦至丰，尤使敌人喜出望外。

敌兵既占腾域，留少数驻域内，其余分驻城附近之英国领事馆、新桥河、五保街、

松园、龙光台、老草坡等处。并派巡查队，每日巡行稽查，凡道路要口，构筑极坚固之

防御工事，强派民夫，日夜劳作，四城门外，堡垒林立，四五保街，曹冲之处，深掘战

蝶，遍设障碍物，如临大敌。且用疑兵，清晨部队由北门出，扬言开赴前方，傍晚又由

南门而归，谓增援部队已至。尤可笑者，敌兵初至，派队追击我护路营，城内守军甚

少，四城楼上，扎草人、着军服、持枪守卫。老草坡等处亦以草人为兵，远视俨然敌

人，久而识破，数月间，敌兵实未增加也.

敌到腾城数日，号召地方头目，组织地方维持委员会，以土豪李子盛为会长，井'设

军政班，使之协助。初时，敌兵奸淫抢掳，无所不为，居民视如恶兽，敌兵至村墅，即

逃散一空，且多自昼避入山林，昏夜始归，句料理家务，黎明复出j 往返率由小径，无敢

行大路者.自维持会之军政班成立后，使之四出劝告，安居复业，惟仅少数回家，城保

则多犹豫。敌用欺骗手段，恐怖情形稍减，发良民证，每月巡视一次，盘查之苛，不堪

其扰.而地痞无赖之徒，趁空打劫，城保一带，偷窃横行，公私财物，潜运而出，故平

日丰衣足食之家，沦为破家丧产，地痞无赖者反成富翁，有"胆大者胀死、胆小者饿

死"之谣.
九十二

敌占领龙陵、腾冲二城，赶修腾龙公路公里 自畹町至腾冲，沿途镇市，敌兵驻

守，在交通线东西两侧，敌兵来至，然我无守军，已成敌之军事势力范围，惟腾冲北

挠，我预备第二师顾藻裕部驻守，声威所及，怒江以西地区，虽为敌强占，犹不为敌所

有.

三、保山城慌乱

脑戍失守，沿滇缅公路撤退之难民物资，载车以行，络绎于途，昼夜不歇，及抵保

山，欲硝安息者，停车城旁，蕴塞于道，凡数千辆。市民住宅，旅客盈门，路旁回膛，

露宿风餐者，犹无计其数，人声喧闽，繁杂巳极.畹町、芒市失守之讯，已有所闻，惟讳

而不言.五月四日，学生开纪念会于城中保蛐公园，街市悬旗庆祝，午前十一时'敌机二

十七架轰炸城南，技弹并扫射，逾时复有二十七架，轰炸城西北区.敌机已临，防空部

门不j:警报，民众以为美国空军来助战，翘望拍手.旋即提下推弹，故死伤摄秽，且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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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投燃烧弹，四处起火，繁华市区，顿成灰烬，被毁房屋干余所，死伤约二万人。次日

正午，复有敌机二十七架来袭，狂投炸弹，散布甚广，未集中一处，故破坏较微，且是

日清晨，城市民众，疏散山野，故无人被难。

是时，保山驻军为第六混成旅旅长龙奎垣，莉;熄烽部队，负漾痹至畹町防务之责。

正当、滇缅公路货物运输极盛时期，以苛微营利为本，部队毫无纪律。五日薄暮，龙奎垣

与保山县长刘言昌，宣告敌人巳过怒江，于是全城嚣然，士纠造官府欲谋固守之策，而

龙奎垣、刘言昌早已遁去。去?传队37各机关职员，纷纷逃逸，征缅军留后机
关，亦恐保山不守，纵火焚毁仓库，不问公私物资，付之一炬。城市已成混乱，盗匪乘

机劫掠，公然搬运铺店货物，择其价贵者捆载数十辆，扬长而去，余货委弃于道，盈街

塞途，强悍者争负远逸。是夕，停于保山之车，争先逃难，自惠通桥续至之车，亦不敢

留，络绎于道，如长虹地练，哗乱之声，彻夜不绝。次日清晨，居民之扶老携幼弃家而

四散逃难者，呼号载途。保山城内，余火未熄，死尸纵横，肃杀之气，巳成鬼市死城

也。

四、怒江边设防

初援缅军自昆明徒步出发，第五、第六、第六十六军之后，继以第十一军钟彬部之

李志鹏、张勋、胡家骥三师。先头部队第三十六师抵保山时，已知腊戍失守，催促在途

部队，兼程集中保山，参谋团团长林蔚在保山指挥军事。五日午刻命熊正诗一团开往守

惠通桥，因迎面而来之车，拥挤异常，入夜始抵桥边，已在激战中，我少数守兵及民

众，见援兵至，狂呼之声，山谷为应，既稳固阵地，击退来犯之敌，至是我凭怒江天量

而守。

保山紧急，腾冲失守，西南一隅，大为震动，当道无决策，又恐敌东进，军事委员

会下命破坏祥云至孟定之公路苦?然纹。及祥云至西昌金沙江以南之公路，自惠通
桥以东之滇缅公路巳破坏五十公里，又保山至漾潺之公路也准备破坏。堆存保山之物

资，纵火焚烧者，无计其数。金滇人心惶惶，保山难民东奔者，途为之塞。即居昆明

者，认为当道决定放弃云南，亦纷纷迁往四川，昆明公私商人，战价抛售囤集货物，其

惊慌有不可终日之概。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蝶，云贵监察使李根源，先后自昆明驰

赴保山。是时，敌兵增援怒江西岸，隔江炮击我阵地，敌机常来扰乱，保山恐怖未减，

谣传纷如.有议退守澜沧者，李监察使宋总司令力主不可，屡电致军委会陈述，李监察

使并亲在公路上指挥难民从容疏散，阻止兵车退却。六月二日夜间，敌兵数百渡江，

情势严重，我军往击尽歼之，江荫乃渐巩固.第七十一军负怒江防务之责，与敌隔江而

守，军长钟彬率第八十七师六月十五日始至保山。

战兵图功;保山，不能越怒江天险，乃侵入麻栗坝，即缅甸属之果敢县，在怒江东.

傲自此攻我镇康，惟道路艰难，六月三日自户板侵进孟定，我滇缅铁路警察队四五十

人，有机关枪数挺，由中队长曹发安、王理文率领，驻防孟定，见敌兵五六百名，即退

出，敢跟罩，曹、王扼险开枪抵御，未一时，故以我有备撤去，故并不敢沿滇缅铁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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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后我军布防镇康、脑宁，且卡瓦山游击队长张万美，时出扰乱敌阵，故敌兵且数茧
孟定，而不敢轻进也。

自五月初慌乱，至六月下旬，我军防线稳定。怒江以西之地，虽为敌兵强占，惟仅

沿公路线之畹町、遮放、芒市、龙陵、松山、腾冲诸处驻兵，其余土司地，则仅派员劝
告投降，特许播种鸦片，且踢物以拢络之，诸土司无兵力，佯诺，而未尝心服也。六月

一日，李监察使发告滇西父老书，遍寄诸土司。八月一日，行营电令诸土司捍卫疆土，

由第十一集团军转发，并派尹明德为代表，前往宣慰，南甸、干崖、盏达、户撒、腊

撒、 1路江、猛卵、陇川及江内、耿马、孟定、猛角董、湾甸、老窝、六库、鲁掌、卵

照、登埂诸土司，函寄李监察使，输诚效力。芒市、遮放、猛板三土司，虽在敌寇威胁
之下，亦密遣λ与内地联络，凰不能自拔，亦不昧大义从逆也。

盔、腾冲北战斗

原驻腾冲域内之护路营，在敌兵未至之前二日，追往岩束山。敌兵入城，护路营退
驻瓦甸，敌兵追踪攻击.五月十八日在瓦甸附近之归化寺发生遭遇战，我军正培御间，

第一连引兵回避，旋即溃败，退至栗柴坝渡江.是时自腾城退出之海关人员及民众数

百，随护路营转徙O. 及至栗柴坝摸口，护路营争先渡过，敌兵已至，鸪立江干之民众，

相率技水者数十人，余悉被俘，敌以绳缚，使跪于前，用机枪扫射，全数毙命.敌率队

回域，途经向阳桥及小固街，纵火焚庐舍而去.

五月十二日，预备第二师顾碟裕部，奉命驻防腾北，相机收复失地。顾师长率队渡

惠人桥，进攻橄榄寨，克之，兵力已达珠辛街来凤山后，派第五团第三营道出猛连。镇

长杨绍贵率壮丁三十余人来协助，绍贵侦知敌运输队自龙陵输送械弹，二十六日过猛

连，预伏宫坡袭击之，歼敌八十三名，绍贵负伤死，第三营彭营长率众退出.顾师在撒

榄寨与敌噩战七昼夜，死伤六百余人，退出守双虹桥、大塘子、瓦甸、界头、曲石、沿

龙川江上游一带布防.自后，与敌坚持，大小数十战，固守阵线. 初，预二师副师长

洪行，于六月五日在江草召集地方士绅，成立临时县务委员会，以刘楚湘为主任，张问

德、徐宗稚、赵宝贤、谢树楷等为委员，执行县政.各乡志士来集者干余，筹设干部训

练班，组织民众武装，为进取之基.旋省府委张问德为县长，七月二日在瓦甸办公，十

日设立县政府于界头，地方士绅，匡济时艰，与部队协力，军民相处，甚称和洽.

三十二年二月中旬，腾城敌军增援至七八千人，乃分路北犯。其一路约千人，附炮

四门，于十四日晨在龙川江西，经马站街向顺江街来攻，我军迦击。敌军陆续增援，向

我猛扑，我军为避兔与优势之敌正面作战，乃逐次向明光一带撇逞。敌以一部来袭明

光，主力渡龙川江，窜抵桥头.十七日拂晓，在马面关发生激战，十八日我军转进至马

面关东侧之朝阳地，严阵拒敌.其又一路敌约千五百人，附炮数门，沿龙川江东岸北

犯，十五日侵至江茸街盾，即分股窜扰，主力向林家铺大塘子进犯。十九日敌在双虹桥

附近施放烟幕，并利用飞机大炮之掩护，施行数次强渡，我军沉着应战，将渡江进犯之

故金数歼灭于水际，故以计不得逞，乃转出敢现街.二十日敌四百余人窜抵蛮云街，二

十一日抵蛮蚌，经我军阻击，窜国邦瓦寨，军三月上旬，我第二十六师渡江袭敌，将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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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桥大塘子诸处敌军击渍，析杀敌众三百余名，残余之敌受我猛烈压迫，夺路逃窜。三

月中旬，敌退回腾城附近，我恢复二月以前之防线。自后，时有争夺，五月中旬之战，

亦甚激烈，然阵地则未移动。腾冲县政府为避免威胁，二月自界头迁桥头，复迁三月

宫，复迁平田，复迁j曹间，在怒江东岸，策动民众，协助国军作战。

我驻印度国军，以三十二年九月初集结于歹ij多附近，十月进发攻缅北，滇西驻军亦

准备策应。敌为保护腾龙之安全，大举攻腾北，决心扫荡我游击部队。十月初旬，腾龙

及拖角之敌万余，分六路发动攻势，一路由镇安街沿怒江西岸北犯，一路由腾冲向龙川

江东进犯，一路由拖角向六库对岸进犯，另三路分由腾冲、昔董、拖角会兵犯固东街。

我游击部队，品分别迎击。激战至十八日，主力东搜怒江，与敌隔江对峙，仍留一部分在

高黎贡山一带，继续扰乱敌人阵地。然兵力己微，至是怒江以西我军，几尽撤矣。

我牢固守腾北年余，至是失败，第三十六师在桥头大塘子一带，国后路被截断，损

失奇重。所以至此者，为江心坡、片马之兵先撤，敌自密支都进拖角，与腾冲为椅角，

南北两路夹击，我军至不能支也。综三十一年冬，第十一集团军为巩固滇缅北段边防，

组织怒蚀与茶里二游击区。怒侬区因地远未能建立，惟茶里区游击司令谢晋生部队，颇

有作为，当地民众，竭诚协助.三十二年夏，英国政府谓茶里在民缅未定界，我军不宜

驻防，迫使撤退，政府御英人之请。方国瑜建议茶里游击区军队不可撤退，其吉日 s

"自去岁密支那失守，缅北仅有少数山头兵，驻防野人山地区，英籍军官追居坎底

1葡萄指挥，闻停留数架飞机于其地，待必要时逃逸，显知无固守之决心.故倭寇自密
支那沿迈立开江，强强北进，已揄孙布拉蚌，某人不敢与抗，其所以未渡江进兵江心坡

者，为我军设阳也。若我退出江心坡，倭寇必追踪而至，我再自片马退出，倭亦必进驻

片马.英政府虽言，待我军退出，彼国派兵接防，然英兵实无力顾及江心坡、片马，而

倭寇必欲取之。我军远出，无异拱手送与敌人。若英兵确有实力，则应增防坎底、户

拱，较之分散兵力为上策。若某兵必欲驻防江心坡、片马，则与我军合为防守，岂不更

善，何以迫使我军撤退。况江心坡、片马，昔为我茶山、里麻两长官司地，今为滇缅未

定界区域，英人不容我驻兵，而我与英人接防，岂不成承认为缅甸疆土乎。此不可撤退

者一。倭寇侵占腾冲域，我军固守腾北，游击部队出批无常，使敌不能安就.敌欲扫荡

我腾北驻军，屡进而屡逞，不使敌人达到目的，推其故，为我军保持退路，敌自腾城北

进，我亦北逞，道路既远，敌之运输困难，驻守不易，且息我反攻，故敌避免覆败，进

锐而退速。若敌先得江心坡、片马，利用英人巳筑自密支那至片马之交通钱，占领昔

董、拖角、片马一带，则我在腾北之游击部队，受南北两面夹击，势难固守，怒江以西

仅有之军事根据地，必陷入敌手，不惟明光、国东、江草、大墙之地不可保，即怒江以

东之者窝、六库、鲁掌、 gp照、秤垦诸地亦受威胁@在此区域，南北交通不便，若遭敌

攻破一处，易滋祸患。且敌既渡怒江，融制我保山，今敌已占果敢，南北两路进攻保

山，势难应付。若敌东侵云龙、兰坪，即大理亦受其控制，祸及全旗，亦可能事。故茶

里为我外国藩篱，自撤藩篱，危及西南全面战局.此不可撤退者二。又以反攻缅甸言，

我在怒江以西之军事根据地，最为有利，预置重兵于此，待反攻军事发动，以茶里为掘

点，急进密文那八冀，唾手可得.盖自茶恩至密文那八真间，倭寇准作军事布置，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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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捣密支那八莫，途中之障碍较少。又反攻缅甸时，自印度发兵攻胡康、孟拱南进，趋

密支那八莫之背，与茶里之兵，势成椅角。追两路会师于密支那八莫，猛力南下，循铁

道及大金沙江两路职格萨，复与我出龙陵、畹町之部队呼应，则缅甸局势可定也。若我

先失茶里，贝IJ腾北不保，即能固守怒江天险，然反攻时费力必犬，牺牲必多。茶里一隅

之进退，关系于我军事之得失者，不可以数字估计。此不可撤退者三。如上所言，茶里

不可不守，让与英人必不能守，则我军断断不可撤退。英人岂不知此，所以迫我撤退

者，恐我永久占领也，近数十年，为片马、江心坡问题，中英几经交涉，英人所不忘，
我亦不可忘。然目前我与英人合力，应付倭寇，击败共同敌人，为第一事。为目前军

事，断无撤退茶里游击部队之理，不能从英人之要求，亦不宜以小失大，惟有与之折

冲，说明利害。我可承认此区域为未定界，将来待外交手续解决界务问题，且可申明我

必不强力占领，请美国出面调解，必不可先失茶里。谨陈利害，幸察鉴之。"以此议上

军事委员会，且请云南省参议会向政府建议。然英大使坚持驻防茶里军必退，于是敌兵

进驻昔董、拖角、片马一带，威胁我腾北防守军，不能立足也.

六、远征军防务

我为反攻广大之沦陷区，须重建军队之战斗力，而必先打通国际供应线，即规复缅

甸，修筑中印公路。于是加强驻印度国军，并成立远征军战区，期东西两路进兵，会师

缅北，也边远远盔战区司令长宫，至滇组军，旋电旦墨维也大军云集于滇西，以
第十一、第二十两集团军分统之.待驻印军攻至密支那，即渡怒江进兵，原奉军事委员

会命，限于三十二年十一月底准备完成，但因种种困难，迄三十三年四月，所有兵员补

充及交通通信补给渡河等设备，犹未能达到理想程度，惟美式新武器大部分已发，火力

大为增强，兹将未进兵以前之军事布置列左s

远征战区司令长官部驻楚雄

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驻大理

滇康缅特别游击区总指挥所属分驻六库〈不含}以北及泸水登梗一带.

第六军之预备第二师担任自六库〈含〉至栗柴坝〈含〉江防。

新三十九师担任自栗柴坝以南至双虹桥〈不含〉以北江防.

第六军军部驻瓦窑附近。

第七十一军之新二十八师担任自双虹桥〈含〉至满八腊〈不含〉江防。

第八十七师担任自满八腊〈含〉至三江口〈含〉江防。

第八十八师分驻保山之板桥、辛街、由旺一带整训JI.

第七十一军军部驻保山.

第三十六师驻邓川、 1耳源一带整训.

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部驻弥渡.

第二军之第九师担任镇康、果敢、孟定一带守备.

第三十三师担任耿马、缅宁一带守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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