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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位于龙陵县腊勋乡境内，属横断山脉高黎贡山山系。它由大

小二十余个峰峦构成，主峰海拔2019.8米。主峰顶上，北、东、南三面可

俯瞰气势恢弘的怒江峡谷。怒江东岸的高山峭壁与西岸的松山对峙，形成

惊涛拍岸、飞峰插云的怒江天辈。著名的滇缅公路经惠通桥越过怒江后，

在该山的悬崖峭壁间盘旋四十余公里。松山是滇缅公路的咽喉要塞，大有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故被美国记者称为"东方直布罗陀"。 二

战时期，中国南方最大的战役之一一一松山战役就发生在这里。

V 昔日的松山战场(右 1 山头为子

高地、右2山头为阴登山、中后部山
梁为滚龙坡、左边山梁为竹子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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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初，日 军相继攻陷畹町、芒市、龙陵 。 为阻敌于怒江西

岸，中 国远征军炸断惠通桥。 日 军遂开始盘踞松山，设拉孟守备队， 兵力

3000余人，构建强固的防守体系与中国远征军隔江对峙 。 1938年修筑的滇

缅公路从滚龙坡经大埋口环绕松山蜿蜒至谷底，长达43公里，松山顶峰炮

火可控制怒江两岸公路70余公里 。 因此，日军将松山称之为"东方马其诺

防线"叫嚣中国军队不死十万休想攻取。

iHt 山战役是最为艰苦的攻坚战之一 。 1944年6月 4 日 ，中国远征军强渡

怒江，攻击松山之敌，战役至1944年9月 7 日结束 。 松山之战，中国军队全

歼日军 1260多人，而中国远征军也付出了十分惨重的代价，死伤官兵7675

人。在这场血战中，日军利用有利地形据险死守，顽抗不退 。 中 国军队则

仰面强攻，以高昂的斗志反复冲击， 虽死伤累累也毫不畏惧， 历经3个多

月的反复争夺，大仗 10余次，小仗上百次 。

松山战役是山地丛林攻坚的典型战例，是中国战场以至整个太平洋战

场中全歼 日 本侵略军的最光辉战例之一，也是国际合作共同抗击法西斯的

成功典范。

可，由竹子坡山顶展望大革E口附近敌堡垒工

事位置写景图(绘制于1944年6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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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 。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

都知道，是由滇缅公路、驼峰航线以及中印公路等组成的运输大通道，支

撑着中国抗日战场许多重要战备物资以及大后方的经济补给。

为了长期抗战的需要，云南省调用20万民工 ， 修筑滇缅公路。 1937年

年底开工 ， 之后日夜施工， 仅用 了8个月 时间， 1938年8月公路初步建成，

1939年 1月就正式通车。

A 修筑滇缅公路徽章

4 交通部滇缅公路局1002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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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艰巨、浩大的工程，没有机

械，完全靠人力，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

成，堪称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当时的

《云南日报》说:这是"长城、运河之

后又一巨大工程"是 "中华民族生存

力量的纪念碑" 。 英国的《泰晤士报》

连续三天报道滇缅公路的修筑情况，刊

登多幅照片，赞叹说"只有中国人才

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做得到。 " 美国总

统罗斯福对滇缅公路建成深表疑惑，命

驻华大使以"回国述职"为名，故意从

滇缅公路回国。该大使回国后向罗斯福

报告说"滇缅公路工程浩大，此次中 .... "滇缅公路工务局" 752徽章
国政府能于短期内完成此艰巨工程，此

种果敢、毅力和精神，实令人钦佩。且

修筑滇缅公路，物资条件异常缺乏，第

一缺乏机器，第二纯系人力开辟， 全赖

沿途人民的艰苦耐劳精神，此种精神是

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的。"

1937 年 11 月，民 国政府下

令修筑滇缅公路。 1938年 10月 交

通部滇缅公路运输局在昆明南屏

街成立。 1941年 11月机构更名为

"军事委员会运输统治局中缅运

输总局滇缅公路局公务局 "

1942年8月 10 日中缅运输总局撤

销，机构名称改为"军事委员会

运输统治局滇缅公路工务局 " 。

创下令修筑滇缅公路的云南省主席龙云





食 10

'开山劈石

滇缅公路修建之难，主要难在公路经过的80%路段是崇山峻岭，而这

其中有一半要通过坚硬的岩石地段。筑路者只能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一点

点硬啃出来。

‘云南各少数民族积极参与了修
筑滇缅公路(图为 位年迈的僚

傣族老大妈正在挖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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