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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随张自忠参加抗战的回忆
张宗衡

七七事变前后

1935 年春，张自忠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①兼第二十九军第三

十八师师长。 我当时任该师第一一二旅第二二四团团辰，所部驻

防张家口大境门②外。 对于当时张自忠的内政外交情况，我知道

得很少，但从耳闻目睹的一两件事情中可以看出，他的确是执行

了宋哲元的对日妥协政策。

驻张家口 的日 军汽车队，常因卖票走私侵犯我国主权，而与

察哈尔省公路局发生摩擦。 对此，张自忠并未予以取缔，而是采

取和平交涉的方式。 他还聘请 日 本驻张家口领事大本为第三十八

师咨议。 但是， 以妥协求和平是得不到和平的。 1 935 年冬，日

伪军竞进犯我察北沽源、 宝昌 O 张自忠为形势所迫，才命令第三

① 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主邸， 1 932 年 8 月 18 日 至 1935 年 6 月 19 日是宋哲

元， 1 935 年 6 月 1 9 日起由秦德纯代 (后改为任 ) . 1 935 年 1 1 月 8 日起为萧振满(E8

张自忠代)， 1935 年 1 2 月 1 2 日 至 1 936 年 6 月 26 日为张自忠。 (本文注释均为编者

所加。 )

② 大境门系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的北大门 ，是长城要塞，地势十分险耍。

门橱上有原察哈尔特别区都统高维岳于 1 927 年书写的..大好河山"四个颜体大字.

雄主力壮观。 历史上，这一带是兵家必争之地， 是扼守京都的北大门和连接边塞与内

地的交通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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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师准备出发应援。 不久，

守沽源的保安团(团长樊伦

山)将敌击退 ; 守宝昌的保安

团(团长李克昌)作战不力，

致使宝昌失守。 张自忠对樊伦

山明令嘉奖， 同时要杀李克昌

以振军戚。 经石敬亭①说情，

李克昌才得以获释。

初任封疆大吏的张自忠，

因缺乏经验、警惕性不高、过

于相信部下而出了一些问题。

张宗衡像 1936 年 l 月的一天 ， 我去察哈

尔省政府。 张对我说你见张岚峰(曾在张自忠的学兵营当过

学兵)没有?以后要注意他，他是给日本人当间谍的。 我对他

讲的话，他完全报告给了日本人，致使日本人来质问我。"至于

他对张岚峰说了什么话而触怒了日本人，当时我也不便多问 。

1936 年春 ， 天津市市长萧振满被免职，遗缺由张自忠接

替②。 此后，张自忠的部队陆续由察哈尔开到天津附近。 他的基

本部队，除天津保安部队外，共 l 个师 、 2 个旅 ， 1. 9 万多人。

第三十八师师部及特务团、学兵营驻南苑，第一一二旅驻小站、

大沽，第一一三旅驻廊坊，第一一四旅驻韩柳堡、胜芳，独立第

二十六旅驻马坊，第二十九旅驻通州、黄寺间 。 原刘桂棠部改编

的夏子明旅仍留驻张家口 。

① 石敬亭当H、I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 。

② 张自忠于 1 936 年 6 月 26 日任天津市市长 咽 1937 年 10 月 8 日被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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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团由察哈尔开到南苑后，奉调至大沽、葛沽、咸水沽①，

团部驻大沽，接替第三十七师王昆山团的防地。 原由萧振赢派来

协助王昆山办外交的两个人，都是石友三的部下。 我团接防后，

他们都借故走了。驻大沽的塘大公安局局长汪益吾也是萧振赢委

派的，后被张自忠免职，遗缺由西北军的王尚志接替。

海河的北岸是汉奸殷汝耕②的伪"冀东自治区塘沽驻有

日本驻屯军的 1 个联队，还有宪兵队、警察部，致使这里俨然变

成了日本人的天下。塘大公安局只能管大沽的事而不能过问塘沽

的事。

大沽这个小地方，就有日韩浪人开设的 13 家专门卖海洛因

的"洋行" (其实是在 2 寸宽、 l 尺多长的小木板上书写某某洋

行字样，钉在强占的民房上) 。 这些被大沽民众称为"高丽棒

子"的人，专为日本人推销"白面毒害和欺压我国人民。 有

一次，他们杀害了 l 名大沽居民。经我方交涉，驻塘沽的日本警

察部决定，让他们赔偿死者家属 300 元了事。此事激起了当地民

众的愤怒。 他们杀死了 1 个韩国的浪人 ， 也援例赔偿 300 元了

事。 此后，双方的矛盾日益加剧。 我驻军的一位工兵连连长出于

义愤，乘这些浪人去塘沽未归，在其门前埋了地雷。 王团长闻讯

后，急忙将地雷挖出，才未闹出乱子。

我到大沽之初，同日本人没有来往。 后来，第三十八师副师

长兼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李文田同第二十九军的日本顾问中岛、樱

井来大沽看我，并由日本顾问出面宴请驻大沽、塘沽的中日双方

① 大沽 、 葛沽、威水沽均位于海柯南岸 。

② 殷汝耕原系国民党河北省到密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漆榆区行政督察专员，

1935 年 11 月 在日本侵略者的指使下制造冀东事变.成立伪"冀东防共自 治委员会"

(不久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任委员长(不久改称政务长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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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我方参加的有第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和驻大沽部队连长以

上军官共 11 人，日本方面有塘沽驻屯军薄井次郎等 5 名军官。

经过这次宴会，双方有了来往。 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双方基

本上相安无事，偶尔发生摩擦也可随时得到解决。

塘沽日本驻屯军的翻译王某(忘记名字)是中国人，我团

每月津贴他 50 元，主要是为了维护中日双方关系，防止他从中

煽风点火。 团部司书王志诚之兄在塘沽车站当铁路警察，我团亦

每月补助他 30 元，让他做些情报工作。他确实为我方做了不少

事情。

七七事变爆发三五天后，每天都有日军的军列由北宁路①开

往平、 津。 对于这些情况，我随时都向天津市市长张自忠报告。

为制造侵略我国的借口，日军千方百计滋事寻衅。 7 月 26

日，日军未与我联系，竟派 1 个小队到我团防地，声称要修电话

线，被我团第一营哨兵开枪击退。 为此，塘沽日本驻屯军薄井次

郎来电话抗议。 我回答说:这是误会，以后修电话线应先打电话

联系。 次日，日军翻译来我团交涉。 我当即派上尉书记官同他去

塘沽，向日本驻军表示是误会，希望和平解决。 但是，日军的态

度极其蛮横，竟提出要我过河向他们道歉。

7 月 28 日晨，张自忠从天津给黄维纲旅长打电话说:不要

发生冲突，要和平交涉。 黄把张自忠的原话告诉了我。 是日下

午，日本翻译来电话说，限我第二天上午 8 时亲自去塘沽道歉，

否则就要开炮。 我对他说你也是中国人，应当知道该道歉的

不是我们。 请转告薄井吧!"

我将此情况向黄旅长作了报告。 黄说不要理他，我们自

① 北宁路即北平至辽宁省沈阳市的铁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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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安排。"是日夜，我团驻戚水沽的第二营奉命开赴天津作战;

驻葛沽的第一营派 1 个排北渡海河到军粮城，破坏了北宁路的铁

轨，阻断了日军的交通运输。从此，天津的抗日作战便开始了。

7 月 29 日上午 9 时，停泊在塘沽的日本军舰向我大沽开炮c

我命驻葛沽的第一营进至桃花坞附近，准备策应驻大沽的部队作

战。但日军只是终日炮击，以装甲汽艇在大沽河上巡逻，其陆军

并未敢渡河攻击。黄昏前，停泊在大沽口外的日本军舰向铁帽桥

附近炮击，企图切断交通线，阻止我军撤退。

专为第二十九军制造枪炮的大沽造船所，却将所造的轻机枪

以每挺 500 元的价格大批卖给其他杂牌部队，致使该军的机枪不

足(每连只有 4 挺)。撤退前，我团将大沽造船所库存的 30 多

挺轻机枪全部带了回来。可惜的是，还有 500 多挺轻机枪锁在飞

马船仓内待运，无法取出，最后落入敌手。

我团于 7 月 29 日晚转移到葛沽集中并在那里休息了一夜，

30 日到达小站集中， 31 日在小站休息， 8 月 1 日沿北减河经过

马厂到大城布防。后来，我团又奉命回到津浦路以东布防。

天津南北;咸河之战

1937 年 7 月 28 日夜，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在天津、廊

坊、大沽等地对日本侵略军予以反击后，部队陆续退到马厂一带

集中 O

这时，第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 ，第

三十七师扩编为第七十七军。由于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留北平

未归，故所部暂未改编c

津南作战是由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七十七军军长冯治安

指挥的。其防御部署是:第三十七师守备左翼，第三十八师守备

-8 一



在翼;津浦线为作战地境线，线上属左翼地区。 第三十八师派独

立第二十六旅在北减河北岸烧窑盆东、西之线防御。我团奉命派

l 个营在北减河北小王庄附近占领前进阵地，团部驻金官屯，主

阵地在李家屯和大、小马家屯等村。 我团沿高台田的地边构筑工

事，形成由北向东南的弧形阵地。 阵地前二三华里有一条津盐公

路。 我团的左翼与独立第二十六旅相距数华里，右翼没有部队。

这样的配置显然是有问题的。 因为前进阵;也必要时是要放弃

的，而这样一来日军就可以沿津盐公路长驱直入，将我军压迫于

运河畔并予以歼灭 。 时逢雨季，大雨连绵数日，我团的主阵地全

被淹没。 驻天津日军部队和战车多辆，乘机沿津盐公路南下。 我

请示上级，但电话不通，只得命部队掘开北减河堤，以阵地前泛

槛之洪水阻止日军。 同时，我团全部开到北减河占领阵地，团部

驻小王庄，使日军无法活动。 日军乃改为由小站沿北减河北岸大

堤，向我军右翼攻击。 我部后退了 200 米 。 入夜，我团向日军侧

背袭击，日军狼狈逃窜。 此后，我团右翼无战斗 。

于是，日军又在青纱帐的掩蔽下，乘船向我左翼阵地进攻。

我军居高临下，予敌痛击。 日军遗尸一二百具，仓皇逃跑。 我军

缴获敌步枪、机枪三四十支(挺) 。 从此，我团正面亦无战斗 。

日军从右翼把我军压迫到运河畔歼灭之企图失败后，改为沿

津浦线向我军发动进攻。日军以装甲汽艇在运河内骚扰，并向烧

窑盆独立第二十六旅阵地和马厂西侧的运河桥炮击了一个下午，

最后突破了第三十七师的防线。

是日晚，我团奉命沿津盐公路向南减河转移。到达指定阵地

后，我团立即着手构筑工事。 此时，日军已开始进攻守沧州的第

四十军庞炳勋部。 李文田副师长命我团即刻出发，援助庞部作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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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团出发后约半小时，沧州就失守了，我守军退到泊头镇东

北地区。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命第一一三旅北t.迂回到砖

桥车站①，截断日军的后路，以策应刘多茎②部反攻泊头镇。

次日一早，我们到达砖桥车站附近，侦知那里只有 1 个小队

的日军守卫，遂当即占领了车站 。 日军龟缩在确楼内顽抗，我军

把铁轨拆除了一段。 下午，我们得知刘多茎部反攻失败，遂沿津

浦线以东向山东境内撤退。

第三十八师全部由济阳渡过黄河，沿黄河南岸大堤到东阿

县③休息了几天，叉开赴黄河以北的新乡、道口④附近村庄待命c

此时，宋哲元来到部队，给官兵们讲话。 他说，本集团军准备沿

平汉线以东地区北上，策应在娘子关作战的孙连仲⑤部。

策应娘子关作战的经过

宋哲元策应孙连仲部娘子关作战的计划，我是在秦德纯⑥那

里看到的。 各兵团的任务和行动是:第五十九军(由第三十八

师改编)为第一线兵团， 经大名 、 广平等地前进，威胁敌之侧

背， 策应娘子关方面作战;第二线兵团为第七十七军冯治安部。

第一一二旅是全军的先头部队。 旅长黄维纲派我团为前卫。

我团行至广平，昕到枪声，始知独立第二十六旅李致远部己与敌

① 砖桥车站疑为砖河车站之误。 下同 ， 不再注。

② :X1J多圣当时任第四十九军军长。

③ 当时的东阿县治所今为平阴县东阿镇 ( 位于黄河右岸) 。 今东阿县治所为

铜城镇 <i世于黄I可左岸 lo

④ 道门镇当时属泼县， 今为滑县治所。

⑤ 1937 年 8 月至 9 月，孙连仲先后任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一军团军团

长 、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ω

⑥ 秦德纯当时任第一集团军总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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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遭遇，但事前我们并不知道该旅在右侧与我团齐头并进。 按照

当时的敌情，应派左侧支队掩护大军安全行进，而日军也是从左

侧部郭方面来的。 关于敌、友军的情况，上级一贯不向下级通

报，使得我们犹如盲人骑瞎马，怎能不陷于被动?

独立第二十六旅与日军遭遇后，我团和第二二兰团也随即遭

到敌之进攻。 战斗持续了 1 天多的时间，双方消耗弹药不少，我

方有十几个人受伤。 战斗中，我们只昕到枪声，并未见日军前

进。 这显然是日军的佯攻，目的在于掩护其主力向我军后方运

动。

大名是战略要地。守大名的是第二线兵团何基详师的汤传声

旅、吉星文旅。 当他们发现日军，尚未来得及关闭城门时，敌战

车和步兵就冲进了域。何师长愤而自战，幸未击中要害，被及时

抢救过来。 大名失守，致使第五十九军腹背受敌，非常被动。

1937 年 II 月 10 日，第五十丸军奉命绕道山东省管陶县① ，

从那里渡河②南下，回到道口附近整顿，并派董升堂旅在河南岸

之龙王庙防御，阻止日军南犯。 第七十七军退到东明县③境内整

训 。

1937 年 II 月底(或 12 月初) .张自忠回到部队，任第五十

九军代军长。 他把部队编为 2 个师，每师 2 个旅。第三十八师师

长黄维纲，下辖第一一二旅(旅长李金镇)和第一一四旅(旅

长董升堂) 。 第一八0师师长刘振三，下辖第五三八旅(旅长张

宗衡)和第五四0旅(旅长祁光远) 。

① 管陶县为馆陶县之误。该县当时属山东省，今属河北省。

② 渡河系指渡过卫河。

③ 东明县当时属河北省，今属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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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临沂作战到徐州突围

1938 年 1 月，我第五十九军归第五战区指挥，由商丘调到

江苏困镇①援助何柱国②部作战，后调山东省滕县③阻止日军南

F " 1938 年 3 月中旬，我军奉命援助守卫临沂的第四十军庞炳

勋部。

(一)临沂作战

第五十九军陆续开到临沂城西北地区集中，侦知当面之敌为

矶谷师团和板垣师团的各 1 个旅团。 敌军由烟台登陆后，经雄

县、 富县，先头部队到达临沂东关附近④。 汤头设有敌兵站，沙

岭子敌数目不详，大太平村、小太平村、李家太平村、许家太平

村 、 陈家太平材(这 5 个小村庄相距很近，以下简称"五太平

村")共有敌四五百名，亭子头有敌百余名，陈家大太平村有敌

五百余名 。 从亭子头至临沂东关外的村庄都有敌军，数目不详。

第五十九军到达临沂后，敌骑兵曾到临沂城北松树坟附近侦察我

军情况。 第四十军一部守临沂城，一部在东关外的村庄与敌对峙。

3 月 20 日前后，张自忠召集各师长、旅长及参谋长开会，

决定次日拂晓前对当面之敌发起攻击:第一八0师向 "五太平

村" 、 亭子头 、 陈家大太平村之敌攻击，第五四0旅刘照华园归

① 江苏固镇疑为安徽固镇之误。 该镇当时属灵璧县， 今为国镇县治所。

② 何柱国当时任骑兵第二军军长。

③ 滕县今为滕州市。

④ 日军第五师团 (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和第十师团 ( 师团长矶谷廉介)早

在 1937 年 8 月就己来到中国，分别参加了平津路沿线 、 平绥路东段 、 平汉路北段和

津浦路北段作战。 其中 ， 第十师团从天津一直打到山东，其激谷支队于 1938 年 3 月

18 日攻占滕县，然后对台儿庄发起攻击。 在 l临沂与中国第五十九军作战的是 日军第

五师团饭本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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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三八旅指挥，第五四0旅(欠刘照华团)为师预备队①;第

三十八师第一一二旅由茶叶山东麓涉过沂水，攻击对岸柳树头之

敌，第一一四旅为军的总预备队;攻击开始后，军部及总预备队

推进到临沂北关附近村庄。

第一/\.0师各部到达沂水西岸王祥村休息，次日凌晨 4 时许

涉过沂水，开始攻击前进。 我旅崔振伦团为右翼队，攻击亭子

头、陈家大太平村之敌;范绍祯团为左翼队，以主力攻击"五

太平村"之敌，以一部兵力牵制沙岭子之敌;刘照华团为旅预

备队，配置在诸葛城。

战斗开始后，右翼队崔振伦团把亭子头之敌包围在一所大瓦

房院内 O 陈家大太平村之敌被击退后，又反攻过来。下午，崔团

再次克复该村。亭子头之敌一直负隅顽抗。 23 日下午，崔团撤

除包围部队，以炮兵轰击该敌。 入夜，敌军向东南方逃窜。

左翼队于 3 月 22 日开始攻击"五太平村"之敌，一举攻占

了 4 个村，将日军压迫至最东边的 1 个村庄。 经过巷战，日军退

到几个院子内，被我军包围。 日军拼死顽抗，我军未获进展。 24

日下午，我军将东南方面的围攻部队撤离。 当夜，日军由"五

太平村"东南洼道逃窜。在"五太平村"、陈家大太平村之间，

是小沙丘和稀疏的灌木丛。 日军被击溃后，就退到该处顽抗，以

牵制我旅。 25 日下午 3 时许，我派出 1 个团攻击该敌。 日军被

击溃，向东逃去，其炮兵 1 个中队未来得及撤走。我军抢夺敌炮

时，遭子母弹射杀，伤亡数十人。 当晚，我旅退守"五太平

村"、陈家大太平村警戒。

① 据 《第五十九军临沂附近第一次战役战斗详报》 记载 1938 年 3 月 13 日

上午 10 时，张自忠下达攻击命令. 令第-J\. O~市"于 14 日拂晓前，展开于孙家庄 、

孟家村南北之线，以主力对徐家太平 、 沙岭攻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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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二旅接近沂水东岸时，遭到埋伏在岸上之

敌猛烈射击，被迫撤退。由于沂水的河面很宽，而该旅又无处隐

蔽，所以损失很大。 日军渡河追击，致使沂水西岸附近村庄相继

失守。 23 日，茶叶山也告失守①。

24 日和 25 日，日军向前推进了十几华里。 此时，第一八0

师第五四0旅(刘照华团已归还建制)、军总预备队第一一四旅

董升堂部均已技人战斗。我旅奉命由沂水东岸撤退到西岸王样

村 、 任庄、诸葛城一带待命。

26 日和 27 日，日军停止攻击。 27 日下午，军部下达总攻击

令:左翼队为第三十八师第一一四旅，右翼队为第一八0师第五

四0旅。 当部队攻击到村边时，日军全线出击，并乘机脱离我

军，以放火为号全线退却。

我第五十九军克复了沂水西岸各村庄后，因天黑而未追击逃

窜之敌。

28 日一大早，军部派我旅为追击队，向汤头方面追击。 我

旅先头部队到达沙岭子以北二三华里处时，即与日军发生战斗。

敌炮兵向我军射击竟日，双方成对峙状态。 是日，第五十九军奉

命到沂蒙山区打游击，留第一一二旅在临沂配属第四十军作

战②。我旅乘夜由沙岭子撤退到王样村待命。

① 据《第五十九军临沂附近第一次战役战斗详报》记载 1938 年 3 月 16

日，日军飞机将我第三十八师守卫的崖头、茶叶山→带阵地摧毁，其步兵在炮火掩

护下攻占了这两处阵地;后经中国军队发起冲锋，并与敌展开臼刃战，才恢复了阵

地。

② 据 《第五十九军临沂附近第一次战役战斗详报》 记载 1938 年 3 月 20 日

晚 12 时，第五十丸军接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关于" 留一旅归庞军团长指挥，

拒止临沂以北之敌;余即开赴费县附近集结待命"的命令;此后第一八O师己攻

占之李家五湖、董官屯交由四十军占领，围攻汤头残留之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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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应台儿庄方面的战斗

1938 年 3 月 30 日，第五十九军奉命在临沂截击南下之日

军，以策应台儿庄方面的战斗 。 我旅奉命在临沂西北 20 余华里

处的三岔路口附近，截击南下之敌。

4 月初，日军 3∞0 余人绕过我阵地，向台儿庄方面增援。

因该敌有空军掩护，我军为避免损失，故未追击。 此后，我旅撤

至张山坡村附近占领阵地，截击日军。

4 月中旬，日军 1 个大队向我军进攻，掩护其主力部队向台

儿庄进发。 张自忠命我旅跟踪追击。 日军步兵倚仗着空军的掩

护，连后卫也不派，就大摇大摆地退走了 。 在追击过程中，我旅

遭到敌机的俯冲投弹和机枪扫射，伤官兵二三十名，未能完成截

击任务。对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大为恼火，申斥我们放走了

敌人。

4 月下旬，日军数百人(附山炮 4 门) ，占领了临沂城西南

十几华里处的岗寨。张自忠派我旅(附山炮 2 门)进攻该敌。

当夜，我旅袭击岗寨，准备用云梯爬上寨墙。 接近寨墙下时，我

们才发现日军在寨墙根外挖有战壤。结果，我旅尚未接近寨墙，

即被日军击退。此后，张自忠率第五十九军向南移动，留我旅继

续监视岗寨之敌。

5 月初，我旅由岗寨以北移至岗寨以南附近村庄，继续监视

敌军。一天夜里，日军放弃岗寨，向西北方向退却，沿途以放

火、鸣枪作为联络信号。我旅追击了 20 余华里。

(三)展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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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作战后，张自忠升任第二十二军团司令官①，主力开至

那城西南 60 多华里地区，担任台儿庄以东汤恩伯②部队右翼的

防御。

我旅于 5 月初从临沂南下，奉命进出某地区敌侧背后，策应

汤恩伯部作战。 尚未到达目的地，我旅又于 5 月 9 日奉命返回师

部，接受口头命令:敌由那城向我军进攻，命我旅在大王庄东北

15 华里附近的村庄占领阵地，阻止由那城南下之敌;有身着草

黄色军装的中央军由都城方面退下来，注意不要发生误会。

我旅前卫连经过大王庄东端时，误将穿黄色军装的日军当成

了中央军，遂派人与之联络。 日军接近我部时，突然开枪射击。

我前卫连仓促应战，结果大王庄也陷落了 。 我旅后续部队在大王

庄以西麦田里散开，与敌对峙。 双方不断射击，但都未能前进。

当夜，上级变更部署: 令第五三八旅撤退到冯庄西南四五华

里处的村庄休息;令第五四0旅在大王庄以南附近村庄占领阵

地，阻止敌军。

第二天拂晓，敌军开始攻击第五四0旅阵地。 当时，我昕到

炮声十分激烈。 师部来电话命我旅准备出发，旋又命我带队跑步

增援第五四0旅作战。我旅到达范庄时，第五四0旅旅长和部队

已退到范庄。 我命杜清龄团在陈庄占领阵地，范绍祯团守备展庄

(范团右翼为第十三师万耀煌部③) 。 我旅旅部驻范庄。

5 月 11 日，我旅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刚部署好，展庄东、

西两端农场空地的守军只挖了 1 个卧式散兵坑，村内守军有的还

① 第二十二军团司令官为第二十七军团军团长之误。 张自忠于 1938 年 4 月

中旬升任该职。

② 汤恩伯当时任第二十军团军团长。

③ 当时，第十三师师长为吴良琛。 该师原师长万耀煌早已调任他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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