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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战异域扬国威

一一印缅血战记

:l1J建章*

抗日战争中，中吕政府于1942年应英、美两国之语，谦

遣大军远征缅甸，支援英军，保卫印〈度〉缰〈甸〉。整

个战役可摄分为两个阶段，即缅南保卫战与结北反攻战，前

后历时 8 年又 8 个月。第一除段受战珞影响而遭致失败，但

在第二阶段的组北反攻战中，全歼吕军第十八邦国及第一、

五三、三一、五五、五六等师团各一部，毙伤敌步兵指挥官

水上摞藏少将以下宫兵10万余众。我宫兵伤亡40 ， 000人。战绩

辉煌，启盟军东南亚越远匙利之端绪。民跟当年，国内正处

于以劣势装备，独立对抗现代化日军之悲苦作战阶段，寇深

国鱼，中原被荡。但为顾及盟国反法西斯全球战略利益，东

南亚之安全，及保持滇缅自际通路，便于美援辑资输华，以利

盟军太平洋之作战，乃咬紧牙关，一百集中力量破敌自保，

进而以求驱敌国门; -Uif分兵印缅，在国外战场溃敌有生力

量。下面就我中华男儿，印缅浩血奋战的摄况，略作介绍。

第一阶段一一远征缰商，支援英军
1、敌我力量z 缰甫保卫战参战部队有z 英军2师一一英

唱作者曾任国民党新 6 军副军长，珑，侨居美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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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军 1 师，英印军 1 师， (军官为英匮人，士兵为印缅人所

组成之师〉。我方为第五军 3 个师一一第二百师、第九十六

师，新编二十二师z 第六军 8 个师一一第九十三师、第四十

九师、暂编五十五师事第六十六军 3 个师-一一第二十八婷、

第三十九师、新编三十八师，共计11个师。我方之实力，无

论兵力〈我军兵力不满编制百分之八十，再除勤务部队，每

师战斗实力仅 5 至 6 千人〉、火力〈我军无出野炮，拇编奉命

内仅有八一或八二迫击炮营，每营12门，步兵器仅有八二追

击娼连，每连 4 1'1)、装备以及空中优势，均远逊于日军。

敌人参战兵力为日军第十五军团司令官饭田祥二郎历指挥的

第十八、第三十三、第五十五、第五十六 4 个师团，另有两

个战车兵回隐有若干出野重炮、高射炮等，如上优势a之空军，

总兵力10余万众，超过我方兵力三分之一强。日军编制，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每 1 师因为 4 个联队〈联队相当于 1 个

团) ，分辖于两个旅。战争中， 1个ø哥国只有3个联队，无朦

的编制。但日军独立旅菌或师团，除步兵联队外，尚有炮、

工、骑、韬等联队，另有 1 个战车连，全师约 2 万 1 千人。

2 、富挥系统=我军以罗卓英将军为司令长宫，受命于

美军中将支迪威将军(Joseph.W.Stilwe l1)。史迪威

指挥印缅战场，系经蒋介石电请美国总统罗斯福接受马歇尔

的全力保荐，获英首相邱吉尔同意，出任蒋介石之参谋长。史

民东来之前，方任师长，来华摄务特升为中将。在尔后许多

事实中证明，史民虽长于苦1I练，勇于临阵。捏住悟，粗暴，架

警不事11，更缺乏实战经验，无严格之军纪观念，其茹挥下属

常不按指挥系统，以致造成许多纠纷。且常读过于他人，责

任感不强.时有举措失当，轻视我军将领之指挥能力和兵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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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之战斗力。对我嚣国情军在文化缺乏认识。

3 、战斗经过: 1942年 2 月，第五军之二百师自滇西经

畹町 (Wanting) 、腊戌 (Lashio) 进入缰南之同吉

(Taungoo) 及其以南地区F 第六军自昆晓经探山$IJ 达缅

泰边境之毛奇 (mawchi) 、猛畔 (mong • pen) 、雷列

姆 (Loi le m) 地区。第六十六军进驻措虎、曼德勒

(Mandalay) 待命换助英军作战。

3 月 8 a , a军攻占佛光( Ramgoon) 分三路程极北

道。西路以第三十三师团，自仰光沿伊洛瓦底江

(1 rra w oddy. R • )东岸，远攻普罗美 (Prome) 。中

路以第五十五师团自培克(Pegu) 沿仰曼铁路与公路北租用

吉。东路以第十八师团联合泰军进窥景东 (Kengtung) 。

E萎握部将军于 3 .R 19a ， 率新编二十二师经黯戌、曼德

勒到达段梧 (Kuyaukse) 集结待命。 21 日推进至淡文伊

(Taungdwingyi) 、茵拉林 (myolal i n) 之线占领阵

地，准备增援右翼英军作战。

右翼f2.t英军当日军之西路。敌以其第三十三师团于 4 月

1 日，突破英军辞地普罗美， 5 日陪察叶特模(Thagetmyo) ，

6 日陷词兰店 (A 11amgo) , 12 日分程诺克浦 (Ngope)

及沙黯瓦 (Salth wa) , 14 日陷马搭成 (Magw的，英军遂

退守仁安羌 (yenan-gyaung) 016 日英军两个族及战车一营

被包围于仁安羌f2.t北地区，致使我中路军新编二十二师之右

翻背大受威胁。史民乃急抽调防守曼德勒之新编三十八师兼

程验援，解英军之危，击溃敌第三十二~市团之主力，克复仁

安羌，歼敌1200人，救出英疆军7000余人，战车骤马无数。

a美教士与新闻记者之被救者亦达5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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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以中吕第六军当敌之东路。敌w.第十八师团之主力

及其第五十六师团之一部分犯毛奇、雅多 (KYatpyi) 。

我第六军之第九十三师及暂编第五十五!那与敌激黯战斗后，

退守南柏 (N:1 ungpla的。 4 月 1713 敌军陆包拉克

(Bawlak吟，我军退守词邦( Ho.pong) 、孟苗

(Mongpu) ，孟洗 (Mongsit) 0 20 日敌占罗位考

(Loikaw) ，以一部攻棠吉 (Taunggyi的。棠吉失守

后， 24 日，我第二百师复又反攻， r设立棠吉。敌又集中主力

攻雷列姆，陷之。敌遂分两路攻黯戍。我第六十六军分途阻

击，百敌军炮火猛烈，且以优势空军轰挥扫前，我军不得不

于29日放弃黯戊，转守新维 (Hsen Wi) 。敌乃乘势北

造， 5 月 1 日取新堆， 3 日陷瞬町，结取芫段。其主力照于

5 月 88经八英 (Bhamo) 取密支部。在yitkyina) 0 1也

~商之敌，复转声il北上，威胁我国之保山、昆明 o {亘我王先

羽窍三十六师一一宋希号:2部之李志脐部，在运ZE;桥东岸布

院。敌主人西岸强注怒江，激战终日，终不得逞。转攻腾泞，

又为我第八十八!睹一-5t~希路部之顾英裕师及第三十六师之

一部所掘，敌运与我黯怒江对碍。

中央我军仅以新二十二!即当敌之中路。中路敌军第

五十五!原因于 8 月 23 日起，对同古发动猛烈攻击，并成一部

向北迂回，袭占战略要点之高阻 (Nan Yan 3) 车站，截断

我同吉守军之补给线。25 日，同吉外国据点鄂克春 (oktw in) 

被陷，我同古守军第二百!原遂陷于孤立，幸在弹俱缺，情势危

殆。新二十二剪子 8 月 28 日自叶达百(yedashe) 向南攻击，解

同古之围，激战至29 民，攻克南陪车站。旋因敌大举增援，

第二百师向北转道，新二十二师乃于现地改取守势，与敌保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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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 持接触。

我军扳于平蛮纳 (PYinmana) ~f.t远地区与敌会战，捕

捉敌之主力而歼灭之。因命新二十二剪子叶达西迄平蛮纳边

区，阻敌北边，以掩护我军平蛮给之会战部署。新二十二师奉

命后，以并用固守阵地与数辞地之远滞作战，争取会战充分

准备窍需之时词。新二十二师以说练有素，部队素质精良，

却以廖耀期!部长之指挥卓越z 乃扼阻敌人于平蛮纳至叶达

百地区(其闰不足40哩) ，达20余日之久。后因右翼英军节

节败退，平蛮纳地区保i背暴露，不得己放弃会战企图。 20日平

蛮纳失守，左翼罗依考亦同时陷于敌手。 5 月 1 日，右翼英

军又被沿伊洛瓦底江北进之敌所击破，向孟瓦 (Mongwa)

北进。左翼萨尔温江 (Salween.R.) 西岸北程腊~之敌，

则企图经商伦 (Nam lan) 包围曼德勒，截断我后方联络

线。史迪威见态势不利，、下令放弃曼德草草，准备退守窑支

部。在曼德勒未放弃之前，新二十二师复于辈革背(Pyaubwe) 、

戴河〈丑eho) 、棠吉、他希 (Thayi) 及曼德勒以南地

区，议有效之抵抗和激烈之战斗阻截北泣，掩护我军之撤

退。此项撤退行动，国师长廖耀期将军指挥之卓越，部署之

得当，予敌重创，使敌不敢贸然前选，我军行动得以自串。

对部队之纪律与服从之要求，亦至为严格，无一人敢于以身

试法。每-阵边不到规定之撤退时间，无论班、排、连、

营、目均不敢早一分钟撤守，而撤退之秩序亦非常严整。

选窥我左翼之敌军于 5 月 8 日在隐密支那后，我军原拟

自腾冲、片马撤退返国，或应该区反攻之计划，已完全不能实

-行e 第五军主力因此被迫出野人出 (YehYens主共n) 经孟关

(Mai-ngkwen) ) ，大洛 (Tairo) 转入印度，于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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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初，到达印度东境之列多 (Led的。

大军进入山区之时，正当邱缅雨季，野人山人烟稀少，

平时道路悉被水淹，或成为巨川大坷，行动困难，我军沿途

给养不继。兼以野人出系原始森林，痒气、虫毒之最害甚

嚣a，而又缺乏医药。远征宫兵在霆雨、饥镜、疾病、疫惫噩

扰之下，死伤选半。以薪二十二师而言，损失于进军途中较

损失于敌军娼火下者为多。若干人在行进途中，以体力耗

尽，扑地不起，捐躯异邦，拜搭载途，费需盈野，至艰至

苦，旷古不闻。所幸师长屡耀黯将军于雨季降临之始，曾采

取若干保持宫兵体力之措施，如劝官兵减轻不必要之负荷，

多带给养，坚完意志，勇往迈进，要与大自然不黯地作主良苦

斗争。彦将军本人更以乐观之态度，饱满之情绪，稳键之步

战，领导全师官兵排除万难，坚毅前进。全军如无巨大之精

神力量，其庶几覆灭于野人山森林之间矣。此时，史迪威将

军贯自己离民弃军转入印度，置全军官兵之生死存亡于不j膜。

4 、得失拴讨=一、无统一之战略与统一之指挥。英方

吉始 ltP存弃锺保印之理念。而我军入缅作战之吕的，主旨在

协助英军确保缅印，其次在保持漠缅医际路线之畅通，万不

得已亦必固守曼德勒及密支部之线在迎击来犯之敌，理敌于

我国境之外。此点于战争之始，未作通盘打算，英军于迎战

之初，即无心战斗，故有仁安羌之失和孟瓦之溃。左翼乃因

从曼德勒抽调新三十八师解仁安羌之围，为敌军所击破，遂

致全线动摇。复因此使密支那过早落入敌手，而成不可挽救

之局面。何应钦著《八年抗战》一书第174页云: "此次入

缅作战，先国同盟国之作战准备未有具体格寇，当敌陷持光.

之后，英军主力移至铁路以西，铁路正面自我壶战，而因时了。-

.6 



伺仓猝，未能及时集中，无法发动全力，自始至终，均呈被

动之态势。P 陈纳德 (h a i rewee. Chennaul t) 将军著《战

斗者的方法)) (Way'of.fighter) 一书之 158-159 页亦

云z "史追戚在中国军队准备攻势之顷，突将精锐抽出，致

为敌所乘，……直为军事经验尚未成熟之表班。"

二、高级指挥官一一史迪威，忽视上级(指蒋介石〉之

指示，缺乏战略修养。(一〉当蒋得悉同古守军弃守之消息

后，即令林次去蔚转告史迫威，宜将中国军队退至平蛮纳附

近与普罗美相互策应，挠闻普罗美南20理发现敌踪，遂又电

林转告史氏，宜将平蛮纳附近据点 tu有力之部队提守，并须

阻止再立人军一一新三十八蹄，开往前线使用。(二〉缅战

退却之先，蒋又电令史迪威与罗卓英将军先到密支那基地布

置防务，罗卓其将军国于赴密支那途中碰车出轨，交通阻

断，若r@]温藻F 史迫或则弃军自赴印度，对战事情形，未向

蒋提出一字之报告。(三〉在密支那失路前一用，蒋电令史

迪威、罗卓英速将主力向密支那与片马方面移动，其时黯戌

甫失，而第五军社幸晓军长尚能集合三个师，故其局势并非

不可挽救。不幸史迪威竟未遵黑蒋之指示，及早移军密支

那，而带但于曼德勒与士威被 (Shwe-bo) 之间，直到前

方兵退路塞，密曼铁路无法通行，致使我数万大军因于北

绍，后不得不经历艇越野人出进印之艰苦卓绝之行程。

三、未能掌握空中优势。我军无论在战斗或有军:骂，均一

遭受敌大量空军炸射，虽有战斗力亦无法发挥。再右，因缺

乏空中惊察，对敌军运动情形亦无法迅速获知商作出相应处

置。

四、缺乏谍报与地面镜察组织，致情报不灵，亦即史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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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之指挥部组织不健全，对敌人动态全然不知，凡所举措，

均较敌落后一着。

五、装备、兵力、火力均处于劣势。劣势欲战胜优势，

所谓必以寡击众"，必须有卓越之指挥官及良好说练之部

队，否则无有不贼。证之战虫，丝毫不爽。此战在我新二十

二师未受敌巨剑，且在逐次提抗中从容撤退，选色tlí孟势之敌

军，端艘师长廖灌部将军据挥之卓越，及其部在人训练之精

良。另外新三十八师之于仁安羌解英军之圈，使敌受创 p 第

二百师之守同古亦迭毡tl敌军，都是智力于指挥宫之卓越指挥

与部队训练之精良。英军虽有优势之装备与强大之火力，但

如i练与指挥均远远敌人，卒招致失跤，影媲全局。

第二阶段一一反攻缅北溺雪前耻

第二阶段摇北之反攻作战，参战部队名虽为中、菜、美

联军，实以中国军队为主力对抗日军之作战。综计中、英、

美联军总兵力，约12万人，日军约20万人。我军官兵识练精

良，并得优良之装备，能征善战，纵横疆场，所向无霞，成

为战场上之骄子。使一白白命为强国之英、美军队，自愤不

如，见我官兵皆坚持指高呼z "顶好"示敬。并使号称"森

林战之王"之日军第十八师团于索卡逞(N saw-gahlawng) 

之战，惨遭全军被歼之命运。从此我军声威大振，扬誉中

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写下了最光菜之一页。

缅北反攻战役中，由于总指挥官史迫威将军与我官兵国

籍不同，其利害现点亦异，故在战役上之战略意图，更难求

一致。史迫威当时怀着"洗雪保卫缅菌战败之耻"的也理，

极逞其个人英雄主义，我军官兵乃以孤臣孽子之心，抛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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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洒热血，打开一条吕际通路，藉以获得美匮军需物资之

援弱，扭转回内战场之藏势乡有助于驱运徨华日寇，还我河

山。其间可歌可泣之史实，自 FEI于第福，无法详述，兹将几

个重要战场作战经过，分注于后=

一、胡康 (Hukawng) 河谷作战

胡康if苍谷，位于中、印、组三国未定界之边区，为野人

出自陈中之高原歧谷，平均高度在7000公尺以上，更底宛河

(h i nd w i n. R • )及伊洛瓦底江发掠其间，主1}..长数百里，

人烟极弱，为未经开发之原始森林区。芳:棘丛生，雾气弥

漫，拾头不见天白，足蚊、旱蛙、毒蛇、猛兽为该区盛有之

产物。我军于短句保卫战失利，向印度转泣，途径其间，因

装备不足与我肆捂拖不力，饱受侵袭，兼又jiF给出·艳，医

药敏乏乡在民垃疫主主之下乡官兵不幸丧生者，约在千余众。

但在印度在会主呈识，如强预防措施后，再度E王战其间，轻刻

在载，拉22、珑，收白骨，哀兵必胜，士气222为高昂，街向无

敌。部康百谷之战分两期实菇，前后历时三个月，辑或辉

煌，启摇战胜和之端绪。

第一黯z 葫靡河谷外围会战。新二十二ø哥大洛及黯邦卡

(Ya wngb a. ng 、 Ga) 战斗，新三十八师于邦(y upbang) 

及太柏卡 (Tapeiga) 战斗，先后将敌困守在孟关外围的据

点守军完全歼灭。新二十二师第六十五回大路之哉，歼灭敌

第五十五联5人一加强大5人。腰邦卡之哉，第六十六口第一

音，击破敌第五十五联队两个大队之攻击，均以寡击众，提

高了驻印军士气，加强了必胜信念，开启了往后胜利之先;二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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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孟关会哉。敌集结于孟关核IL'阵地决战之兵

力，计步兵 7 个大队，由野炮 2 个大队，重炮 1 个大队，军

属四七战防炮工个大队。火炮数量为我军一一新二十二照之

四倍。新二十二师以步兵 8 个营，山炮 1 个营，战车 1 个营

与之决战。结果，无论敌高级指挥官之指挥，或部队之战斗

力，均遭彻底失败，此为中日战争史上我军空前未有的战

援。敌军被迫退出整个胡康河谷，英、美两国对缅北战场之

中嚣军人刮吕相看，对我军战斗力，作出新的信命。其政浩

影响，远较战场上之军事胜利为大。孟关之克复，不仅于英

法尔(lmphal) 英军精神上极大鼓舞，旦抽调我第三十剪

步兵 1 个臣，战车 1 个营.巩国科希玛(瓦ohima) 后方，

予危机中之盟军以实力援军力。其战略意义，及在科希玛对印

缅边区日军之迂吕攻击，影响十分重大。但就战术观点上言

之，实为一不完全之胜利。因美军一团迂回瓦鲁班

(Walauban) 授敌以反攻退走之机，功败垂成。又以我一

一三四及以战车为主之独立支队未能按计划适时断敌退路，

故未将敌第十八师团全歼，使其重武器、车辆，及步兵主力

得以逃离战场，导致尔后间有班山(Jambubum) 出溢及孟

拱 (Mogaung) 河谷之激战。

二、间布班山山隘之作战

间布班山隘，串丁高沙坎 (Tingkans a.kan) 起经高鲁

-韬 (Hkawnglawyang) 至沙社植 (Sh a. dutyug) 止，为

一狭长山谷，银长五十余公里，两倒崇山峻岭，山高 8 千余

公尺，悬崖绝壁，无法攀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险。

由撞宽度不足 2 千公只，两侧无法迂蜀，必须由正面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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