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延伸 合肥主要对日战斗

□孙建军 吴人迪 星级记者 俞宝强

2015年夏季的合肥，稻香楼宾馆附近与大钟楼周边，与往常一样，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一派生机……
但估计也没多少合肥市民会知道，77年前的夏季，这里哀声遍野，屠杀无辜，一片死寂……1938年5月14日8

时30分，日寇在12架飞机轰炸的掩护下，就是从这两地附近，作为突破口，侵入合肥城。
日前，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采访了合肥市委党史研究室，巢湖市、长丰县、肥东县、肥西县、庐阳区、蜀山区

等党史研究部门，合肥蜀山烈士陵园管理处以及历史研究学者姜继永，还原日军在合肥留下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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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万余合肥城乡民众遭日军杀害
星报记者“还原”日军在合肥留下的暴行

大蜀山歼灭战

1940 年 1 月 3 日，日军两个连兵力出城扫荡。

遭到驻守合肥的我军痛击，双方在农兴集交战，日

军败北。4日上午，当日军退至大蜀山西麓，被中国

军队全歼。5日凌晨，日军派出市川联队出城支援，

在西十里庙，遭新四军四支队一部伏击，市川联队

长及数十名日军被击毙，残敌仓皇逃回合肥。

蒋家河口战斗

新四军对日军的首次战斗。1938年5月12日，

新四军第4支队第9团一部，在巢县(今巢湖市)东南

蒋家河口设伏。中午，日军第6师团坂井支队巢县

守备队乘船至运漕河(裕溪河)西岸一带抢掠，新四

军当即进行狙击，将其击溃。

下塘集遭遇战

1940 年 7 月，一三八师四一二团奉命押运弹药

赴肥东梁园镇。8 日晨 5 时，四一二团行至下塘集

附近（今长丰县下塘镇）与日军尾崎旅团田川联队

的先头部队——大泽阁大队遭遇，双方发生激烈战

斗，日军投入兵力约 1500 余人。田川联队孤军作

战，多次反击都被粉碎，坚持到晚 9 时，乘夜幕突

围。此役共击毙日军大泽阁以下官兵三百余人，伤

敌也不下三百，并毙敌军马21匹。一三八师各部也

伤亡、失踪近百人。

花子岗战斗

新四军在皖中花子岗对日军车队的一次伏击

战。1938年9月12日，新四军第4支队第7团第1营

在安徽省舒城至合肥公路的花子岗，对乘车前往合

肥的日军第116师团一部进行伏击。经两个半小时

激战，击毁汽车 41 辆，击毙日军 80 余人，缴获步枪

24支，轻机枪1挺，防毒面具12套。

店埠战斗

新四军在皖中店埠打击土匪武装的战斗。

1938年12月29日，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于今肥东

县店埠镇，对汉奸土匪武装刘孟乙部进行打击，活

捉匪首刘孟乙，全歼该股土匪200余人，缴获战马十

余匹。

日军在巢湖上的巡逻队

战斗中的新四军二师战士

新四军伏击合肥至安庆的日军运输线

新四军四支队在蒋家河口歼灭日军小分队

新四军获得的战利品

照片由合肥蜀山烈士陵园管理处提供

1937 年 7 月 7 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自

1937年冬开始，日军即经常派轰炸机空袭合肥。

1938 年 5 月，日军在侵占和县、含山、巢县（巢

湖）等地后，集结了 2000 多人的兵力，由巢县分两

路向合肥进犯。

在对合肥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相关部门采访时，

记者了解到，1938 年 5 月 13 日下午，由六家畈、长

临河一带西犯的日军一部500余人，逼近合肥城东

南国民党守军阵地前沿五里庙一带；18点30分，沿

合巢公路西进的1000多名日军向店埠国民党军阵

地发起攻击。19 时 30 分，日军开始全线攻城。合

肥守军虽然顽强抵抗，但因兵力不足，加之布防不

当，14 日凌晨，朱家岗、王大郢一线阵地被日军摧

毁。5 月 14 日 8 时 30 分，国民党守军抵抗不住，向

西撤退，日军随即以12架飞机轰炸掩护后续部队攻

城，先后从德胜门（现稻香楼附近）、小南门（现大钟

楼附近）侵入合肥城。

古城合肥遂被日军攻陷。不久，合肥县 130 个

乡镇中有38个成为沦陷区，17个成为半沦陷区。

12架飞机轰炸，合肥沦陷

合肥沦陷当日，日军侵入城内，居民分别向西、

北方向奔逃。北门外的一座石桥，是出入北门的必

经之路，难民蜂拥过桥，把桥面挤得水泄不通。此

时，灭绝人性的日军竟以机枪扫射，霎时桥上尸首枕

藉，桥下尸体满壑，河水为之断流。次日起，日军又

在全城挨家逐户搜捕，将所有被怀疑者抓到卫衙大

关（今卫民巷一带）等地进行集体屠杀。数日之内，

死于日军刀枪之下的即有5000余人，超过当时留城

人数的一半。为防备游击队和抗日武装的袭击，日

军将城墙外沿附近所有影响视线的房屋、树木全部

烧毁。城内的最高建筑四牌楼也被日军炸毁。

占领合肥以后，日军又骚扰四乡。1938年6月

初，日军在肥南三河镇屠杀百余无辜百姓。同年秋，日

军数次洗劫肥西花子岗，全镇3000余间房舍被尽数

焚毁。1940年春的一天，日军从店埠、古河、双墩集等

地调集1000多人，在3架飞机的掩护下，对以肥东县

梁园镇为中心的地区进行血腥“扫荡”。

“很残暴，不是空口无凭的说，都是有足够证据

的。”现居于合肥干休四所，今年82岁的姜继永，年

轻时，一直从事省军区新闻宣传工作，1990 年退休

后，他遍访受日军残害的受害者、目击者、当事人。

据他介绍，1987 年 6 月 15 日，他在巢湖温家套

搜集日军残害这个村庄的证据时，意外获悉，当时

全村原本有420多口人，被日军杀害412人，死里逃

生的只有十几人。

超一半留城百姓遭屠杀

据有关部门在战后粗略统计，抗战期间，合肥城

乡人民直接被日军杀害的达6万余人。日军在合肥

的残暴统治，激起了合肥人民的愤慨。从城市到乡

村，从东乡到西乡，广大合肥人民同仇敌忾，纷纷挺

身而出，驻守在合肥西乡的部分国民党爱国官兵，亦

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多次

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殊死搏斗。

据党史部门提供的材料显示，1938年初，党中央

指示新四军四支队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

三点之间作战。3月，新四军四支队在司令员高敬亭

率领下，分别从湖北省的七里坪和河南省信阳县邢集

誓师东进，开赴抗日前线。

新四军抗日第一枪，于 1938 年 5 月 12 日打

响。当天，新四军四支队九团侦察队和二营四、六

两个连在巢县蒋家河口，成功伏击日军，击毙敌人

20多人，而新四军则无一人伤亡。这是新四军打响

的抗日第一枪。副军长项英称蒋家河口战斗是新

四军“开始第一次胜利的战斗”，规模虽然不大，却

揭开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的序幕。

巢县打响新四军抗日第一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