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时期，江苏丹阳西南的延陵古镇是新四军茅

山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也是新四军“东进”“北上”

的重要通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新四军经常从这一

地区出击，打击日伪。1939年11月上旬，丹阳、金坛等

据点的日军纠集3000多人的兵力，采取“分进合击”战

术，不间断地开赴延陵地区“扫荡”，企图寻找新四军主

力部队决战。新四军一支队二团一部、新六团和地方

武装丹阳独立支队等，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在

运动中寻机歼敌。

1939年11月8日凌晨，丹徒宝堰镇日军约三四十

人至延陵“扫荡”，上午8时途经贺甲村东南塔路头村

时被丹阳独立支队包围、毙伤10余人。日军残部依仗

火力优势，退守贺甲村东约0.5公里的城河山制高点，

并据此以轻机枪、掷弹筒疯狂射击，企图固守待援。

这时，新四军一支队新六团两个营的兵力赶来增援，

赶到战场后，立即从敌侧后发起猛攻，击毙敌人十余

人，缴获机枪两挺。敌人抵挡不住，只得向西突围，溃

逃进贺甲村，企图继续顽抗。

12时，日军调来增援部队，突破警戒线进入贺甲

村与村内残敌会合，并企图在优势火力支持下组织突

围。关键时刻，二团部队赶到，将敌人“硬堵”了回

去。敌人又向新四军反扑三次，均未得逞，被击毙十

余人。二团三营进攻贺甲村北敌人，一营进攻贺甲村

西北角敌人，敌人害怕阵地有失，开始施放毒气，新四

军战士被迫暂停攻击，退出村外。

傍晚，狂风卷着阵雨来袭，据侦察员报告：附近据

点的敌人本来已经出动救援，但由于风雨交加，无法

前进，又退回了据点。新四军部队立即发起强攻。一

营点燃稻草数堆，以浓烟为掩护，首先突入贺甲村；三

营和新六团也相继突入。战士们和敌人展开白刃战，

将敌人阵地压缩到村东南角祠堂内。战至9日凌晨4

时，二团二营赶来增援，新四军士气大增。上午9时

许，二团二营四连先以一个排兵力摸索前进。接近祠

堂时，隐藏在草堆中的敌人突然冲出，双方展开搏

斗。四连二排随即冲上去助战，然后全连战士冲上

去，把敌人压回祠堂。

10时，新四军各部发起总攻，二团战士在竹竿上

绑束手榴弹，在祠堂西侧、南侧炸开3个洞口，紧接着

向洞内投手榴弹，炸得困守祠堂的日军血肉横飞。残

敌企图从北门向外逃窜，在打谷场上被二团、新六团

包围、全歼。此战，新四军共击毙日军精锐十五师团

池田联队所属官兵168人，俘虏3人，缴获轻机枪4挺、

掷弹筒2具、步枪100余支。

战斗结束后，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向参战部

队表示祝贺，并称赞二团是“老虎团”。新四军著名词作

家罗汉、作曲家何士德以贺甲村战斗为题材作词作曲，

写成《反“扫荡”》战歌，在新四军和敌后根据地广为传

唱，极大鼓舞了抗日军民。 吴小龙 据《人民政协报》

《反“扫荡”》战歌的由来

顾祖禹与《读史方舆纪要》
顾祖禹（1631~1692年），字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人，后徙常熟，世称宛溪先生。其所

著《读史方舆纪要》（以下简称《纪要》）问世后，受到广泛重视，时人将之与梅文鼎《历算全书》、

李清《南北史合抄》合称三大奇书。

孙庆峰 黄曙霞

顾祖禹家学渊源深厚，父亲顾柔谦精通历史

地理，是当时有名的方舆（地理）学家。从小跟父

亲耳濡目染，顾祖禹受到了良好的学术训练。顾

柔谦有强烈的爱国情怀，认为地理知识的匮乏与

错讹是明朝当时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所以立志

写一本实用的军事地理著作，但因国家灭亡悲愤

过度，以致身患重病，临终嘱咐顾祖禹完成遗愿。

顺治十六年（1659 年），顾祖禹开始撰写《读

史方舆纪要》。当时他的家境非常贫寒，为了写

作，顾祖禹不得不紧衣缩食，积攒钱财来买书。

买不到的书，他便四处去借，借后抄写，抄完奉

还。他订有严格的写作计划，每天必写数个条

目，数十年如一日，“穷年累月，矻矻不休”。

为写好《纪要》，顾祖禹广泛收集材料，力求

竭泽而渔，不遗漏每一个可以获得的材料。他治

学严谨，对收集到的材料都进行严格辨析与考

证，确定无误后才采用。

除利用文献资料，顾祖禹还坚持实地考察，将

纸上材料与亲身观察相结合。他广泛游历东南诸

省，沿途考察城郭、山岳、河流、道路、关口，与商

人、工匠、农民等深入交谈，访寻当地风土人情。

康熙十八年（1679 年），顾祖禹终于完成《纪

要》撰写，此时他已年近五十，距离开始写作已过

去二十年。此后岁月中，他一直从事《纪要》修订

工作，直到去世前仍在修改，用三十余年的光阴

写出了一部地理学巨著。

三十余年著一书

《纪要》重点阐述历代行政区划沿革、山川险

要、攻防利害，兼论历代战事的得失成败，是一部

历史地理和军事地理融为一体的专著。全书将

史事与地理相互印证，“以古今之方舆，衷之于

史，即以古今之史，质之于方舆。”通过分析地理

形势，进而更深入理解历史重大事件；通过考证

历史重大事件，以便全面认知地理形势，因此顾

祖禹将书命名为《读史方舆纪要》。

《纪要》全书一百三十卷，合计二百八十余万

字。按照内容可分为四个主要部分。

一是历代州域形势，共九卷。从上古唐虞

夏商周开始，一直叙述到明朝。每一个朝代都

分析重大军事活动的攻守形势，论述区划设置

沿革，让读者对形势的轻重、区划的变动了然于

心。如晋代一卷，先叙述魏灭蜀、晋灭吴、永嘉

之乱、十六国争斗等战争的军事地理形势，后论

述晋代行政区划。

二是分省介绍，共一百一十四卷。按照明代

行政区划，分北直隶、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

陕西、四川、湖广、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

云南、贵州依次论述。每一省又按府、州、县顺序

分别列举，叙述地理方位、战略地位、建制沿革、

名山大川、历史重大战役等。如北直隶昌平州（今

北京市昌平区），顾祖禹先指出它具有重要战略地

位，是京师的咽喉所在，“枕负居庸，处喉吭之间，

司门户之寄，京师大命尝系于此”。接着详细论述

昌平的军都城、万年城、巩华城、居庸关、白杨口、

苏家口等战略要地，以及天寿山、军都山、白浮山、

银山、榆河、官河、高梁河等山川险要。

三是山脉河流，共六卷。这一部分主要从宏

观上论述中国境内太行山、大别山、岷山等主要山

脉，以及黄河、长江、淮河、汉水等主要河流。通

过山川河流的纵横交错，展示中国地理的经络。

四是星宿分野，共一卷，记叙历代关于天上

星区与地理区域对应之说，阐释天文与地理的相

互关系。

最后附有图表，计有全国、各省、边疆要塞、

黄河、海运、漕运等地图二十余幅。

鲜明的军事色彩是《纪要》的重要特点。全书着眼于

国防需要，详细论述地理形势、山川险易、军事要塞，对名

胜古迹、旅游景点则简略叙述。每一省卷首撰有总叙，概

论地理形势，同时引用大量战争史实，以展现成败之关

键。每府、州、县同样是这种体例，但论述内容更为详细。

以南直隶（区划范围约为今江苏、安徽）为例，顾

祖禹指出：“明初规画畿辅，跨江踰淮，幅员最广，夫亦

保江者不在江南，保淮者不在淮南之意乎？”并引用大

量历史事实证明保江南必须保淮南，江南淮南唇齿相

依，没淮南则江南也难保。后世史实也证明了这一

点。19 世纪中叶，太平天国兴起，定都天京（今南

京），占据江南，但未全力争夺淮南，导致后期战略上

始终处于被动防守局面。清军后在南京北建江北大

营，在南京城外建江南大营，对太平天国国都成夹击

之势。而江北大营的选址地扬州、江南大营的选址地

紫金山，顾祖禹在《纪要》中早已指出具有重要战略地

位。《纪要》引宋代学者王应麟之语：“扬州俯江湄，瞰

京口，南蹑钜海之浒，北压长淮之流。”点出扬州对于

江南的重要性。又引南朝刘宋时书籍《丹阳记》指出：

“京师（今南京）南并连岭，而蒋山（紫金山别名）岧峣

嶷峻，实作扬州（南京当时属扬州）之镇。”点明紫金山

作为南京城外战略高地的重要地位。

区划沿革的详细考证是《纪要》另一个鲜明特点。

中国历代正史的地理志往往局限于一朝一代的区划变

革，而《纪要》则对四千余年区划变迁进行了详细论述，

尤其对县域的分合、地名的变更、江河湖泊的变迁等进

行了重点考证。以山东省无棣县为例，《中国历史地名

辞典》只说：“隋开皇六年（586年）分阳信、饶安二县地

置，治所在今河北盐山县旧庆云东南。”没有指出无棣

县名的渊源。《纪要》则说：“无棣沟，在县南。相传春秋

时即有此沟，分大河支流东注于海。隋开皇中因以名

县，大业末沟渐填废。”两书相比，《纪要》点出了无棣县

名源于县域内的河流无棣沟，这条河属于黄河支流，隋

朝时逐步填埋废弃。这不仅对研究地名的演变，而且

对研究黄河支流的变迁，都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辩证思维是《纪要》的又一闪光点。顾祖禹虽然

重视地理，但并不是地理决定论者。他指出地理战略优

势的发挥，也需要人的努力，不能单凭地利，所以他强调

“封域不可恃为强，城郭不可恃为固，山溪不可恃为

险”。同时，自然地理的高下险易虽然是固定的，但是战

争一旦发动，敌我形势却是不确定的，“州域之建置有

定，而形势之变动无方”。人们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

动性，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才能发挥地理的优势。

据《学习时报》

万里河山藏卷中

匠心独具的地理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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