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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抗战”抗击日寇

吴孝宾壮烈殉国
20世纪80年代初，我30岁出头，担任重庆市

台办对台对外通讯员。在一次活动中，一群人围着
一位白发银须的老人。老人精神矍铄，给人切脉问
诊，轻言细语地与问诊人交谈，告知对方需要注意
的事项，然后他很快就提笔开出处方。

这位义务看病的老人，是重庆市渝中区菜园坝
医院退休老中医、84岁高龄的吴煜章先生。后来，
我写了《耄耋高龄老中医，义务为群众诊病》的配图
报道，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

我把刊发这篇报道的报纸送给吴老，他非常高
兴。老人耳不聋，眼不花，十分健谈。

一来二去，我们很快成了“忘年交”。1984年
春，在一次闲聊中，吴老提到他的七弟吴孝宾牺牲
在抗日战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吴孝宾的名字。

随后，老人饱含热泪，缓缓地讲述了吴孝宾烈
士的往事……

吴煜章是湖北安陆县人，出身书香门
第。父亲吴瀛宾，是当地有名的中医，
乐善好施。七弟吴孝宾，1907 年
生，比吴煜章小7岁。

他们从小受父亲影响，心系
民族安危，立下报国大志。精
忠报国的岳飞，是他们最崇拜
的偶像。

1927年，20岁的吴孝宾
投笔从军，考入黄埔军校第
七期，毕业后在二十九军九
十八师任上尉连长。

1937 年 8 月 13 日，上海
“淞沪抗战”爆发，吴孝宾奉命前
往宝山前线抗击日寇。临行前，
他将自己随身的衣物和钱全部分给
了连里的士兵，并作诗明志“民族不忘
拼死战，倭奴未灭耻生还”。

1937年8月23日，日军先后增援约五个师团
兵力，并集中飞机、炮舰、坦克等，猛攻吴淞和宝山，
企图实施“中央突破”。淞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将军
指挥参战部队，以轻机枪和土壕、沙包阵地，与敌展
开激战。吴孝宾身先士卒，阻击日军，屡有斩获。

1937年9月2日，日军全力进犯，吴淞、宝山一
带战斗最为激烈。宝山城孤悬海滨，扼守更难。吴
孝宾所在的姚子青营，以“一寸肉一寸山河”的气
势，与敌通宵血战。次日，在城外明月堡，吴孝宾与
敌短兵相接。吴孝宾率所部冲锋陷阵，有进无退，
攻入日军阵地，手刃日军多名。最后全连官兵“百
战魂殉明月浦”。营长姚子青带领全营官兵，凭城
坚守，彻夜血战，最后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

吴孝宾牺牲时，年仅30岁。
吴孝宾、姚子青壮烈殉国，全国各界群情激奋，

“千秋人颂宝山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写下《淞
沪战歌》，广为传唱：“机掩吴淞月，炮掀黄埔波。发
扬我民族英武，扫荡我敌人侵略的罪恶。半夜火光
中，那悲愤的杀声，正是我将士在冲锋肉搏。一寸
肉，一寸山河。这悲壮光芒的历史，千万劫也难
磨。”

吴孝宾烈士家乡湖北安陆县各界人士，为他举行
隆重追悼大会。诗人毛寿鹤、亲友辜达岸等人的题
字、唁函，情文并茂，写作俱佳的纪念文字有百数十篇
之多。当年，吴煜章是一名海军军官，驻防黄海。他
写下《战死之我弟》一文，刊登在上海《新闻报》上。

1937年9月13日，国民政府发表通令，指出姚
营、宾连官兵“固守宝山，全部尽节，忠贞之气，永祚

山河”，并令查明殉难官兵姓名具报，从优褒恤。
回忆起这些往事，吴煜章老人饱含泪水，几度

哽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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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烈士光荣殉国

郭沫若老舍等人写下挽诗挽联
吴孝宾光荣殉国后，他的家乡湖北安陆县

举行了隆重追悼大会。张治中、代理湖北省政
府主席严重以及乡贤亲友毛寿鹤、辜达岸等，都
题写挽联、挽诗、唁函等，共一百多件，并于1938
年汇集成册，张治中亲笔题写封面《吴孝宾烈士
殉国纪念册》。

吴煜章老人告诉我，他保存的一本，后来遗失
了。正当我感到十分惋惜时，吴老小心翼翼地拿出
一个袋子，袋子用油纸包裹。他打开袋子，取出几
张宣纸，纸张大小与《人民画报》差不多。

老人解释说，幸存的这5件字画，当
年因各种原因没有编入纪念册。他

把这5件字画，小心珍藏起来，
一直保存至今。

他拿起国民党元老戴
季陶的题词说，当时戴季
陶和张治中都为纪念册题
词。后来，纪念册选用了
张治中将军的题词，戴季
陶的题词就被留了下
来。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
间，吴煜章曾在广东国民

革命政府工作，与郭沫若相
识。吴孝宾烈士在广州读书

时，曾见过郭沫若。
1938年，郭沫若闻知孝宾在淞

沪抗战中牺牲，就用宣纸写了挽诗：“蠢
尔倭夷破旧盟，卢沟桥下掉长鲸；男儿报国轻生死，

韵语书怀著姓名。百战殉魂明月浦，千秋人颂宝山
城；至今刁斗声悲壮，敢魂来兮附棨旌。”交给张治中
将军代转。

1940年9月，吴煜章从湖北到重庆任职时，张
治中将郭沫若的挽诗亲手转交给他。

吴煜章早年与国民党元老、先后两次任江苏省
省长的韩国钧（字紫石）私交深厚。抗战初期，他的
住家与韩宅毗邻。1938年春，81岁高龄的紫石老
人，得知孝宾殉国，不胜悲痛，写挽诗以志哀。

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则用信纸写了挽联：“孝宾
烈士千古 有真感情 诗存浩气 是好汉子 死
重泰山。”

5件文物中，有一幅画像，是吴孝宾烈士唯一的
遗像，为著名华侨画家司徒乔先生所作。在画像下
面，司徒乔写了创作这幅画的原因。1943年，司徒
乔在重庆创作了《国殇图》，因吴孝宾烈士的遗像未
绘入内，他就向吴煜章要了一张孝宾烈士的照片。
由于生病等原因，直到1945年夏天，他才单独画了
孝宾烈士像，交给了吴煜章。

1984年11月，吴煜章先生把珍藏多年的5件文
物，捐献给重庆市博物馆（即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于是，这才有了40年前，我写的《老中医献一批抗战
时期文物 郭沫若司徒乔佚诗佚画问世》报道。

80多年过去了，人们也不会忘记“淞沪抗战”
为国捐躯的先烈们。

（作者系资深文史爱好者 图片由重庆中国三
峡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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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整理过去发
表的文章，找到1985
年我在《羊城晚报》海

外版发表的《老中医捐献一批
抗战时期文物 郭沫若司徒乔
佚诗佚画问世》的报道。于是，
我向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申
请，希望提供40年前吴煜章捐
献的抗战文物照片。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很快
回复，并提供了 5 件文物照
片。看着这些照片，我与吴煜
章老人40年前的交往浮现眼
前。

但凡煤矿都远离城区，四井也在万盛城区的边角。悠悠的
孝子河弯来绕去，流经矿山缓缓向南而去，错落有致的房屋掩
映在两岸青山丛林之中，火车的轰隆声和不时传来的机械设备
的哐当声，让四井充满了矿山生活的气息。

四井人对家属楼院的叫法很特别：夫妻楼、红砖屋、白房
子、河堤院……不一而足，福利分房的年代，还流传着一首关于
分房的打油诗哩：三楼四楼队长书记，二楼五楼熟人关系，平民
百姓顶天立地。以前来矿上探亲的多，一问来者找几楼，院坝
里围坐的人们就大笑起来：“哇，您是干部家属。”“吔，您是工人
亲戚。”一会儿工夫，全都打成了一片，不分彼此，矿山一家亲。

临河而建的河堤院就在河岸公路旁，院坝宽敞明亮，进出
非常方便，配有一间众人凑钱出资修建的大厨房。一年三百六
十五天，小河欢唱着流经院落的西面。春天时，人们看柳枝低
垂河面，夏天时大家聚堆榕树下乘凉，秋冬的院子也总是让惬
意铺满人们的笑脸。

矿山特别，上班作业高危险。有的人下了井后，出来时，伴
随的是家属撕心裂肺的哭声。所以忠厚笃实的矿山人有化百
家豆做豆花饭吃保平安的习俗。希望一年吃上几次这样的豆
花饭，男人们能平平安安出工收工。

当计算着该吃豆花饭时，退休矿工及他们的家眷会提前爬
坡上坎挨家挨户去化缘，找李家要来盐、找张家要来黄豆……
凑够盐茶米豆时，再买些素菜素油，备好搁置于河堤小院待用。

商议好具体时间后，心存寄托的矿山人便会早早地盼望，
隆重地操办。在那几天里，河堤院比春节还要热闹。一大早，
帮忙打杂的人们就开始泡豆子磨豆子、推豆花、蒸冬瓜烧白、炖
南瓜绿豆汤……等候“下井二哥”平安出井。河边井水与卤水
点出的豆花，飘散着赵钱孙李的味儿，承载着众人祈福平安的
心愿。

待吃饭人来得差不多时，大家便七手八脚地安放起八仙
桌、长条凳，桌面摆上碗筷及豆花作料。主事的几个长者会在
饭菜上席前，端着托盘，盛上豆花、素菜，虔诚地登上河堤院对
面半坡，念一通“下井头顶观世音，八大金刚护人身……”之类
的话语，这个时候，等着吃豆花饭的人们都噤言不语。

无论你是红砖屋的还是白房子的，只要凑够8人，就可以组
成一桌，叫豆花吃饭。豆花一端上来，人们就放开手脚、敞开肚
子干饭。“不吃三碗不许下桌哟，自己动手亲自舀饭，一碗保父
母，二碗保家人，三碗保太平，哈哈……”家属婆婆们则宽慰饭
量小的：“一嘴饭也算一碗哈，自己动手，去甑子里舀三回，都算
数。”

红汪汪的油辣子豆花作料，就着散疏的沥米甑子饭，转眼
间就能让人吃下三大碗。更别提桌上还有下饭的冬瓜烧白、南
瓜绿豆汤了。吃过饭后，人们随意地往边上的篮子丢下几块零
钱，算作捐资的菜油钱、柴火钱、添置碗筷的钱。需要豆渣的，
还可以打包带回家，加上绿叶蔬菜做一道“菜豆猫”佳肴吃，那
味儿，又是另一种安逸。

前几年，因棚户区改造，在片石房、干打垒房、生活设施不
配套的屋子里居住了几十年的矿工们迎来了大迁徙，近一半的
人口搬离了四井。煤仓空了，红砖屋空了，家属们开垦荒地种
出的庄稼收获最后一茬后，那里的土地重新变得荒芜。

2016年，四井煤矿关停，更多的人迁徙到四面八方。最盛
时人口达万余人的四井，如今只有一千余人。从老君坝小区起
至井口的厂区公路人车稀疏，偶尔的喧哗，也只是出现在余留
下来的小学校上学放学的时段。

矿山已成为过去，留居四井的人越来越少，但豆花饭依
旧。只要有约，四井人一定会带着盐茶米豆从不同的地方赶往
河堤，去推磨摇磨赶晌午。

（作者系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作协会员）

那个地方叫“四井”
□刘永梅

郭沫若悼念吴孝宾的挽诗
老舍的题词

吴孝宾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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