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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名将王凤阁：
宁碎头颅不作奴

他散尽家财，却得到母亲的赞许；他坚持抗战，打

得敌人胆寒；他誓死不屈，感动了万千群众；他慷慨赴

难，身旁是妻儿相伴。他是抗日名将——王凤阁。

王凤阁，出生于吉林通化一个教师家庭，幼读私

塾时便以“精忠报国”自励，常吹奏《满江红》寄托壮

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王凤阁目睹国土大片沦

丧，人民痛遭涂炭，毅然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为创建抗日武装，他奔走募捐，变卖家产。在临

江红土崖、通化县大罗圈沟一带山区，秘密组织数百

人的武装，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1932年5月，王凤

阁率部加入抗日将领唐聚五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

任第十九路军司令，转战柳河、金川、辉南、海龙、濛

江、临江等地，与日伪军作战。

在通化山区，王凤阁构建果松川、七道沟等要塞，

以游击战术与日伪军周旋。自1933年至1937年，王

凤阁部队凭借有利的山区地形，与敌伪作战上百次，

给敌伪以沉重打击。

1937年春，王凤阁熬过了酷寒之下难以想象的艰

苦和敌人的疯狂攻击，率部队开抵位于通化、临江、辑

安三县交界的老虎顶子要塞时，日伪军又跟踪而至。

激战三昼夜，日伪军尚不能取胜，又调动飞机，投掷燃

烧弹，漫山遍野顿成火海。

王凤阁率部队冒着敌人的炮火突围，退至大罗圈

沟附近的东南岔。此时，王凤阁的队伍已饥寒交迫、

“弹尽援绝”，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终于伤亡殆尽，全

军覆没。王凤阁和妻子、儿子不幸被捕。

敌人怕他跑了，就用大铁钉子把他的双手钉在磨

盘上，日本宪兵队长软硬兼施劝王凤阁投降，王凤阁

坚决表示：“头可断，血可流，投降办不到。”

见无法劝降王凤阁，敌人又打亲情牌，让宪兵给

王凤阁的幼子小金子送来糖果、饼干、饭团，引诱孩子

投降。4岁的小金子从小耳濡目染，也有一身骨气，他

说：“我是中国人，我不吃亡国奴饭，我不吃满洲饭。”

1937年4月，王凤阁一家被押送刑场，临行前，日

本宪兵为了给自己请功，为王凤阁夫妇拍了照片，拍

照时还特地将年幼的小金子抱到了一边，以此掩盖将

幼童送上刑场的罪恶。

到了刑场，敌人让王凤阁下到预先挖好的大坑

中，这时他抬起头来，向被驱赶来观看的人群高喊：

“希望大家不要泄气，一个王凤阁倒下去，还会有千万

个王凤阁站起来！人心不死，国必不亡！乡亲们战斗

啊！中华民族万岁！”敌人让他跪下，他屹立不动，刽

子手挥刀向英雄砍去，一腔热血激射长空。妻子张氏

抱起孩子毅然跳入大坑，也被敌人残忍地杀害了。

英雄的坚贞和敌人的残暴，激起了许多民众的反

抗斗志。据史料记载，王凤阁一家牺牲后，尽管日寇

在刑场周围派便衣日夜巡视，但在掩埋将军的土坑周

围，仍常发现人们祭奠的痕迹。一些人自此也加入了

抗日救亡的队伍。

时至今日，在通化地区，王凤阁的名字家喻户晓，

处处流传着他们一家抗日救亡、坚贞不屈的故事。位

于通化市的杨靖宇烈士陵园暨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

年均接待游客40余万人次。展厅里，行刑前王凤阁夫

妇留下的照片常常引得人们驻足观看。照片中，夫妻

二人目视前方，神色坚毅……英雄虽远去，但他“宁碎

头颅不作奴”的气节，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

（新华社长春7月1日电记者张博宇）

这是一条有着百余年历史的老街，一头连着城市，

一头通向大海，老街上的石构牌坊刻着“海门关”三个

大字，见证着它在战争年代的重要位置。

“1941年4月，日军向海门发动进攻，当时驻守浙

东沿海台州守备指挥部的蒋志英将军，就在海门关附

近的屷崦岭壮烈牺牲。”在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委党

史研究室退休干部方根法指向城南一处不高的丘陵。

蒋志英1902年出生于浙江诸暨浬浦镇盘山村。

1925年11月，考入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第一期。1926

年毕业后，加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历任北伐军

排长、连长、营长。1929年调至浙江省保安部队，历任

营长、上校团长，省保安处副处长。1937年，抗日战争

全面爆发后，蒋志英毅然投入抗战洪流，历任浙江省保

安第二纵队少将司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参谋

等职。

海门地处浙东沿海，自古就是军事要津。1940

年，蒋志英奉命调任浙东沿海台州守备指挥部少将指

挥官，驻防海门，负责温岭、临海一带的海防。

当时，守备部队多由地方自卫队员和水上警察组

成，军事素质和纪律性较差。蒋志英到任后，严格执行

部队组织纪律，赏罚严明，施以严格的军事训练，并用

抗日救国的道理教育官兵，鼓励他们苦练军事技术、打

击日本侵略者，为死难同胞报仇。经过他的精心指导

和训练，部队素质明显提高。

1941年，侵华日军为消灭浙东数万中国军队，从

海上发动海陆空三军联合进攻。面对严峻形势，蒋志

英临危不惧，组织守备部队严密布防、奋力抵抗。4月

18日夜间，守军与偷渡登陆的日本侵略军激烈战斗，

炮声轰隆、弹如雨下，海门被火光映得亮如白昼。

坐镇指挥部的蒋志英没有丝毫迟疑，他一面命令

警卫营严密警戒，一面电请增援，率参谋副官数人转战

途中不幸遇敌，被日军用刺刀刺穿胸部，壮烈牺牲，时

年39岁。

“黄埔军校毕业生中，我们盘山籍的共有10多位，

蒋志英就是其中优秀的一位。”今年55岁的蒋才富在

上个世纪90年代就离开盘山村外出创业，心里始终记

着从小耳濡目染的英雄故事，“每到过年回老家，和长

辈、小辈聊天，讲得最多、听得最多的还是抗战英雄故

事，同村人都为此感到自豪”。

盘山村蒋氏宗祠旁，一块高约2.5米、长约20米的

大理石浮雕像静静矗立。2013年，盘山村将蒋志英在

内的12位抗战英雄像雕刻下来，希望把英雄保家卫国

的精神传递给更多后人，让年轻一代常怀感恩、立志报

国。

村里的“00后”蒋晨楠一直有个“军人梦”，读大学

二年级的他去年成功入伍：“受前辈英雄精神感召，

我们村的年轻人每年都踊跃参军。我将用实际行动传

承好英雄精神。” （新华社杭州7月1日电记者黄筱）

抗日英烈蒋志英：

铁血骁将誓守海门

诸暨市浬浦镇盘山村的抗战英雄浮雕像，左一为蒋志英（资料照片）。新华社发（诸暨市委宣传部供图）

蒋志英。新华社发（诸暨市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