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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振亚：
枪林弹雨中的
琼崖抗日脊梁

海南岛西北，一方灰黑的火山岩砖静静躺在一个

离海不远的村庄空地上。这是被熊熊战火吞噬后，抗

日英烈黄振亚曾经住所遗留下的唯一印迹。85年前，

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三大队队长黄振亚，在一场与日

寇的遭遇战中，血洒乡土，结束了短暂而壮烈的一生。

黄振亚，1905年出生于今海南省儋州市海头镇

新坊井村，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爆发

后，儋州地区（时称儋县）兴起抗日救亡运动。时任

中共儋县县委委员的黄振亚深入渔港和乡村组织宣传

抗日救亡，并发动组建抗日武装队伍。该武装力量后

并入琼崖抗日独立总队。

1939年4月，日军在汉奸引导下入侵儋县，烧

杀掳掠，无恶不作。5月11日，国共联合武装力量计

划在儋县黑岭伏击日军，不料日军突然增援，对琼崖

抗日独立总队和游击队实施反包围。枪炮声越来越

近，黄振亚得知战况后，带领指战员迂回疾行到敌人

背后奇袭，不但冲垮了日军阵地，还将其切割成数段

致使首尾不能相顾。天黑后，日军残部狼狈逃窜。黄

振亚之名从此威震周边日军。

约一个月后，日伪军大举进攻儋县抗日村庄。时

任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三大队队长的黄振亚率大队驰

援，猛烈攻击日敌后背，再次将其打得溃不成军。撤

退之前，日军向黄振亚所部施放毒气。在部分人中毒

后，他仍率其余战士英勇向前，最终日军仓皇撤离。

1940年4月初，35岁的黄振亚协助中共琼崖特

委书记冯白驹工作，赴儋县组建第六大队。他率领

20多名干部、战士和军械工人途经儋县东成抱舍墟

时，与日军相遇，在枪林弹雨中壮烈牺牲。

尽管烽火连天的岁月已经远去，黄振亚的抗日救

亡事迹一直为后世铭记和传颂。2014年9月，黄振

亚入选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全国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

群体名录。

如今，英烈精神早已融入村民的血脉。在琼崖抗

日脊梁黄振亚的影响下，村民积极参与家乡建设，让这

座曾经历尽苦难的村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简陋的

砖瓦房换成了一栋栋小洋楼；坑洼路变成了平坦的水

泥路；纵横交错、整洁顺畅的街道，不断焕发着新气象。

当地还先后为黄振亚烈士建立了纪念碑及配套工

程，描着黑底金字的石碑在树林掩映下显得格外庄严。

在黄振亚烈士纪念碑前，前来祭拜的人群向纪念

碑鞠躬并敬献花束。“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

因，他们的精神激励着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不畏

艰难，勇当先锋！”一名年轻党员说。

（新华社海口7月7日电记者陈凯姿）

7月7日，位于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1号的上海淞

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上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庄严

的仪式在此举行。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肃立默哀、

敬献鲜花——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所在地，曾是1937年八一三

淞沪抗战（又称淞沪会战）的主战场之一。这座纪念馆

记录下了1932年和 1937年两次淞沪抗战的悲壮往

事，同时也呈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民十四

年抗战的卓绝历程。

纪念馆向南20公里开外的上海虹口，有八字桥、

淞沪铁路天通庵站遗址等抗战地标。在两次淞沪抗战

中，这些交通要隘均为敌我殊死搏斗的必争之地。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突袭上海闸

北，中国第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率

领下奋起抵抗，于八字桥等地迎头痛击侵略者。

“尽管敌我实力悬殊，特别是军械型号、质量差距

甚远，但十九路军打出了中国人的士气，这是上海这座

‘英雄之城’值得铭记的光辉一页。”1932年一·二八

淞沪抗战将领后人、华东师范大学退休教授沈坚说。

一·二八事变后，中国军队顽强抵抗侵略者，后

来日军偷袭浏河登陆，中国军队退守。国民党政府同

日本侵略者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五年多后，1937年8月13日，又是在上海虹口八字

桥及周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再度挑衅，淞沪会战打响。

淞沪会战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的首场大型会

战。这场血与火的殊死较量历时3个月。最终，中国

军队不仅粉碎了侵华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

计划，也迅速激发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热忱。

会战打响后，第88师264旅担任主攻。旅长黄梅

兴是一员勇将，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他就曾带

领一个团的官兵与日军血战两天两夜。这一次重返淞

沪战场，他率部连续冲锋，但突然一发炮弹在其身侧

炸响，他腹部被击中，当场牺牲。黄梅兴的英雄事迹

传到南京，也传到延安，燃起人们胸中的烈焰——救

亡图存，只争朝夕。

至1937年8月下旬，随着日军增援部队在上海宝

山罗泾镇小川沙等地登陆，这场艰苦卓绝的会战，从

城市街巷的围攻战，演变为主力决战。“坚守宝山县城

的营长姚子青率全营六百壮士与敌周旋七日，击退侵

华日军海陆空轮番袭击，终寡不敌众，几乎全部阵

亡。牺牲那年，姚子青仅29岁。”上海淞沪抗战纪念

馆馆长孔祥俊说。

今天，“姚子青营抗日牺牲处”石刻纪念碑与宝山

古城墙遗址相互辉映，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与之位于

同一片纪念公园内。作为国家二级博物馆，这里每年

有逾30万名参观者前来瞻仰。

在纪念馆常设展中，巨幅相片震撼心灵——在日

军轰炸后的废墟中，一个孤零零的中国娃娃在啼哭，

仿佛诉说着这场战争的深重创痛。

“废墟中‘中国娃娃’的形象，与后来四行仓库保

卫战的‘八百壮士’形象，瞬间‘点燃’海外舆论，

支持中国打赢正义之战的国际声浪也越发强烈。”上海

师范大学教授、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

会长苏智良说。

一组数据显示，在中国投入淞沪会战的70余万兵

力中，涉及70多个师，官兵籍贯覆盖大半个中国。全

民族抗战爆发后，工、农、商、学、医等，无一例

外，纷纷投入抗战大熔炉。据不完全统计，日军轰炸

上海老城厢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在上海当地发展党员

和士兵，陆续向根据地输送了数千名生力军。

沈坚至今仍在坚持整理抗战家书，为后辈普及抗

战知识。他感慨，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

头，淞沪前线“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各路将士

响应抗日御侮、共赴国难的号召，舍家为国、百折不

挠、前赴后继、团结奋战，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血性和

气魄。铭记历史，才能更加懂得珍惜当下。

近年来，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精选出一批珍贵文

物，与沉浸式讲解和红领巾志愿服务相融合，通过情景

再现式的演出，带领参观者“重返”昔日战场，汲取精神

力量。孔祥俊说：“淞沪英烈故事代代相传。我们要弘

扬伟大抗战精神，让人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新华社上海7月7日电记者许晓青、贾远琨、狄春）

淞沪战场今安在？

黄振亚烈士画像。（资料图）

据新华社广州7月7日电（记者邓瑞璇）广东省档

案馆7月7日举行“抗战档案史料捐赠仪式”，接受

日本学者松野诚也捐赠的侵华日军华南细菌战“波第

8604部队”名册的彩色扫描件。这也是该部队名册

首次在国内整册出现。

广东省档案馆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份《留守名簿》

的日文档案编纂于1945年2月1日，二战后曾被日

本秘藏多年，直至2019年其存在才被世人知晓。日

本迫于各方压力，在今年5月14日公布该档案。

《留守名簿》主要记录了编纂时“波第8604部队”仍

在籍的860名成员的姓名、出生日期、役种、兵种、职务、

前属部队番号及编入日期、编入该部队日期、入伍年份、

任现职年份、户籍地、家庭住址、留守家人姓名等信息。

华南理工大学退休教授、研究侵华日军华南细菌

战的资深专家谭元亨介绍，二十世纪30年代末，日

军组建了设在广州的“波第8604部队”，名为“华南

防疫给水部”，表面上从事防疫和向士兵提供净水的

工作，实际上却干着细菌战和人体活体实验的罪恶勾

当，屠杀了大量粤港难民。但细菌战部队属于日军秘

密部队，且日军在战败时将大量资料销毁，因此有关

“华南防疫给水部”的原始史料尤为稀少。

侵华日军华南细菌战
“波第8604部队”名册

国内首次整册出现

7月7日，广东省档案馆“抗战档案史料捐赠仪式”现场
展出的“波第8604部队”名册（复制件）。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