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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忠将军

 

张自忠(1891-1940)，字荩忱，山东临清人，是中国军队在抗战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将领，也是第二次世界
大战反法西斯阵营中战死的最高军队将领。1908年，入临清中学堂读书。1911年，就读于天津法政学校，
第二年转入济南法政专科学校。读书期间，张自忠目睹到中国处处被外国列强欺凌、国内陷入军阀混战、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痛感国家不幸、民族多难，于是弃学从戎、立志报国。1914年秋，张自忠投奔
到奉天（今沈阳）新民屯陆军第20师第39旅第87团临清同乡车震部下当兵，历任司务长、排长、连长、营
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

1933年，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继续向中国南部进犯。宋哲元任命张自忠为前线总指挥率第29军抗击向
长城各要塞进犯的日军，他率部队在喜峰口到罗文峪一线与日军血战40余日，取得一次次胜利。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张自忠被任命为第59军军长，并对部官兵痛哭誓言：“今日回军，除共同杀
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

1939年5月，日军分两路大举进犯鄂北的随县、枣阳地区，企图围歼第33集团军。张自忠派正面部队进行死
守，并火速调派2个师迂回到日军后方，对日军进行两面夹击，粉碎了日军围歼第33集团军的企图，并一
举收复枣阳、桐柏等地区，史称“鄂北大捷”。

同年12月，日军又集中大量兵力向驻守长寿店地区的第33集团军132师等部阵地发起进攻，双方激战7天7夜，
132师阵地多次被突破。张自忠决定用奇兵打击日军神经中枢，调第132师359团于夜间绕道偷袭日军设在钟
祥县的总指挥部。部队临行前，张自忠鼓励将士们说：“国家养兵就是为了打仗，打仗就会有伤亡。人总
是要死的，多活20年少活20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国家为民族而死就重于泰
山，否则轻如鸿毛。”在张自忠的激励下，奇袭部队一举端掉日军的总指挥部。进攻的日军惊闻老巢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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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极度慌乱之中，张自忠指挥部队趁势发起猛攻，打得日军狂退60里。

1940年4月，日军再次集中30万兵力进犯鄂北的随县、枣阳地区。中将军衔的张自忠亲率仅剩的2个团加总
司令部直属特务营渡河作战。

5月1日，张自忠亲笔谕告所部各将领：“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
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它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
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
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5月6日晚，张自忠又亲笔给副总司令冯治安留下临阵遗嘱，进一步表示了以死报国的决心。书中说：“因
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
如能与38师和179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不顾一切与北之敌死拼。设若与38师和179师取不上联络，即带三
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
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张自忠率2个团和1个特务营共二千余人东渡襄河后，一路奋勇
进攻，在方家集将日军第13师团拦腰斩断，日军遂以优势兵力对张部实施围攻。张自忠面对人数比他多一
倍半的日军毫不畏缩，多次指挥部队向日军冲杀，但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

5月16日下午2时，张自忠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8人，他掏出笔向战区司令部写下最后近
百字的报告，交给马孝堂并留下遗言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
不能辜负我的志向。” 激战中，张自忠被日军机枪子弹击中倒在血泊中。为了不让日军俘获，他举枪自戕。
一代名将，壮烈殉国。

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后，立即下令第五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继张自忠任第59军军长的黄
维纲率部再渡襄河，与日军展开了激战，终于在方家集寻得英烈坟墓，开棺将忠骸起出，重殓后将其运往
重庆。灵柩运到重庆时，蒋介石率全体军政委员前往码头迎接，并为之举行了国葬。冯玉祥亲自为张自忠
题写了“张上将自忠弟千古荩忱不死”的题词。延安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题写了“尽忠报
国”的挽词。

 

(文章来源，中华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