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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通讯员 颜超 臧德三

80年前，临沂阻击战在初春的沂河两岸打
响。

1938年3月初，残冬的冷意尚未被春暖击溃。
11日傍晚，从峄县抱犊崮镇集结的张自忠第59
军，已开始抄近道强行军奔赴临沂。

路上雨雪交加，道路泥泞，将士们身穿的老
灰布棉军装也绽出了白絮。但全军上下群情激
昂，士气如虹。斜插在每个士兵身后的大刀闪耀
着凛凛寒光，刀把上的红绿色绸带随风飘荡，好
不威风。

是夜，第59军38师先遣部队已抵达临沂。12
日下午，全军主力在临沂西郊集结完毕。从峄县
至临沂相距90公里，第59军只用了一昼夜！此后，
张自忠与庞炳勋联手作战，将气势汹汹的日军第
五师团阻击在沂河两岸，粉碎了敌人在台儿庄会
师的阴谋，为在台儿庄围歼矶谷师团创造了契
机。

身负骂名逃出北平
张自忠到临沂前，整个战争的形势很不明

朗。
1938年3月2日，日军板垣师团（第五师团别

称）杀气腾腾扑向临沂，国民党第3军军团长庞炳
勋率所属1 . 3万余人拼死抵抗，以血肉之躯将日
军阻挡于沂河以东。

庞炳勋部虽号称一个军团，其实仅辖第40军
一个军，第40军下辖一个39师，39师下辖两个旅
四个团，另有一个补充团。此时，在坂本支队两万
余兵力的猛烈攻击下，庞部以五个团兵力，经旬
苦战，士兵伤亡惨重，渐感不支。庞炳勋连电第五
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告急。

李宗仁因手下已无兵可调，只得急令张自忠
火速东进，驰援临沂。

在星夜驰往临沂的急行军中，张自忠五味杂
陈，百感交集，心底的创伤隐隐作痛，沉重的黑锅
将他压得喘不过气来，“汉奸”的罪名让他负疚自
责。他暗自发誓，一定要在临沂战场上用鲜血洗
刷耻辱，用生命以证清白。

早在卢沟桥事变时，作为宋哲元部38师师长
的张自忠，先兼任天津市长，后兼北平市长，始终
处在与日方交涉周旋的风口上。

在军长宋哲元的指使下，张自忠不得不出面
与日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及至日军发动全面进
攻、宋哲元率第29军撤离南下时，他被独留在北
平代理主政。随着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张自忠才
登报宣布辞去所有职务，并历尽艰险曲折逃离北
平。

张自忠从北平脱险，可谓饱尝艰辛。他自己
曾这样回忆说：“好像一个梦，各种的惊险艰困和
遭遇，都是今生仅见到一页！”

张自忠第一次试图逃脱日军控制，是伪装成
菜贩。他假装没有卖完菜蔬，推着小车要回乡下
去。经过北平的城门，恰逢日军正在严搜行人，他
前面三个人未审何故，已被扣拘。此时，城门上的
日兵已看到张自忠的车子，如果推回去，肯定会
招致疑问而被捕。

胆大心细的张自忠便暗下决心，镇定神情，
坦然推车前进。果然，未遭阻拦侥幸通过。出城还
没三里地，当他抵达西直门，遥见前面大队日兵
在强行拉夫。也恐被拉去的张自忠，只好推着菜
蔬车，循原路回转。

第二次逃脱，更为艰辛。张自忠伪装成一个
小贩，担着一籐筐，先出彰益门，走到十余里外的
长辛店，那儿发生义勇军与日军激烈的游击战，
不能通过。他便向一农民老妇处借宿，以筐为具，
就地而卧，而后不得已返回城里。

第三次时，张自忠伪装成外出上坟的孝子。
他穿了极粗白布制成的孝服，头戴麻冠，手携冥
纸，趁着大雨倾盆，骑一脚踏车，由德胜门出城。
当他行至城门，又碰上日兵盘诘行人。在他前行
的一个人因言语支支吾吾，已经被扣留。等日本
兵诘问他时，答说出城上坟。该日兵似乎被冒雨
上坟的他感动，认为孝笃可嘉，便放行了。

当时大雨如注，满路泥泞，行走不便。张自忠
只得冒雨推车前进，沿着通往通州的路东行。刚
走到一半路，就听说通州拉夫甚紧，便向南折往
去天津的路。等他到达杨村时，远远看到前面团
聚的日兵数十名，在狂饮寻欢，另外数百另聚一
处，正在野餐。

张自忠深恐其中日本军官认出其面貌，此命
休矣，便趁日本兵得意忘形之际，竭力踏车飞跑，
越过他们所驻扎的地方。待他转入一弯曲小道
时，突然听到后面大声狂呼。知道出现异样情况
的他，加速前进。随后有步枪声数声，他置之不

理，日兵正在畅饮，也未穷追。
张自忠再前进数里，又遇大雨，且已入夜，故

向一卖茶老妇要干饼一块、温茶一杯。次日清晨，
他启程到天津。

1938年4月，在临沂接受记者采访时，张自忠
回忆说：“我第一次将逃出北平时，为了逼真，特
地在友人家练习了半天推小车的姿势。后来，混
在大群卖菜夫的行列中，我自己当时也有些莫名
所以，我是真的卖菜夫呢？这是我在做梦？”

每每想到出走京城的经历，张自忠总是愤
懑：“最凄凉的是我住在长辛店老农妇的家中时，
一间草房，满屋的牛粪，我就权把籐筐当作铜床，
居然也睡熟了。第二天早晨我醒来，越想越觉得
好笑。经过许多艰险，逃在天津租界住了三天，便
又转乘英轮由津至烟台，搭汽车经潍县到济南，
逃亡生活才算告了一个段落。在济南遇见许多故
交，他们都在垂询我这次脱险的经过，我因为免
去许多心酸的回味，所以都没有答复。”

捕捉突进之敌而歼之
1937年年末，逃出日军控制的张自忠想去南

京向蒋介石请罪。在经天津到达济南时，他发现
自己已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先是突遇早年的部属、韩复榘部第29师师长
李汉章，李对他不再以礼相待，反而讥讽于他。而
后抵达济南时，韩复榘更是态度冷淡，不仅没有
派人迎接，还讽刺其为汉奸。

舆论界对张自忠的攻击指责更是有增无减，
民众普遍认为他擅离职守，不事抵抗，媚日求荣，
罪不容恕。他知道此去南京非同小可，轻则撤职，
重则入狱，甚至可能遭到军法审判。

南下路上，国民政府即下达命令，以张自忠
“放弃责任，迭失守地”为由，将其撤职查办。行至
徐州站，更有多名青年学生拥到车厢前，要求上
车搜查汉奸张自忠。

而南京街头到处是骂他汉奸的标语，舆论也
主张把他交给军事法庭审判，更有人想趁机把他
这支杂牌军部队瓜分拆散。张自忠除了忍辱负
重，已别无选择。

此时，幸亏李宗仁召见并听完他的陈情：“在
卢沟桥事变以后，居留北平，一是为了北平市百
万生命和历代古都文物免遭涂炭；二是为了第29
军全部撤退至安全地带；三为和平愿望，作最后
的挣扎。军队撤退了，和平绝望了，于是设法脱围
而出。”

此后，李宗仁随即去面见蒋介石，为张自忠
力证清白。李宗仁表示，如果此时将张自忠的部
队拆分，讲义气的西北军官兵定会因不服而兵
变，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李宗仁建议让张自忠
带着他的部队去与日军作战，以戴罪立功。

在1937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将
宋哲元的第29军38师与特务旅合编为第59军，宋
哲元任军长。及11月，张自忠从南京回到部队，改
任张自忠为该军代理军长。

作为“伯乐”的李宗仁，派张自忠到临沂去，
实在无奈。李宗仁也知道张自忠与庞炳勋曾结下
的梁子，可能萦绕他心头尚未散去。

1930年5月，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在中原
混战。当时担任反蒋第二路军总指挥的庞炳勋，
正率部与蒋军厮杀，突然得知一直坐山观虎斗的
张学良率军出关，并发电拥蒋讨冯，且已占领平、
津。庞炳勋深感反蒋败局已无可挽回，不得不撤
出战斗。

后来蒋介石派特使与庞炳勋密谈，以金钱地
位利诱策反庞炳勋，庞于是倒戈。趁着一个漆黑
的夜晚，庞炳勋派一个精锐团，悄悄地围住了张
自忠的第六师师部。当时师部会议室灯光通明，
毫无防备的张自忠正在召开团以上军官作战会
议。后经一夜血战，张自忠才杀出一条血路，落荒
而逃。

当李宗仁下令张赶赴临沂增援庞时，张自忠
回复，本来草随风动，兵随将走，当严格执行军
令，倘若战区有其他部队可用，请另行调遣援庞
为宜，他宁愿去日军云集的台儿庄决战，也不愿
与庞相谋共事。

李宗仁略加思索，即猜中原因，但第五战区
已无兵可用，只能依靠第59军增援临沂。李宗仁
认为庞炳勋与日军浴血奋战，是雪国耻，报同仇，
他希望张自忠以国家为重，捐弃个人前嫌，即刻
率部火速赴临增援。

蒋介石也颇不放心，亲电庞炳勋：“此次鲁南
莒沂诸役，该集团军作战以来，艰苦奋斗，至堪嘉
尚。今后希与张军长自忠部确切协同，捕捉突进
之敌而歼灭之为要。”

张自忠不愧为忠义之将，立即服从命令。
1938年3月12日，正与日军激战的第三军团官兵，
忽闻张自忠大部队赶到，阵地上顿时欢声雷动，

军心大振。
薄暮时分，沂河东岸的枪炮声清晰可闻。张

自忠将部队集结在城西大岭、砚台岭一带，即前
往南关第三乡村师范学校，第3军团指挥部所在
地。庞炳勋自得知战区将派张自忠应援临沂后，
心中一直担心他是否愿意前来增援。

当庞炳勋看到身躯高大的张自忠风尘仆仆
大步流星地走来，他赶紧上前，紧紧握住张自忠
的手说：“老弟来得正好。我的部队都在前线伤亡
殆尽，现在补充团担任九曲店附近的作战，连我
的警卫队都增援到第一线，再有就是我了。不过，
我决心在临沂保卫战中和敌人拼战到底。”

张自忠答道：“大哥你放心，我尽力帮你打赢
这一战。”

兵贵神速夜进攻
张自忠对临沂抗战，心中毫无犹豫，拼命到

底。他曾对记者慷慨激昂地自白：“我个人份属军
人，受国家培养至深，凡是余之生命与部属，均应
全部贡献于国家。我的生命已由九死一生的环境
挣扎出来，尚可证明上天尚有为民族求生存之伟
大使命交付给余。故余日前已与部属共同宣誓，
决以吾等全部生命完全还与国家，纵最后只有一
枪一命，亦不能望其苟存！”

行胜于言。到临沂后，张自忠审时度势，以其
惊人的胆略和智慧，巧妙地发动了三次反攻大
战，歼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

先于张自忠前一天到达的第五战区参谋长
徐祖诒，在庞炳勋军团驻地主持召开联席会议，
商讨作战计划。

庞炳勋要求张自忠接替城防，死守临沂城。
张自忠却认为与其坐待敌攻，不如主动出击，以
攻为守，并表示愿意承担主攻。他对庞炳勋说：

“在敌攻势之下，贵军可以在城外野战，徐徐后
撤，诱敌深入，把敌人的右侧翼暴露在我军的正
面，这样有利于我军的攻击。贵部可固守城池，配
合出击。”

庞炳勋问打算何时开始进攻时，张自忠说：
“目前日军尚未发现我军已赶至临沂，也未作防
御部署，这个战机非常难得。我军虽然疲惫，但兵
贵神速，应乘敌不备，马上发动进攻。且我以劣势
装备对现代化之强敌，必须利用近战、夜战方可
奏效。故应打破常规，提前开始行动。”

徐参谋长也认为庞炳勋部守卫临沂城已有
经验，熟悉城内情况，深以为是。三人商定，于3月
14日拂晓发起攻击。

3月14日凌晨3时许，张自忠命第59军强渡沂
河，分为左右两翼，向日军第五师团右侧背突然
发起猛烈的攻击。一时间，枪炮齐射，地动山摇。
张自忠率军部推进至朱潘，就近指挥作战。

左翼38师渡河后，一路冲杀，接连攻克日军
阵地四五处。但板垣师团确属日军精锐，他们迅

速停止了对庞炳勋部的夺城攻击，转而全力向38
师反扑，双方展开激烈混战，往来数个回合，38师
伤亡400余人，被迫退回沂河西岸。

张自忠震怒之下，当即将担任主攻的122旅
旅长李金镇撤职，命新兵团团长李九思升任旅
长，责令其准备再次渡河攻击。右翼180师强渡沂
河，分两路向前攻击。日军出动增援部队与我军
展开激烈争夺，阵地失而复得数次。经一夜激战，
180师以伤亡800余人的代价将敌击退。3月15日一
早，该师乘胜向前推进，日军阵脚动摇，遂向东西
水湖涯溃退。

3月16日拂晓前，日军汇集全部主力再加上
从莒县赶来增援的千余兵力，在大量飞机重炮的
掩护下向张自忠部实施反击，同时又对张自忠部
的后方发起猛攻。双方随即在沂河两岸展开了惨
烈的混战，彼此的战线犬牙交错，形成了逐村逐
屋争夺的拉锯战。

日军由沙岭渡过沂河，向38师后方的崖头、
刘家湖、苗家庄、钓鱼台一线展开猛攻，并有10余
架飞机进行轰炸，与该师预备队第111旅展开激
战，并攻占了船流、刘家湖。

张自忠根据突变的战况，迅速调整部署：令
38师派最有力的一个团加强茶叶山的防守；令军
部骑兵营由石家屯东渡沂河，向葛沟、汤头间出
击，袭扰敌之后方；令进至河东的部队全部撤回
河西，阻击渡至河西的敌人。

双方在刘家湖一带展开激烈的肉搏争夺战。
由于刘家湖是日军前线补给中心，堆积着大量军
用补给品，所以日军集中精锐部队死守此村。直
至晚上10时，张自忠部再次向正面日军发动了猛
攻，主攻的228团派一个精锐排乘着夜色突袭，冲
入刘家湖消灭日军哨兵，然后以一个主力营冲入
刘家湖。

日军措手不及，乱成一团，但很快稳定下来，
以每座房子为单位死守。228团其他几个营也顺
势攻入，同时使用所有的迫击炮、手榴弹、枪榴
弹，对准日军固守的每一座房子猛烈轰击，将日
军压缩到村西北角。张自忠及时派遣225团增援，
随后这两个团齐心协力，猛打猛攻，战况极其惨
烈。

激战到17日凌晨3时，刘家湖失而复得四次，
崖头失而复得三次。.最终预备队及时赶到才稳
定了阵地，茶叶山一度被敌占领，旋即夺回。张自
忠的第一次全线反攻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将全部炮弹倾向敌阵
在第一阶段的战斗中，日军从汤头连续四次

派兵增援，均被负责阻击的第59军部队击溃。仅
仅一夜的战斗，228团原有2000多人，损失了一半
以上；防守茶叶山的225团七连全部阵亡；在茶叶
山以南，防守崖头阵地的两个连仅剩官兵数十
人；224团也伤亡近半。此战，张自忠部伤亡高达

6000余人，两个师的连长和排长几乎全部易人，
营长也伤亡过半，但该部队仍坚守阵地，顽强战
斗。

参谋长徐祖诒鉴于第59军伤亡过重，建议张
自忠撤出战斗，转往郯城休整。但张自忠在观察
分析战况后，认为板垣第五师团也已坚持到极
限，因此坚决要求再打一天一夜，给板垣师团最
后的致命一击。众将领非常赞同军长的意见，纷
纷求战。

对此，李宗仁大喜，马上同意张自忠的请求。
张自忠当即下达命令：除李文田副军长留军部主
持工作外，其余各级部队主官一律到前线督战指
挥；军总预备队114旅投入战斗；全军所有山炮、
野炮和重迫击炮全部推进至第一线，带上所有炮
弹，在黄昏前，将全部炮弹倾向敌阵；攻击重点为
茶叶山、刘家湖、小苗家庄。激战一昼夜后，攻占
了日军的前沿一线。

3月18日，张、庞两军从东、南、西三面夹击，
聚歼汤头、三疃、傅家池、草坡附近多处日军。经
过三天血战，李家五湖、辇沂庄、车庄、前湖崖等
阵地先后被中国军队收复。日军板垣第五师团完
全被击溃，在中国军队强大猛烈的攻击下，无法
支撑，大部向莒县突围窜逃，一部退至汤头。

张自忠令38师114旅向汤头方向追击，停止
于汤头以南李家五湖一线；其余部队除一部沿沂
河西岸茶叶山一带警戒外，全部集结到刘家湖一
带休整。中国军队共毙敌3000余人，坂本支队第
十一联队联队长长野大佐、年田中佐和一名大队
长被中国军队击毙，给日军王牌部队以沉重打
击。

此役，张自忠离不开庞炳勋的鼎力支持。庞
军向北猛进，两方前后夹攻。尤其是庞军的第四
连连长郭清顺于3月15日进攻傅家屯时，腹部被
好几颗子弹击中，部下劝他回后方，他却说：“我
这伤决计是医不好了，我愿意在我未死之前，亲
眼看见我的兄弟们占领傅家屯。那我在九泉之
下，死也瞑目了。”这一连士兵，便在他们的长官
未断气之前，一鼓作气占领了傅家屯。

张自忠和庞炳勋的第二次全线反攻为临沂
保卫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也为台儿庄大
战提供了可靠的战略保障。在临沂反攻大捷的3
月18日当晚，为防止津浦铁路正面之敌攻陷滕县
南下，以便在关键时刻能够策应台儿庄正面区域
的防御作战，李宗仁命令张自忠军队转移至日军
矶谷第十师团侧后翼的费县。

此时的板垣征四郎，获知张自忠部离开临
沂，心中窃喜。遂火速从铁路增兵，集结第五师团
的所有后援，于3月23日，再次包围进攻临沂。

庞炳勋部不支，因连日激战，将士十分疲惫，
“伤亡甚重，现剩有战斗兵计115旅全旅五六百
人；116旅八百余人，补充团亦七百”，“军师部即
一连之预备队亦无”。

奋勇赴战，功不可没
临沂再次告急。此时，张自忠率第59军星夜

折返回援，于25日抵达临沂。与此同时，第五战区
又令在海州方面缪澂流的第57军派一个旅增援
临沂，归张自忠指挥作战。第59军连续攻占桃园、
三官庙、南北道、古城等阵地。

3月26日，日军以主力部队迎面猛攻第59军38
师，该师由于之前战斗伤亡太大，连预备队也已
拼光，黄维纲师长向张自忠汇报了情况。张自忠
要求坚决顶住，黄维纲忍不住回答正面部队伤亡
太大，真的已经顶不住了，恐怕是等不到180师赶
到。

张自忠大怒，厉声喝斥，黄维纲一气之下将
身边的卫兵和大部分文职人员全副武装起来，由
他亲自带领急奔第一线增援。张自忠虽然训斥了
黄维纲，但他知道黄作战勇敢，性格又非常沉稳，
非到万不得已，绝对不会顶不住。

张自忠命令自己的警卫手枪营配合676团二
营立即跟着他出发，他亲率这支部队赶到了38师
阵地。在增援的路上，日军发现似乎有个高级军
官在前方，立即调动火炮猛烈轰击。

张自忠身边瞬间被炮弹覆盖，但他坚定沉
着，继续用望远镜观察日军阵地，并指挥部队利
用炮击的间隙跑步增援。38师官兵士气大振，皆
置生死于度外，义无反顾地冲向日军。

张自忠、庞炳勋两军与日军激战至29日，缪
澂流部增援到达临沂，即决定于30日拂晓，出其
不意实行反攻。反攻部队将敌截断为两部分，敌
主力全线崩溃，再度向汤头方向溃败逃窜，沿途
日军尸横遍野。

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誓死不退，但难
抵中国军队的猛攻，最后由其部下硬拖，并拼死
掩护，才突出包围，率部狼狈逃窜。

至此，张自忠的第三次反攻战取得了辉煌的
胜利。

临沂之战成就了张自忠抗日名将的英名。李
宗仁回忆临沂之战时说：“此次临沂之捷，张自忠
的第59军奋勇赴战之功，实不可没。”

“张自忠前经明令撤职查办，兹据军事委员
会呈称，此次临沂之役，该员奋勇歼敌，树立奇
功，拟请撤销前令，以资鼓励等情。”1938年3月30
日，民国中央政府下令撤销对张自忠的处分。

1938年4月擢升张自忠为27军团军团长兼第
59军军长，10月又升任33集团军总司令，旋兼
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从此，张自忠驰
骋抗日疆场，与日军浴血奋战，直至殉国于宜
城境内十里长山，年仅49岁。

■ 齐鲁名士

1938年3月12日临沂城中，庞炳勋紧紧握住张自忠的手说：“老弟来得正好。我的部队都在前线伤亡殆尽。

不过，我决心在临沂保卫战中和敌人拼战到底。”张自忠答道：“大哥你放心，我尽力帮你打赢这一战。”

张自忠：最后有一命，亦不能苟存

□ 本报记者 卢 昱

1938年4月中旬，张自忠部奉命撤到郯城西
部地区休整，庞炳勋部也撤离临沂南下。4月21
日，临沂城终遭沦陷，残暴的日军开始了疯狂的
报复，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屠城大血案。3000余名
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惨遭杀戮，尸横遍地，血流
成河。大火连续七天不熄，房屋瞬间化为灰烬，颓
垣断壁，满目疮痍。

日军在血洗临沂城后，大队人马继续南侵，
仅留下千余名日军盘踞于城内，龟缩在据点，既
惶惶不可终日，又狠毒而狡猾。外逃的城内百姓

得知这一消息后，纷纷奔走相告，伺机返城以谋
生计。消息传到临沂县城南老屯村时，早就对日
军暴行恨之入骨的乡绅王伯英，心头为之一振，
立即找到因病流落在该村的原国民党第四十军
某团的刘参谋，共商收复失城之事，当即决定：夜
袭日军，收复临沂城，为死难乡亲们报仇雪恨。

1938年5月27日夜晚，联庄会各村会员如约汇
集到吴家白庄村，大家下决心保卫家乡。

经研究决定，联庄会兵分二路，第一路军张
玉振部占踞金雀山，由该部第一队队长李继武率
19人，悄悄从朝阳寺前城墙水眼中爬进城中，作
为内应；第二路军驻南坛以西，以备接应；王伯英

则率众由西南角攻城。命各部均要在拂晓前到达
指定地点，并通令参战会员，各自带上符带，披挂
在身。该符带用红、白两色布料缝制而成，宽2寸、
长3尺，两端绣有图案，中间分格以装字符使用，
白天用红面，晚上用白面。凡无有披挂符带者，一
律将左肩露出，袖子缠于腰间，以作标记，分清敌
我。

一切准备就绪，队伍即刻出发，并按时到达
指定地点。黄俊雷和刘参谋带领5名队员从张家
园出发，潜行至城南门前观察敌情。时值夜半，借
着淡淡的月光，隐约可见城门未关，疑似无人把
守，黄俊雷以为时机已到，便要贸然进城。刘参谋

则认为天尚未大亮，无法看清敌人的铁丝网和攻
防设施，更不清楚日军的人数和火力配备，必须
等大队人马到齐，方为万全。片刻功夫，其他队员
悉数到齐。随即挑选了50余人组成的奋进队，由
高都村人姚秉德率领其子姚鸿昌、姚隆昌及孟兆
炳等，悄悄埋伏于城墙附近。

5月28日天刚亮，姚秉德首先跃起，剪断了日
军架设的铁丝网，第一个爬云梯登上城墙，紧跟
其后的20余名队员也相继攀梯登城。队员们出其
不意，一齐开火，瞬间就有几名日军中弹毙亡，其
余日军随即组织还击，火力甚猛，姚秉德不幸中
弹牺牲。队员们明知符水咒语已难救命，遂前赴

后继，奋勇前冲，相继中弹身亡。姚隆昌、孟兆焕
目睹会友牺牲惨状，悲愤至极，奋不顾身，二人同
时站立，向着日军狠狠地开火，就在日军纷纷中
弹倒地的同时，他们也身负重伤，昏迷倒地。

已经先期潜伏于城内的李继武等20人，也与
敌人展开了殊死博斗，他们打光了子弹，砍断了
大刀，扎弯了枪头，终因寡不敌众，武器极差而全
部牺牲。其中有位神山乡的会员，手持红缨枪冲
入敌群与日军拼刺，最后被日军乱刀刺亡。另有
几十名会员也趁机冲进城内，但因人少枪劣，火
力弱小，难以抵敌，危在旦夕。紧急时刻，东关方
面的掩护人员遂集中火力向东城门开火，迫使南
城楼敌人的射击目标转向东城门方向。在东关会
友的掩护下，冲进城内的会员才乘敌人火力分散
之机，从城洞中迅即撤出。

联庄会夺城战后，临沂一带一直流传着联
庄会员攻打临沂城的歌曲，歌词是：“日本鬼
子，抢占沂州，杀人放火，扰乱不休。这口闷
气，不能忍受，冲上去，狠狠地揍！直向前，
别后退，我们要报仇！手榴弹，咔！大刀片，
杀！大家一齐冲上沂州。”

·相关链接·

姚秉德首先跃起，剪断了日军架设的铁丝网，第一个爬云梯登上城墙，紧跟其后的20余名队员也相继攀梯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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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齐冲上沂州

张自忠像及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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