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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在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的苍翠群

山中，坐落着一处被历史铭记的小村

落——植地庄。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

月里，这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

民抗日武装力量——广州市区游击队

第 2 支队的重要活动区域。游击队员

们曾在这里谱写了一曲以少胜多、智

勇双全的英雄壮歌。

1944 年 7 月 23 日，广州市区游击

队 第 2 支 队 新 编 第 2 大 队 250 余 名 战

士 ，在 大 队 长 卫 国 尧 带 领 下 ，秘 密 前

往位于市桥的日军据点，准备发起突

袭。可惜天公不作美，台风忽然裹挟

着暴雨席卷而来，洪水瞬间淹没了行

军道路。

为保存实力，卫国尧果断决定撤

回植地庄隐蔽待机。游击队刚住下，

部队的行踪便被潜伏在植地庄的特务

获悉，即向驻市桥日军报告。

7 月 26 日凌晨，日军独立步兵第 8

旅团 500 余人，趁着夜深人静，兵分两

路分别从石榴岗、市桥向植地庄扑来，

计划包抄围歼我新编第 2 大队。

此时，植地庄一位深夜外出的村

民，在半路上发现了敌情。他来不及

多想，掉头就往村里跑，将这一消息报

告给新编第 2 大队的哨兵。

眼见形势危急，哨兵果断向天鸣

枪 示 警 。 尖 啸 的 枪 声 瞬 间 唤 醒 了 村

民 和 新 编 第 2 大 队 的 指 战 员 。 然 而 ，

快 速 行 进 的 日 军 已 对 植 地 庄 形 成 包

围之势。

千钧一发之际，卫国尧当机立断

下 达 突 围 命 令 ，并 迅 速 部 署 战 斗 任

务 ：主 力 部 队 和 村 民 由 他 亲 自 率 领 ，

边打边伺机突围；副大队长卢德耀带

领 1 个 班 ，抢 占 村 后 山 头 大 岗 高 地 ，

占据有利地形；教导员李海率领一部

负 责 殿 后 。 最 艰 巨 的 任 务 落 在 中 队

长 何 达 生 肩 上 —— 率 领 植 枝 、黄 贤 、

黎 明 、孔 联 、曾 九 、陈 耀 祥 、梁 细 九 等

7 名 战 士 留 守 植 地 庄 ，利 用 地 形 与 敌

周 旋 ，以 牵 制 敌 军 主 力 ，掩 护 大 部 队

转移。

晨曦微露时，装备精良的日军已

占领植地庄外围高地，随即向村内发

起猛烈攻击。炮声振聋发聩，枪声密

集如雨，嘶喊声在村庄上空回荡。

在民兵协助下，留在村内的何达

生 8 人 小 分 队 争 分 夺 秒 地 展 开 行 动 。

他们一方面将村子的闸门堵死，依托

围墙构筑起坚固掩体，同时大造声势，

让敌人误认为我军主力尚在村内；另

一方面，将 20 余名未能及时转移的村

民集中到村东头的植氏宗祠里进行掩

蔽，保障其安全。

小 分 队 造 势 果 然 使 日 军 产 生 误

判，他们调集迫击炮、掷弹筒，集中火

力向村内猛攻。一时间，村内硝烟弥

漫，砖瓦横飞，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面对强敌，何达生临危不乱，凭借

丰富的战斗经验，敏锐分析地形：村东

面，大池塘是一道天然屏障，日军难以

逾 越 ；村 西 面 ，茂 密 的 竹 林 里 杂 草 丛

生，并有围墙防护，日军也难以入村；

村北面，在一个小池塘阻隔下，仅有一

条狭窄道路勉强通行，日军只能分兵

突进，相对容易防守；村南面，地势开

阔，防守难度大，应该是日军进攻的重

点方向。于是，他果断地将 8 人分成南

北两路：4 名战士携带 1 挺轻机枪坚守

村北面，自己率领 3 人扼守南面，全力

将敌人挡在村外。

果不其然，日军在一番狂轰滥炸

后，便从南北两面同时开始进攻。何

达生带领战士们奋勇抵抗，凭借着灵

活战术，一次次击退进犯之敌。久攻

不下，日军改从西面破竹翻墙，一边地

毯式搜索，一边焚烧民房。何达生立

即指挥大家锁上村中巷道闸门，将窜

入之敌困于巷中。战士们利用门楼、

小围墙、窗户、墙角等有利地形，躲在

暗处持续射击，打得敌军误以为中了

埋伏，纷纷仓皇逃窜。

随后，当日军转至植氏宗祠方向

进攻时，何达生又早已料敌在先。他

迅速将兵力集中起来，在植氏宗祠严

阵以待。日军从东山上用迫击炮朝宗

祠方向猛烈轰击，由于距离较远，再加

上有宗祠门前的老榕树掩护，大部分

炮弹均未击中宗祠。炮声停歇后，敌

人以为宗祠已被炸平，便摸索上前，结

果刚一冒头，就被何达生和战士们当

作活靶子狠狠打击。

吃了亏的日军立即停止进攻，选

择继续用迫击炮进行轰炸。这一轮轰

炸，足足持续了 10 多分钟，导致宗祠前

面的土墙和闸门均被炸塌，百年老榕

树也被炸得枝干尽断。尽管如此，战

士们依旧毫不犹豫地爬到屋顶继续作

战。每当敌人发起地面进攻时，等待

他们的总是精准的子弹和从天而降的

手榴弹。

激烈的战斗持续至黄昏，当夕阳

的 余 晖 渐 渐 隐 去 ，何 达 生 8 人 小 分 队

又 一 次 击 退 日 军 进 攻 。 此 时 ，他 们

的 手 榴 弹 已 全 部 用 完 ，机 枪 和 步 枪

的 子 弹 所 剩 无 几 ，但 大 家 没 有 丝 毫

退 缩 之 意 。 他 们 默 默 备 好 砖 块 ，擦

亮 刺 刀 ，准 备 与 日 军 展 开 白 刃 战 。

伤 亡 惨 重 的 日 军 眼 见 夜 幕 降 临 又 久

攻 难 胜 ，无 心 恋 战 ，最 终 在 暮 色 中 选

择撤退。

在惊心动魄的战斗中，我军共击

毙 击 伤 日 军 70 余 人 ，大 队 长 卫 国 尧

等 48 人 在 突 围 中 不 幸 壮 烈 牺 牲 。 何

达 生 8 人 小 分 队 以 超 凡 的 勇 气 和 智

慧 ，成 功 牵 制 数 十 倍 于 己 的 敌 军 ，掩

护 主 力 转 移 ，被 誉 为“ 植 地 庄 战 斗 八

勇士”。

如今，在植地庄外的挞沙岗上，常

青的松柏簇拥着一座巍然矗立的巨大

石 碑 —— 植 地 庄 抗 日 战 斗 烈 士 纪 念

碑。碑后，长眠着在植地庄抗日战斗

中光荣牺牲的烈士。“植地庄战斗八勇

士”用热血铸就的传奇，成为岭南大地

永远炽热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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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新四军第 1 支队挺进江南

敌 后 展 开 作 战 ，他 们 认 真 贯 彻 中 共 中

央“ 发 展 华 中 ”的 方 针 ，在 敌 人 后 方 主

动 出 击 ，有 力 打 击 了 该 地 区 的 日 军 。

1939 年 11 月 8 日至 9 日，新四军第 1 支

队在江苏丹阳九里镇一带与“扫荡”的

日 军 展 开 激 战 ，取 得 毙 敌 中 队 长 以 下

168 人、俘 3 人的重大胜利，被称为“延

陵大捷”。九里镇战斗（亦称贺甲战斗）

的胜利，打破了日军的“扫荡”计划，创

下新四军在江南歼敌的新纪录，提高了

新 四 军 的 威 望 ，极 大 振 奋 了 江 南 军 民

抗战热情。当时上海和江南等地报纸

纷纷以“伟大胜利在江南”为标题作了

报道，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

结合实际，决心主动
出击歼敌

1939 年 10 月下旬，新四军第 1 支队

新 6 团在镇句、镇丹开展破路行动后，当

地日军曾两次下乡搜寻，均被新 6 团及

丹阳独立支队予以痛击。日军不甘失

败，继续寻找新四军主力，企图通过“扫

荡”歼灭新四军有生力量。

11 月 7 日，日军第 15 师团池田联队

1 个中队从镇江西南宝堰出发，向丹阳

县延陵、九里镇地区进犯。为打破日军

“扫荡”计划，第 1 支队决定在丹阳独立

支队配合下，主动出击歼灭日军，其原因

有二：一方面，日军刚在杨柳铺取得战

果，态度十分傲慢，我军主动出击有利于

调转日军，援助友军；另一方面，日军此

次出击，意在寻找新四军目标、侦察虚

实，为下一步进攻做准备，由于新四军第

1 支队部署在日军侧翼，敌人所到之处

均未发现新四军踪迹，第 1 支队可乘敌

不备，采取急袭，打击日军。

随后，第 1 支队召开营级干部会，阐

释此次战斗的意义和争取胜利的条件，

并要求全体政工人员有计划、有组织地

动员群众协助作战，这为后来的胜利奠

定了思想基础。

设伏打击，与日军激战
九里镇

11 月 8 日晨，当折返九里镇之数十

名日军行至贺甲村附近时，遭到丹阳独

立支队设伏打击，当场被毙伤 10 余人。

日军随即占据附近小高地进行顽抗，与

丹阳独立支队形成僵持状态。得到情报

的新 6 团团长段焕竞，率第 1、第 3 营前

来增援。在猛烈攻势下，日军从小高地

向九里镇西北贺甲村退却，我第 1 营则

乘势追击。与此同时，第 3 营一部从日

军左翼进至贺甲村正面小桥，与第 1 营

共同对敌展开攻势。

穷途末路的日军，随即向新四军施

放毒气，导致不少官兵中毒。日军趁机

以机枪猛烈扫射，造成部分人员伤亡且

进攻严重受阻。考虑到周边敌援军可能

快速赶到，段焕竞致函第 2 团团长王必

成，请求支援以全歼该股日军。

二团驰援，迫敌撤退
固守待援

接到来函后，王必成令第 2 营掩护

电台，自己率第 1 营、第 3 营前往贺甲村

增援。其中，第 1 营由王家村出发，经堰

坡桥、张庄一线，于午后到达贺甲村西

北，第 3 营则进至南、北雨庄附近。此

外，丹阳独立支队一部也在副支队长林

胜国带领下，转移至贺甲村附近。随后，

王必成、段焕竞与林胜国商议，认为退至

贺甲村的日军不到百人，当前我军兵力

占据完全优势，可将敌一举歼灭。于是，

他们进行了战斗部署：第 2 团第 3 营以 1

个连向村北端进攻，第 1 营以 1 个连向村

西北端进攻，另 1 个连向宝堰方向警戒，

阻敌增援；新 6 团第 1 营向村南端进攻，

第 3 营于九里镇向直溪、珥陵方向警戒，

阻敌增援；丹阳独立支队向丹阳、白兔等

地警戒，阻敌增援。该部署同时确定当

天 14 时由 3 股兵力同时发起攻击，力争

在敌增援未到之前解决战斗。

14 时许，新四军各部对贺甲村之敌

展开进攻。第 2 团第 3 营强攻村北端一

座木桥时，遭敌逆袭，被阻于木桥北侧。

第 1 营从村西北端进攻，因地形开阔，不

得不在敌火力下运动，遭敌火力压制，攻

击受阻。新 6 团第 1 营也因村南端地形

开阔遭敌火力覆盖，攻击受阻。加之天

降大雨，又有消息称有日军从白兔前来

增援。对此，王必成转而采取“围点打

援”策略，下令各部队暂停进攻，撤出战

斗以应对敌援军。但增援日军因雨势太

大，害怕途中被伏击而原路撤回，我军

“围点打援”计划未能实现。此时，贺甲

村之日军占据村南端的大祠堂作为指挥

部，准备固守待援。

二次围攻，敌情变化
进攻受挫

在对大祠堂内日军数量、伤亡情况

及轻重武器配置进行评估后，第 2团、新 6

团和独立支队认为，我军应充分利用当

夜大雨的有利条件，在拂晓前完成战斗

部署，迅速歼灭据守大祠堂之敌。为增

加我军有生力量、扩大战果，第 2 团立即

调第 2营前来增援，并负责主攻任务。其

他部队的部署计划包括：新 6团负责延陵

方向警戒，钳制村东南端之敌；第 2团第 3

营进攻村北端，第 1营进攻村西端。

9 日拂晓，进攻正式开始。第 2 营 4

连先以 1个排的兵力在村中摸排前进，接

近大祠堂时，突遭隐蔽于草堆中的日军袭

击，双方随即展开白刃战。由于敌众我

寡，我军被迫后撤。4连即以全部兵力发

起冲锋。一部日军在我军火力压制下渐

显不支，被迫退守大祠堂继续顽抗。与此

同时，利用雨夜潜入贺甲村增援的日军

140余人，与原被困村中的数十名日军分

散在村子各方向，同我第 2团各部展开激

烈战斗，我军在村西、北两个方向的进攻

进展缓慢，战斗陷入胶着。但此次围攻，

村中日军已死伤众多，成为瓮中之鳖。

第三次总攻，全歼突围
残余日军

10 时许，经过简单的动员部署，第 2

团、新 6 团、丹阳独立支队集中兵力发起

第三次总攻。不到两小时，我军便攻下

村大祠堂外日军各部的全部阵地，村中

残余日军被压缩至大祠堂内。为尽快解

决战斗，防止日军死守待援，第 1 支队采

取“围三缺一”的战法，即命令在村北端

进攻的第 3 营故意放开一个口子，让敌

人突围，主力则埋伏在敌人逃跑必经道

路两侧。

据大祠堂负隅顽抗的日军因弹尽粮

绝，增援无望，冲出大祠堂，企图向殷家、

江口方向突围，遭到我第 2 团第 3 营的伏

击。战至中午，逃跑的这股残余日军全

部被歼。战斗至此胜利结束。

“ 伟 大 胜 利 在 江 南 ”
—抗日战争时期的九里镇战斗

■张 磊 易青豫

甲 胄 是 中国古代重要的防御类兵

器。在梳理完中国古代甲胄中“甲”的

演 变 脉 络 后 ，本 期 我 们 将 目 光 转 向 其

不可或缺的配套装备——“胄”。

胄是中国古代将士防护头颈的装

具，因时代不同又被称为“兜鍪”“头鍪”

“盔”等。现代研究中，胄和这些别称没

有绝对的区分，本文采用的是文献记载

中的习惯性称谓。

胄的形制多样，有带垂缘、能够提

供更全面保护的胄型，也有只提供简单

保护而无垂缘的胄型。我们所熟知的

典型的胄，一般由保护脑部的胄体和保

护颊、颈、喉的各型覆甲垂缘构成。垂

缘一般为胄体下坠保护物的统称，保护

颈部的垂缘也称“顿项”，但垂缘、护颈、

顿项在很多文献中无绝对的区分，我们

也将采用习惯性称谓。

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已出现藤胄、

皮 胄 。 进 入 青 铜 时 代 ，古 人 除 继 续 使

用皮胄外，开始使用铜铸造的胄，还使

用 以 皮 革 为 主 、重 要 部 位 用 青 铜 加 固

的皮铜复合胄。我国发现最早的铜胄

是河南安阳出土的商朝青铜胄。这些

铜 胄 为 整 体 浇 铸 成 形 ，重 2 至 3 公 斤 ，

高 约 15 厘 米 ，底 宽 约 18 厘 米 ，其 表 面

打 磨 得 十 分 光 滑 ，正 面 大 多 铸 有 浮 雕

型 兽 面 纹 饰 ，兽 目 和 兽 眉 在 鼻 上 向 左

右伸展，兽嘴部位则露出将士的面部，

胄 的 顶 部 有 一 竖 起 的 铜 管 ，用 以 安 插

缨 饰 。 西 周 时 期 的 铜 胄 也 是 整 体 浇

铸 ，但 在 造 型 上 摒 弃 了 商 胄 的 华 丽 纹

饰，总体更加朴实。

春秋战国时期，皮胄、铜胄仍被使

用，如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时期皮胄，

由 18 片髹漆皮甲片编缀而成，顶部有一

纵向胄脊，下有护颈。随着铁兵器的发

展，铁制的护首装具在战国时期已有出

现。由于其外形似鍪（古代的一种锅），

也被称作“兜鍪”。河北易县燕下都出

土的战国时期铁兜鍪，由 7 层 89 片铁甲

片 组 成 ，甲 片 开 孔 以 绳 线 串 联 编 缀 而

成，能将整个头部裹护严实，样式简单、

工艺单一却实用，这种编缀甲片的方式

也被称为札甲式。

秦 汉 时 期 开 始 ，铁 兜 鍪 逐 渐 取 代

铜 胄 ，成 为 军 队 的 主 要 护 首 装 备 。 目

前 已 发 现 的 ，多 为 秦 始 皇 陵 陪 葬 坑 出

土的石兜鍪。这些石兜鍪与当时秦军

使 用 的 铁 兜 鍪 形 制 一 样 ，由 数 十 块 石

甲 片 以 铜 条 编 缀 而 成 ，样 式 与 燕 下 都

出土的铁兜鍪相近，但垂缘略长，可披

搭 于 肩 ，防 护 性 更 强 。 秦 陵 出 土 的 这

些 兜 鍪 为 石 质 ，这 是 因 为 石 材 不 易 腐

朽，能够长期保存，更适合用来制作陪

葬品。

汉 朝 时 期 ，铁 胄 开 始 大 规 模 配 发

军 队 ，其 基 本 形 制 沿 袭 了 秦 朝 胄 。 比

如，西汉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铁胄，与

秦胄形制相近，即以简易札甲方式，用

若干方形或者接近于方形的铁甲片编

缀 而 成 ，采 用 的 也 是 除 脸 露 于 外 的 全

包 式 结 构 。 为 使 胄 佩 戴 起 来 更 舒 适 、

更 美 观 且 适 应 不 同 战 场 需 求 ，汉 朝 对

胄 的 甲 片 大 小 、形 状 、弧 度 进 行 改 进 ，

并提高胄的札甲工艺。西安北郊汉墓

出土的铁胄采用缩小甲片并加工成弧

形的工艺，同时通过甲片层层压叠、紧

密 排 列 方 式 ，展 现 出 高 超 的 札 甲 制 作

技术。这种工艺不仅使胄的整体弧度

更 加 流 畅 自 然 ，还 显 著 提 升 了 佩 戴 舒

适性。西汉齐王墓出土的札甲式无顶

铁 胄 ，胄 体 前 高 后 低 ，两 侧 有 护 耳 ，显

现 出 轻 便 透 气 的 特 性 ，适 用 于 炎 热 气

候 使 用 。 吉 林 老 河 深 村 出 土 的 铁 胄 ，

更 像 是 无 顶 铁 胄 的 升 级 版 ，其 胄 体 上

半部分札甲片呈长条形并以半球形圆

铁顶收拢甲片，使胄体整体较高，可在

战斗中减少兵器砍入胄体后直接伤及

头 部 的 伤 害 ，颈 后 札 甲 延 伸 至 枕 骨 下

与 护 耳 处 平 齐 ，加 强 了 对 颈 部 的 防

护 。 此 外 ，这 种 高 顶 铁 胄 的 形 制 不 仅

在 魏 晋 南 北 朝 更 普 及 ，其 制 作 方 法 直

到唐宋时期仍在使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事频繁，甲胄的

防护性能日益受到重视。这一时期将

东汉末年出现的“百炼钢”技术进一步

改进，并运用于甲胄制作，使甲胄的质

量大幅提升。此外，为提高防护效果，

军中将士常以铁胄和盆领及铠甲配合

使用，使防护死角越来越少，一定程度

上推动了具装骑兵的出现。这一时期

胄的形制多承袭东汉，但也不乏工艺、

形 制 方 面 的 创 新 。 比 如 ，南 北 朝 时 期

出 现 以 若 干 大 甲 片 拼 接 为 半 球 形 胄

体，顶部由小半球形铁甲顶收拢，下半

部分再坠锁子甲等各型垂缘的制胄方

式 。 这 种 工 艺 让 胄 显 得 更 简 洁 美 观 ，

且 方 便 在 胄 体 上 刻 制 花 纹 ，对 后 世 胄

影响深远。

边 关 秋 月 照 兜 鍪
—中国古代卫体兵器之胄（上篇）

■曹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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