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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侵占
济阳城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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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阳县城南距济南九十华里，东、南两面
紧傍黄河北岸大堤，西有济德公路，中有济惠
公路贯通。城廓虽小，交通便利，位置重要，为
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素有济南北门锁钥之称。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沦
陷。日寇又兵分四路，长驱南侵，济阳城便成
为日寇侵占济南的钉子，梗在那里。

是年十月十六日（农历九月十三）上午九
点，两架敌机由东北沿黄河飞来，绕城低空盘
旋，投弹四颗，炸了三颗，两颗落在原澡堂周
围，一颗落在中山亭西。未炸的一颗在现实验
小学南门东侧，成为隐患。

空袭后，城内人心惶惶。学校停课，商店
关门，居民大都白天出城躲避，晚上回来看
家。国民党县政府机关人员，也是昼出夜归。
同时，机关、商店、居民都在大挖防空洞和地
窖。县政府挖的两个防空洞，一个在大仙楼
（县府大楼南）底下，能容纳几十人，设有电话，
是原时任县长孙骏昌的防空指作所；另一个在
中山亭下城墙里，这一个洞较大，一则防空，一
则准备日寇围城时出水。其他机关也都在驻
所和城墙里挖了洞，防空藏物。居民则几乎每
家挖了地窖。县政府指定地处城中心的体育
馆（现银行处）派专人负责防空警报，敌机一
来，钟响为号，全城人员立即入洞。

自十月十六日开始直到县城沦陷，敌机天
天袭扰，有时一天来两次，间有投弹，均未造成
伤亡。

南门里有一座高家牌坊，木质结构，上顶
两层，横匾上书“天恩褒锡”。城关大集就设在
牌坊周围。十月三十一日正逢大集。九时左
右，两架敌机低空盘旋，往人群稠密处投了八
颗炸弹。一时爆响如雷，硝烟迷漫，人声鼎沸，
血肉横飞。这些炸弹多落在高家嗣堂（现河务
局南院）一带，炸死十一人（五男六女），重伤四
人，轻伤无数，炸毁房子二十一间。当时大街
上血迹班斑，死者肢体七零八落，伤者高声哀
嚎，惨不忍睹。有一滩血肉飞溅到八十米外的
高家牌坊上，恰巧落到“天恩”之间，这块血迹
存在了十几年，直到解放后拆除了牌坊才不见
了。这块血污，显示了日寇侵华的赫赫“天
恩”。

这次轰炸，惨遭不幸的有五户居民。赵洪
道的母亲、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同时罹难。新
婚妻子张乐芝伤了胳膊，神经失常，七间房子
全被炸毁。因无处居住，又无钱治伤，他妻子
回回河牛家庙娘家治伤、养病。后来伤虽治
好，神经病却未愈。他父亲急成重病，到乡下
亲戚家养病寄住。赵洪道出外扛活度日。真
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赵光岱的两个女儿被
炸死。郭庆祥家落了一颗炸弹，死了三口人。
张连丙的父亲被炸死在大集上。还炸死了一
个乡下人。

牌坊血案发生后，不断有鬼子南侵的消
息，溃退国民党军队成群结伙地南撤，形势越
来越紧张。人们估计到，日寇要占济南，一定
会在北门锁钥大施淫威，给韩复榘眼色瞧，以
便不费枪弹，不付代价地使韩拱手让出济南。
这是日寇侵华惯用的伎俩。

当时的济阳县城是个面积一平方里的方
城，有东、西、南三门，城墙高六米，顶宽三米，
外沿有半米高的垛口，顶上能行车跑马。城墙
外有宽四米深三米的护城壕。北城墙正中有
中山亭，高出其他三门城楼。四角和沿城每隔
六十米有宽出三米见方的保安台，台上设有岗
楼。城东南角有魁星楼。城外有东、西两关拱
护。城墙高大、坚实，易守难攻。城内守军有
一百二十人的公安局警察队，还有临时从乡下
抽调的一千八百多壮丁。连日来，城墙上、城
门口不断增加岗哨，日寇飞机骚扰次数也不断
增多，情况非常严重。

国民党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韩复榘，统有五个师的军队，号称十万大军。
他为了保存实力，让前线部队步步撤退。当济
南受到威胁时，韩深知号称北门锁钥的济阳守
军战斗力弱，便迫不及待地将卫队旅（手枪旅）
第一团调往济阳。十一月十二日夜间，一团在
城北沿黄河西岸的尹家、郭家、斜庄（朝阳）、董
家道口、代家等一线布防。防线最远者距城十
华里，近者五华里。一团团长贾本甲，是跟随
韩多年的老行伍。全团千人左右，装备精良、
战斗力强、是韩的王牌。指挥部设在尹家村张
元成家。军需处设在罗家，十二日下午即用汽
车运来了给养弹药。部队一到防区，即连夜挖
战壕，修筑工事，准备阻击日寇。

十二日傍晚，韩复榘率随从五十余人，骑
摩托车来到县政府。孙骏昌设宴招待，将随从
安排在德盛义商号一部，县府一部住下。韩另
带的执法队十人左右安排在中山亭旅馆（东门
里路南杨家店）。韩、孙等人密谈一个多小时，夜
十点，孙骏昌召开有关单位头头参加的紧急军
事会议。孙处于极度紧张状态，手、嘴直打哆
嗦。他色厉内荏地宣布，“韩总命令：抗击日寇，
乃卫国之举，大家要精诚团结，奋勇杀敌，确保济
阳。作战期间，军民一律不准出城。临阵脱逃
者，杀！”接着，他又做了防守布署：警察队守城东
南，联庄会壮丁守城东北，常备队守城西北、西南
两面，每个垛口固定一人。之后，韩留下的两名
助战副官（上、中校各一名）与孙一同住进了中山
旅馆。当夜，随贾团来的高射机枪营（百人左
右），在西门城楼架起了高射机枪。

十三日早六点，韩复榘未就早餐，出东门
沿黄河大堤检查贾团的防务，行至罗家，转向
尹家指挥部。

是日一早，鬼子赳集汽车、装甲车一百多
辆，兵分两路，一路经商河，一路从惠民、穿过
仁风、曲堤、向济阳合击。后路鬼子上午十点
左右，逼近董家道口。埋伏在郭家老坟的贾团
一部发现后，立即作好了战斗准备。郭家老坟
面积约二十亩，四周有围墙，是很好的掩体。
鬼子汽车进入伏击圈后，战士们连投几颗手榴
弹，炸毁了鬼子的第一辆汽车，堵住了来路。
贾团官兵集中火力，猛烈射击。这突如其来的
抵抗把鬼子打懵了，立即乱了阵脚。脑羞成怒
的鬼子指挥官，一面组织火力冲锋，一面抽出
大部汽车、装甲车不顾一切地奔袭济阳。贾团
把奋勇队调到前线。奋勇队员们一手持枪，一
手拿大刀片，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和鬼子近
战、肉搏，连续打退了鬼子多次反扑。战斗处
于胶着状态。直到下午六点，枪声才渐渐平息
下来，阵地前沿横七竖八地倒卧着一百多具鬼
子的尸体。

战斗先后在贾团防线全面展开，各个阵地
都打得非常激烈。斜庄阵地上，贾团的一位连
长站在车棚上，尽管弹头“嗖嗖”地从身旁穿
过，可他毫无惧色，沉着指挥。董曰太家的猪
圈旁是机枪阵地，射手牺牲了，留下了足够一
筐子弹壳。打死鬼子百余名。

城内居民昼出夜归已成了习惯，唯独十三
日早晨和往常不同。城墙上一个接一个地摆满
了士兵，三门紧闭，严禁出入，气氛非常紧张。八
点左右飞来两架敌机，西门放了一阵高射机枪，
敌机飞往东北方向。其中一架越飞越低，人们
误以为打中。孙县长即派二百人出城搜索，跑
了二里多路未见踪影，又急忙折回县城。

十一点钟，越过贾团防线的鬼子一部约五
十多辆汽车、装甲车袭至县城，在旧河务段（东
门外南三百米的大堤上）炮击魁星楼，开始攻
城。守军还击，战斗全面展开。鬼子用装甲车
和掷弹筒、轻重机枪的强大火力猛烈攻击。一
颗颗炮弹在城头爆炸，火光四起，弹片横飞，硝
烟弥漫。守城军民冒着炮火，奋力作战，坚守
阵地。 （待 续）

（据《济阳文史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