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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上，有三次被日本人叫做“玉碎战”的，也就是日军被全部消灭的战
役，即腾冲战役、松山战役和密支那战役，而这三次战役，全部发生在中国驻印军归国之战中。
1943年底，中国驻印军从印度雷多出发，开始了打通中印公路的缅北之战。

　　旅日学者萨苏，首次利用大量日本史料，与中国、美国史料相对照，在《突破缅北的鹰》一书中
全景展现了这一场历时400多天、跨越1600多公里的归国之战的全过程，清晰再现了从新平洋、拉加苏
、胡康谷口、打洛、孟关、瓦鲁班、英帕尔，到密支那、松山、龙陵、八莫、芒友，每一次战役的攻
防和战场细节。
以“敌人之眼”描述了这支抗战时期被称为“天下第一军”的孙立人统帅的“蓝鹰”部队，如何与日
军六个师团交手，歼灭号称“丛林之王”的18师团主力，重创三个师团和一个独立混成旅团。
作者文笔灵动诙谐，将一段沉重激昂的战争史，鲜活形象地呈现给了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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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萨苏，199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先后在美国通用电气、AT&amp;T、诺基亚、AMECO等公司
工作，现为一家美国公司驻日的网络工程项目主管，住在日本关西的小城伊丹市。
出版有《国破山河在》（《亚洲周刊》2007年十大好书奖）、《尊严不是无代价的》、《退后一步是
家园》等。
萨苏是新浪最佳写作奖获得者，文笔灵动诙谐，以敬畏之心写有趣文章，人称“文坛外高手”。
其新浪博客点击量超过一亿三千万，作品广受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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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新平洋　　整个山谷寂静无声。
三名日军像跳着小步舞一样，警觉地弓着腰曲折前进，越走越近，带头的那名日军军官手持南部式手
枪，肩上扛着一杠两花，分明是个中尉。
几个中国士兵抬起头来，看向新38师搜索连连长潘德辉，那种含义不言自明：要不要抓个活的？
　　潘德辉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平静地将手向下一按。
没有人知道，这个一度被孙立人将军责备&ldquo;滥杀&rdquo;的青年情报军官当时心中在想些什么。
被称作&ldquo;芝加哥打字机&rdquo;的汤姆式冲锋枪打响了，一串火链之下，那名日军中尉军官一头
栽倒在地。
　　山谷，顿时被烈焰和弹雨所吞没&hellip;&hellip;　　新平洋之战的主力&mdash;&mdash;中国远征军
驻印军新一军新38师搜索连。
不过，他们在投入新平洋之战的时候，是下马作战的（详见第30～32页）。
　　1943年10月30日，缅甸，茅邦，雨季正逐渐进入尾声。
　　日本陆军第18师团步兵第55联队担任值日官的井上咸大尉，接到一条让他大吃一惊的紧急命令，
称在胡康河谷西端新平洋一带活动的第18师团混成搜索大队，与从印度方向出击的中国军队发生激战
，命令他所属的第55联队立即做出发准备，向胡康河谷方向增援。
　　事实上，日军将第55联队主力部署在茅邦，目的就是为了阻止中国远征军驻印部队从印度经胡康
河谷反攻缅北。
　　茅邦是个不大的缅北小镇，但是地理位置颇为重要。
在新平洋之战的前一年，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中，最英勇的将领戴安澜师长就战死在这里。
茅邦地处缅北大动脉曼密铁路中段，北上可通缅北的中心城市&mdash;&mdash;日军18师团司令部所在
地密支那，南下可达缅甸古都曼德勒。
从茅邦向西，则是胡康&mdash;加迈河谷的入口&mdash;&mdash;孟拱。
向西通过日军修建的简易公路穿过这条河谷，可以到达谷口西端的咽喉新平洋，从这里翻越因险峻而
恶名昭彰的野人山，对面就是中国远征军在印度的基地&mdash;&mdash;雷多。
胡康河谷是中国远征军从印度反攻缅北的唯一通道，必经之路。
　　不等井上做出反应，第二份电文又已经到达&mdash;&mdash;混成搜索大队遭到重创，搜索队队长
荒木与一中尉（当日晋升大尉）战死，命令第55联队主力立即出发增援。
　　井上咸的第一个反应是：中国人来得好快！
　　从各种情报分析，日军早已预料到中国军队会对缅北发动进攻。
然而，日军一直认为中国人要到11月中旬雨季结束后才会开始行动，令他疑惑不解的是，情况怎么会
变化这样快，荒木怎么会说战死就战死呢？
　　几个小时以后，新的消息传来，新平洋已经失守，胡康河谷谷口的北入口临滨同时遭到突袭，外
围据点沙劳被中国军队攻占，在当地驻防的守备队全军覆没，指挥官原矶满中尉战死。
　　至此，一切已经没有疑问，日军一直担心的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团的大反攻，比预期更早地开始了
。
　　此时，第55联队主力，除了部分伤病员和运输兵以外，已经全部整装上车，准备出发。
听到这个消息，井上心中忽然一寒：原和荒木并不属于同一个部队，在军校和自己却是同期同学，两
人在同一天战死，这，算是怎样的一种缘分呢？
难道自己&hellip;&hellip;　　新平洋战斗打响的时候，井上咸是55联队第三大队的大队副官。
在随后和中国远征军的战斗中，这个大队几乎被全部打光。
此时的井上当然不会知道自己的担心倒是没有必要的，此人和那两位同窗的缘分不够深，运气好得很
，将是此时这个大队中唯一有幸活到战争结束的大尉级军官，而且能够在几十年后写下一本《死谷胡
康的持久防御战》。
幸而有这本不厚的小书，才能够让我们知道，本篇开头那一段中方记载的新平洋之战相当写实，那个
被打死的日军军官，正是井上的好友荒木中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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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井上和其他日军第18师团、第2师团、第56师团、第49师团、第53师团、第24独立混成旅团、
第33军总部残存官兵的回忆，让我们在60年后能够从敌人的记录中，观察一支中国军队怎样从印度穿
过缅北人迹罕至的林莽打回自己的祖国。
　　井上与原、荒木都是日本陆军设在中国奉天的甲种干部候补生第四期同学。
荒木专攻侦察，井上和原专攻步兵战术。
三人一起被分配到第18师团，关系甚好。
就在一个月前，井上刚刚与荒木在茅邦见过一面。
茅邦的日军兵营在一片芒果林中，两人在那里曾一起举杯，并谈论起国内一个月前派来的慰问团。
当时，荒木正率部增援新平洋方面的日军。
　　新平洋，地处胡康河谷以西的新平洋盆地，再向西，则是被称作野人山的喜马拉雅山余脉。
此时，在印缅边界前线的日军，是直属于缅甸方面军总部的那嘎特工队，指挥官长桥中佐。
这是一支日缅混合部队，包括日军一百余人，伪缅军八百余人，目的是对印缅边境的那嘎人进
行&ldquo;宣抚&rdquo;，策动他们与日军合作，为日军进一步向印度渗透和防范中国驻印远征军的反
攻创造条件。
他们以新平洋为据点，频频翻越野人山开展活动，甚至派人深入到雷多的中国驻印军营地展开谍报活
动，一度十分猖獗。
　　曾在驻印军总部担任宪兵的周文星老人在60年后，还能回忆起当时和这支日军的交手。
1943年秋天，他在雷多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放哨的时候，曾亲手抓获一名奉命潜入的缅籍日军间谍。
当时，连下了几天大雨，周和成都籍士兵杨思聪以及两名美军宪兵一起沿江岸巡逻，正要在一棵大树
下避雨时，借着美军宪兵的手电光一扫，周忽然发现附近一棵倒伏的大树形状有些可疑，似有人隐藏
其下。
周当即喝问，杨思聪开枪警告。
　　周文星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描述了此后双方的角逐：&ldquo;美国兵再次将光束交叉着射出去，那人
装作被射中的样子，稍做停顿后，匍匐前进，向河奔去，企图逃走。
我又射出一枪，击中其大腿和臀部之间。
两个美国宪兵已经走了下去，我紧跟在后面。
相距其实不过50多米远，但坡陡路滑耽误时间，那人就死命地向着河边翻滚，我赶紧又补了一枪，此
时美国宪兵已追了上去，一把卡着那人的后脖子提了起来。
用电筒一照，他咬紧牙一句话也不说，只在身上搜出缅刀一把、卢比若干等，看其穿着却是印度的黄
军服。
&rdquo;此人被活捉送交总部，经查系缅籍，被日军抓走了亲人，经过间谍训练后，要他潜入雷多盗取
盟军指挥中心的文件，立功受奖后方放其亲人。
　　这支日军部队很快就陷入了困境。
1943年8月开始，中国军队行动渐趋活跃，频频与缅北日军前哨发生交火，渐渐开始出现翻越野人山出
击新平洋的迹象。
坐镇新平洋的长桥中佐招架不住，向第18师团请求增援。
　　日军第18师团参谋长，绰号&ldquo;雷神爷&rdquo;的片岗衷少将对驻扎在印度的中国远征军一直
十分重视，当即下令由荒木指挥的师团搜索队与步兵第55联队11中队、机枪中队共同组成一个混成搜
索大队，前往增援长桥中佐的部队，统一由长桥中佐指挥。
　　井上感到惊讶的是，当时他曾亲眼看到增援新平洋的荒木一行足有数百名精兵，沙劳的守备队也
足有一个中队，怎么会在短短的几个小时被中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呢？
　　他有这种惊讶丝毫也不奇怪。
要知道就在一年以前，日军攻占缅甸的时候，仅仅以一个大队轻取没有设防的密支那，切断中国远征
军的归国之路，竟逼得国军名将杜聿明坐拥全副机械化数万精兵而不敢一攻，选择了焚车上山的突围
方案，结果兵败野人山，大量官兵在突围途中因病饿而死。
　　以此前中日两国的交战经历而言，日军以数百兵力据守的据点，中国军队很难在几日内能将其拿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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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是装备差别的体现，也和训练水平、战术素质、精神风貌有关。
　　所以和中国军队多次交战的井上要问，这次新平洋怎么会丢得这样快呢？
　　其实日军败得一点儿也不冤枉，因为他们碰上的这支中国军队，和以往交手的中国兵完全不同。
这一仗日军出动的部队，为荒木与一中尉指挥的日军搜索队和第11中队主力，总兵力240人。
以第11中队来说，下辖三个小队，每个小队有三个拥有轻机枪火力的步兵班和一个掷弹筒班，共有兵
力170人，一般士兵使用的是三八式步枪。
他们碰上的中国军队，则是中国远征军驻印军新38师搜索连，指挥官为潘德辉少校。
这个连共有300名官兵，装备迫击炮12门，反坦克炮3门，轻重机枪25挺，一般士兵使用的是美制M4汤
姆式冲锋枪。
单从装备角度说，这个搜索连的火力当时美军的一般部队都比不上。
　　和大多数战斗双方有预谋地互相试探不同，这一次双方纯属遭遇。
　　10月，中、英、美三国共同批准了史迪威反攻缅北的&ldquo;安特利姆&rdquo;计划，计划调动驻
印中国军队与云南的第二批远征军同时发动攻势，两面夹击，打通从雷多到云南保山的中印公路。
此时，在中美工兵的努力下，一条从雷多出发，横贯野人山的公路已经修通，远征军驻印军参谋长柏
特诺准将急不可耐地调动陈鸣人的第112团主力从雷多出发，攻入胡康河谷。
潘德辉的搜索连，奉命担任陈鸣人所部第112团的前部，清扫道路，搜索攻击。
他们从野人山向东前进，到达了新平洋镇西的一片高地。
　　日军方面的行动有些诡异。
当时长桥中佐带那嘎特工队的主力深入野人山活动，留守新平洋的是深泻大尉指挥的第11中队和深井
的搜索队，由深泻指挥。
估计是在新平洋的西边发现了一些可疑的痕迹，荒木中尉率部向这个方向搜索前进，结果和潘德辉的
部队狭路相逢。
　　新平洋是胡康河谷和野人山之间难得的一片平地，几个月后，这里已经变得车水马龙，在美国起
重机的帮助下中国工兵用双手建起了机场、训练中心、加油站、汽车修理厂、医院，甚至俱乐部，就
差弄几个印度妓院来了，俨然一座新兴的城市。
但深井的部队和中国新一军所部交锋的时候，它不过是坐落在一片林空（即原始森林中的断续空地）
中的小小集镇，周围完全被苍茫的丛林所覆盖。
1942年中国远征军从缅甸向印度败退，一度也曾经到过这里。
　　新平洋之战&mdash;&mdash;确切地说，是在新平洋以西无名高地的战斗，双方投入兵力都不过两
三百人，在中国远征军从印度发起的归国之战中，这只能算是一次路边小战。
我们对这次战斗进行特别详细描述的原因，是因为尽管这之前中日两军在缅北已经有过多次零星交锋
，但新平洋之战普遍被认为是中国远征军大反攻的序幕之战。
　　应该说，中日两军的人员战术素养都堪称不错。
所以，他们几乎是同时感觉到了对方的存在。
　　这时，双方的指挥官，却分别做了一个不相同的决策，对以后的战斗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
　　新平洋之战的两名主角，一个是中国远征军新38师搜索连指挥官潘德辉，一个是日本缅甸方面军
第18师团侦察队指挥官荒木与一。
根据中方的记载，这两个人，应该是在战斗打响的一瞬间狭路相逢的。
　　当远征军的官兵在林中向新平洋搜索前进，即将和日军相遇的时候，也许完全凭借直觉，潘德辉
感觉到了前方丛林中隐藏的危险。
在他的指挥下，新一军搜索连按美国教官训练的要点迅速散开，轻巧地散布成一条中间略微凹陷的蛇
阵。
炮兵停了下来，将偕行的迫击炮底钣装好，步兵打开了冲锋枪的保险，向对面丛林无声地搜索过去。
潘德辉的位置正在蛇形队形凹陷的中央。
　　此时，经验丰富的日军指挥官荒木与一，也似乎预感到了中国军队的存在，只是他的反应完全不
同。
这位荒木中尉做了一个优秀侦察员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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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让全队停步，自己带了两名士兵，警惕地向中国军队方向摸索过来。
　　或许，他认为在新平洋和中国军队的基地雷多之间横亘着险恶的野人山，中方不可能有大部队深
入到这里，因此对方应该只是少数侦察人员。
而根据日军在中国战场的经验，三个日本兵足以抵挡十七八个训练和装备都很糟糕的中国兵。
荒木中尉带着两名部下搜索前进，大概觉得是给够了中国侦察兵的面子。
　　不幸的是，这个经验，从这一天起在缅北战场不再适用。
更糟糕的是荒木摸索的方向，正是潘德辉所在的位置。
由于植被和地形的原因，中国兵看得见他，他却看不到中国兵。
于是，本文开头的一幕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荒木当时怎样行动并非出自日方的记载。
虽然有少数日军从这次战斗中脱身，但他们大多在此后的一连串恶战中丧生，我们没能在日本方面找
到新平洋遭遇战的详细经过。
荒木的行动，是根据中国方面的记录推理出来的。
　　张映秀是此战中最先开枪的中国士兵之一。
这个1942年随着新38师师长孙立人翻越阿拉干山到达印度的广东老兵命硬得很，活过了战争也活过
了&ldquo;文革&rdquo;，还能在20世纪80年代当地政协整理文史资料时口述当时的情景。
人们惊奇地发现，并不大会写字的张映秀却认识不少英文单词！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
！
当时在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一军中，很多老兵都有能跟美国兵聊大天的英语水平。
英语这玩意儿又不是豺狼虎豹，学会它不算新鲜事儿。
我曾经采访过的一位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老兵，并没有多高的文化，却也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几十年
后一张口就是：&ldquo;Give up your arms， you won抰 be killed&hellip;&rdquo;（缴枪不杀）　　汤姆式
冲锋枪的扫射曾在德国打得精锐的党卫军落花流水，这种优秀的武器在缅甸的丛林中同样威风八面。
张映秀回忆，战斗一开始，中国兵密集的子弹当场击毙了一个突出阵前的日本中尉。
荒木与一是这次战斗中被打死的唯一日军中尉级军官，所以我们大致可以认定，这个被击毙的&ldquo;
一杠两花&rdquo;的日本军官就是他。
几十年后，中国远征军新一军的老兵回忆，在击毙的敌军中，曾寻获&ldquo;荒木中尉&rdquo;
和&ldquo;山下大尉&rdquo;的证件。
　　这个记载与日军自己的记录有点儿不同，日军记载此战中被击毙的最高指挥官是荒木，所
谓&ldquo;山下大尉&rdquo;，应该指的是日军那嘎特工队的山下弘大尉。
此人在当晚对中国远征军的夜袭中被击毙，估计是中国兵把两次战斗的战果混为一谈了。
　　看来，荒木是一个身先士卒的侦察员，却不是一个好的指挥官。
他被击毙的直接后果是，一开战日军第18师团搜索队就失去了统一的指挥，面对中国军队出乎意料的
凶猛火力只能各自为战，无法作出统一的应变。
中国军队的蛇形阵从三面包围了还没有展开战斗队形的日本兵。
　　猝不及防的日军伤亡惨重，他们的反击却显得软弱无力&mdash;&mdash;日本兵的三八式步枪打出
一发子弹的时间，中国兵的汤姆式冲锋枪足够打出十发。
　　让日本兵惊讶的是，面对软弱无力的反击，中国兵的勇气却好像差一点，他们并没有乘胜猛冲上
来，而是一遭到反击立即后退。
　　不等日本兵庆幸，中国军队密集的迫击炮弹就落在了他们的头上。
面对这些头戴英国钢盔，手持美国冲锋枪，却打着中国绑腿的对手，日本兵显然感觉会有些怪。
然而他们很快发现，在如此近距离又没有工事掩护的情况下，中国人的迫击炮弹几乎弹弹咬肉，而中
国兵的炮弹似乎是无限的，一打起来就是一个钟头。
　　等炮击结束，趴在地上的日本兵，已经没有几个能站起来了。
此时，新38师112团的一个连也前来参战，200名日本兵的最后命运就此决定。
　　这实在是一个不平等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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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战斗的后果是中国兵顺势冲向山下的新平洋镇，镇子里少数日军猝不及防，在深泻大尉带领下放
弃兵营，匆忙向山林中逃避。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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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次让日本人在亚洲蒙羞的&ldquo;玉碎战&rdquo;；　　一段被台湾当局封杀三十年的历史；　
　一部中国人回家的故事。
　　著名军史作家、旅日学者萨苏 ， 首度在《突破缅北的鹰》一书中揭秘中国抗战&ldquo;天下第一
军&rdquo;！
　　比大片还震撼的战史巨制，尽在《突破缅北的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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