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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2 月 28 日，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为编写《桂军与淞沪抗战》，派馆员到

柳州市档案馆查阅廖磊率第七军、第四十八军北上抗日的史料。通过这次查阅，让抗

战时期的廖磊，再现在今人面前。

　　1939 年 10 月 12 日，廖磊的日记

上记着：

　　晴。刘科长检查余之血压，竟高

至 152-174，比去年更高，血管已经

硬化，最易犯血冲至脑，而至昏迷，

颇可惧也！

　　谁能料到，这则日记竟成了廖磊

的绝笔。

　　49 岁，是男人正当壮年的季节，

何况抗战正酣，廖磊至死都在惦记着

抗战：“我不行了，希望你们努力抗战，

莫让日寇窜进大别山。”没有对妻子

的交代，临终遗言竟然是这样一句话，

这是一种摒弃了民族内部矛盾、希望

祖国齐心抵御外敌的军人气节。

一缕英魂
——记抗战中的桂系第七军军长廖磊

□刘丽虹

↑第七军军长廖磊像。（摘自《七军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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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磊及所率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是桂系的擎天柱，素有“钢七军”之称，也是当

时桂系与蒋介石及国共两党争天下的工具，可面临着国难当头，正如廖磊他在病中清

醒时的遗言：“吾乃军人，治军久矣。抗战以来，一心杀敌报国，别无他念。”

　　《中国的战歌》中史沫特莱对廖磊的第一个印象是：除了一身朴素的军服，他更

像个古罗马元老院的执政官，高贵、温文有礼而又毫不夸张。

　　那是外国人看廖磊，可在中国人看来，廖磊的出身并不高贵。

　　1890 年 2 月 20 日，廖磊出生在广西陆川清湖乡一个贫穷的农家，仅读过 3 年私塾。

辍学后考入桂林陆军小学，1911 年毕业后升入湖北陆军第三中学，1914 年毕业升入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二期就读，1916 年在保定军校毕业后，到湖南唐生智部服役，

时年 27 岁。廖磊刚到唐部只是个连副，10 年后，逐级晋升为营长、团长、师长、军

长。1927 年夏天，宁汉分裂，武汉方面的唐生智被南京方面的李宗仁、白崇禧打败，

唐部向李、白投降，廖也随之归顺李、白，升任第三十六军军长。1928 年 4 月到广

西整编部队后参加北伐。1929 年蒋桂战争时，因救白崇禧有功受到李、白重用，被

晋升为名噪一时的“钢七军”军长，后在 1931 年 10 月 25 日移防柳州。

　　柳州人认识廖磊，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从 1931 年 10 月到 1937 年 11 月参加淞沪抗战，再到 1938 年 10 月率部北上建立

大别山根据地，“钢七军”在柳州的 7 年时间里，廖磊除了建好中山东路上的廖磊公

馆（今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柳侯公园里的北伐阵亡将士纪念塔及立鱼峰上的钢

军亭外，还在柳州开展大规模的抗战宣传。

　　第七军入驻柳州时，正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地处边远南疆的柳州，

对于日军入侵，好像与自己关联不大，根本不担心日军会打到广西山区。故当时的抗

日救亡运动还只在学校师生中进行，市民对日本军侵华产生的危机认识不足，大多置

身事外消极观望。廖磊感到，有必要采取相关的行动，来提高柳州市民的抗日救亡意识。

　　1931 年 10 月下旬，廖磊的部队进入柳州，立即召开有各机关、团体、学校负责

人参加联席会议，要求所有单位“立即行动起来，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抗日宣传，

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时刻听从国家召唤，奔赴疆场杀敌”。会后第三天他

亲自给柳州各单位职员及驻军军官作题为“倭奴亡我之心不死”的报告，号召“不忍

坐视亡国，不甘沦为亡国奴”的国人，“誓同心一致，与日寇血战到底”。为了提高

抗日宣传质量，他还多次到县通俗教育演讲所，指导演讲员拟定上街下乡演讲的题目

和内容。其夫人胡慧，也和大家一起走上街头，开展抗日宣传，并成立了“柳江妇女

抗日后援会”，为全民抗日而努力。同时，第七军还招募学生进行培训，组成了广西

学生军，为桂系部队提供了抗战后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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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廖磊升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率第七军、第四十八

军北上抗日。

　　廖磊把湖南籍妻子及家人安顿在柳州，为的是更能安心抗日。他还带走了妻弟胡

祥，留下了妻子与弟媳在柳州度过了 8 年抗战。

　　1937 年 8 月 13 日至 11 月 12 日的淞沪会战，日军投入兵力约 30 万人，中国参

战部队约 70 万人。中国军队奋勇抗击，毙伤日军 5 万余人，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有

力地粉碎了日军 3 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在淞沪战役中，廖磊率部在陈家行、蕴藻滨、

大场等地奋勇抗战。

　　当淞沪抗战取得胜利之时，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一

时间，柳州的抗日救亡运动由高潮跌入了低谷。面对如此局面，廖磊在一次军政联席

会上，号召大家“牢记国难情势，勿悲观，勿气馁，勿上当，用卧薪尝胆精神雪国耻，

将抗日救亡这把火再烧旺起来”，还发动部下开展“联络军民感情，扩大抗日宣传”

的大型游艺晚会，演出话剧《民族之生路》、桂剧《侵略者的末路》以及粤剧清唱，

重新鼓起了民众的斗志。在驻军的带动下，柳州的抗日救亡活动又蓬勃开展起来。

　　1938 年春，廖磊率部渡江北上，据淮为守，驻节合肥。他多次派部队向皖东出

击日寇，使皖中、皖西的局势得到稳定。

　　台儿庄战役是李宗仁亲自部署的一场激烈抗战，廖磊部队作为桂系的主力，在其

中的配合作用尤其关键。

　　1937 年 12 月 13 日南京失陷后，日军派出 3 个师团沿津浦铁路北上，企图与南

下的日军合击徐州。廖磊奉命率第七军、第四十八军在津浦路南段逐次抵抗，在友军

的支援下迫使敌军滞留于淮河南岸达 3 个月之久，让李宗仁、白崇禧能够赢得时间调

集优势兵力，取得了歼敌 1 万余人的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战役后，日军按照原定意图，加紧部署进攻徐州，1938 年 5 月 7 日，日

军绕道进袭蒙城。廖磊所部守军第一七二师副师长周元，奉廖磊命令率领一个团展开

激烈抵抗，与日寇鏖战三昼夜，最后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殉国。为避免与敌人在不

利的情况下作战，保存实力，第五战区司令部下令主力向徐州西南撤退。廖磊奉命率

部保卫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安全撤出徐州，抵达阜阳。

　　在武汉保卫战中，廖部奉命以大别山为依托，在黄梅、广济地区构筑工事，顽强

抗敌，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使其不能越过一步。

　　1938 年 7 月 7 日正是七七事变 1 周年，廖磊在日记上感叹：

　　抗战已一年，只以军队装备太差，民众无组织训练，虽云全面抗战，实只军队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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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故牺牲大，失地多。今寇大举侵扰武汉，已陷马当……

　　1938 年 9 月，李宗仁曾召集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和廖磊等商讨在大别山

开展游击战争问题。当时大别山孤悬敌后，正像一位民主人士形容的那样：“淮泗之

间，敌蹄纵横。大江南北，满目哀鸿。” 坚守大别山，无后方依托，无粮饷弹药供应，

且距日伪统治中心南京很近，危机四伏，困难重重。会上李品仙默不作声，廖磊慨然

允诺愿留大别山打游击。李宗仁遂拍板，通过国民党中央政府任命廖磊以第二十一集

团军总司令的身份，兼任鄂豫皖边区游击总指挥、安徽省政府主席、省保安司令等职。

统归廖磊指挥的有第二十一集团军所辖第七军、第四十八军、第八十四军和省内的地

方武装。1938 年 10 月 22 日，廖磊抵达立煌（今金寨县）正式就职。

　　廖磊从就职到去世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这却是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到战略相

持阶段的重要时期，也是廖磊从无到有创建大别山抗日根据地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

廖磊继续动员广大民众投入抗日战争。李宗仁当时的思路是，只有把广大群众动员起

来，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抗日战争才有坚实的基础，才能保住安徽这块来之不易

的地盘。

　　至 1939 年 5 月，廖磊按照李宗仁的意图，组织了从省到县的各级动员委员会工

作团 107 个，团员 2400 余人，组织外围的抗日团体另有 40 余万人，广泛开展了包括

参军、支前、捐献、宣传等工作。有些接敌地区一个县在 24 小时之内就能集中数千

副担架，投入运输战斗，群众动员的规模和作用都大大超过初建时期。在此期间，廖

磊还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有着良好的携手合作。

　　1939 年 10 月 23 日，廖磊因突发脑溢血病逝于立煌。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朱德、

叶剑英、彭德怀送去挽联，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张云逸、戴季英、罗炳辉、彭

雪枫等发了唁电，表达对这位爱国将领的深切悼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