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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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市廖慧麟老人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获得一页民国时期的《死亡官兵调查表》

复印件，上面有参加淞沪抗战时柳籍牺牲军人的名单。

　　1936 年出生的廖慧麟老人，自 1 岁多就没有再见过自己的父亲，因为父亲在

1937 年跟随廖磊的“钢七军”走上了淞沪抗战前线，再也没有回来。

　　从母亲不完整的叙述中，廖慧麟老人知道有父亲的存在，他印象最深是母亲所说

的在民国柳州政府领取父亲抚恤金的往事。其他的，廖慧麟老人则是在高祖父廖鸿涛

的墓碑上和族谱里了解到的。

　　在鹿寨县雒容镇龙屯村右侧岭上的一个荒芜地，有一座立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的“皇清诰封振威将军显考廖公讳鸿涛字松亭府君之墓”。廖慧麟老人在墓碑上

见到了爷爷的名字“廖仕健”。对照族谱，他由此了解到父亲是廖鸿涛的曾孙，自己

则是廖鸿涛的玄孙。高祖父的“振威将军”头衔，是因为高祖父的弟弟廖鸿清建立军

功，被满清皇朝授封“振威将军”而获诰封上下三代所得。廖慧麟老人的曾祖父廖万

源也因此诰封六品军功。

　　族谱上，与父亲廖嵩和自己有关的一段话是：“二十二世锦春（金顺），字嵩，

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年二月初七日巳时。妻杨氏，生二子：敏麟、慧麟。廖嵩于

民国二十六年随民国第七军参加淞沪抗战，阵亡。”

　　父亲廖嵩何时阵亡？在什么地方阵亡？直到廖慧麟从位于南京市的中国第二历史

档案馆查到了民国政府所制的父亲阵亡抚恤档案，才解了老人数十年的心中之惑。

档案中的《死亡官兵调查表》中显示：廖嵩为第七军第一七○师第一○一六团一连中

尉连附，籍贯广西雒容，阵亡地点是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吴兴为湖州市的古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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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原因是抗战阵亡，并注明：父仕健，母仇氏，妻杨氏，子敏麟、慧麟。申请抚恤

的将官为前第五路军总司令李宗仁，由当时的民国行政院院长蒋中正于民国二十九年

（1940 年）四月二日签发同意给恤。

　　《死亡官兵调查表》还有两位一同在淞沪抗战阵亡的柳州人，一位是柳江县的前

五路军总司令部中校副官王吕钊（阵亡地点为安徽滁州），一位是柳州的第七军一七

○师一○一五团九连少尉连附吴桂森（阵亡地点为上海蕴藻滨）。我市参加淞沪抗战

老兵梁天恩老人的哥哥梁炳恩（邕宁人，阵亡地点为上海蕴藻滨）也在调查表中，其

职务为第七军一七○师一○一五团少校团附。

　　这些阵亡的柳州兵，正是廖磊当年从柳州征兵参加淞沪抗战的部分官兵。他们把

热血撒在了故乡外的抗战前线，至今不知魂归何处。据参加淞沪会战的梁天恩老人说，

当时战斗很激烈，牺牲的桂军太多了，遗体堆得被当作掩体用。因战事急，撤退时根

本来不及掩埋阵亡的官兵。

　　抗战开始时，广西是全国出兵最多最快的省份之一。抗战期间，广西出兵 88 万人，

平均每 100 人中有 5.8 人出征，按当时人口比例广西排在全国的前列。桂军英勇作战

赢得了世人的好评：“彼等之勇敢，组织之良好， 军事技术之优越，及持久耐战。”

←死亡官兵调查
表。（南京第二
历史档案馆馆藏
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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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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淞沪会战中，桂军第二十一集团军顽强坚守，勇猛冲杀，给敌人以重大创

伤，自身也伤亡 2 万多人。

　　淞沪会战的吴兴阻击战中，上海大军向内地撤退之际，统帅部命令桂军时任第七

军军长周祖晃率第一七○师、第一七二师从徐州乘火车南下集结于武进，然后火速转

赴吴兴阻止敌人第六师团西进，掩护我大军后撤。两师于 1937 年 11 月 15 日抵达吴

兴，17 日与西进之敌 2 万余人在南浔镇附近遭遇，即展开激烈战斗。因为力量单薄，

挡不住敌人的进攻，被迫退守升山市。21 日，敌集结重兵猛攻升山市。第一七○师

副师长夏国璋亲自督师与敌争夺西山，壮烈牺牲。升山市当日失守，桂军退入吴兴城。

24 日，桂军受敌重兵进攻，被迫再退，第一七○师上校团长韦健森殿后掩护，中弹殉国。

桂军退到朱家巷一线阵地，决心死守朱家巷一线，以保证上海大军从 50 里外的泗安

完全通过。25 日，敌人空军、步兵一齐出动，向桂军阵地猛扑。桂军以血肉之躯抵挡，

到晚上被迫向泗安撤退。次日到泗安收集残部，第一七○师 4 个团只剩下 1 个半团，

第一七二师也只余 1 个团 2 个营。这时大军已过泗安，桂军遂奉令转移。此战桂军参

战官兵 2.39 万人，阵亡达 9700 多人。

　　廖嵩即在吴兴阻击战中阵亡。

　　廖慧麟老人有个心愿，就是在有生之年到父亲当年阵亡的地方看看，掬一捧父亲

牺牲地的黄土回柳葬于母亲墓中，让先辈的英灵魂归故里，并寄托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