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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炉忆旧

　　据相关史料记载，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自 1938 年 1 月 10 日起，先后出

动飞机791架次，对柳州轰炸69次，炸死、炸伤市民1300余人，炸毁房屋4500余间，

炸沉大小船只 20 余艘，炸毁飞机 102 架。

日军轰炸柳州的两处目标偏差

□刘丽虹

←柳州市古代城
廓图。（摘自《柳
州军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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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钩浮影——档案与民国柳州

　　在这 69 次轰炸中，以做过电工的龙祖昌师傅所见，日军轰炸是依据所制的柳州

地图，并有两次明显的目标偏差。

　　清代康熙、雍正年间，有总督、守道、知府、知县曾先后主持或协同参与修葺柳

州城。清乾隆三年至五十四年（1738 ～ 1789 年）共重修 4 次。道光三十年（1850 年）

重修，并在明末已废弃的外城东西两头江边兴筑炮台。依据 1935 年绘制的《柳州市

古代城廓图》，东炮台位于牛皮厂码头。因为这个炮台的存在，1922 年以前，现友

谊路西面一带曾叫旱炮台、水炮台、炮台河。

　　柳州解放初期，就在东炮台所在旁不远处有一个直径 20 米的大坑，这个大坑是

怎样形成的呢？

　　龙祖昌师傅 1949 年出生，在上小学之后，经常到炮台河一带游玩。他曾仔细观

察过古炮台，发现炮台的底座由卵石砌成，砌炮台的黏合材料，应该是石灰窑灰加桐

油再加白膏泥，古炮台经长年水冲雨打仍然坚固如初。古炮台没有被炸过的痕迹，但

其旁边 20 米宽直径的大坑，以龙师傅的计算，是约 1000 磅重的炸弹所炸才形成的。

这样重磅级的炸弹，也只有日军轰炸柳州时才有过。

　　在东门城楼下原印刷厂旁边的钟家老宅墙上，有着近 10 厘米的圆形洞眼，是谁

在六七米的墙上打洞呢？

　　钟家老屋大门两边有对联：“侨归吾父建家园，百年古屋弹眼存。”龙祖昌师傅

的家正对钟家老宅，他懂事起就知道这栋房子抗战时期曾遭日寇轰炸，半边被毁，老

→当年日军机枪
扫射东门钟家老
屋留下的弹孔。
（刘丽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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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的砖墙上至今仍留有不少弹孔，都是当年日军机枪留下的。距钟家老宅不远处是民

国时期的柳州电话局，如今已修复一新。

　　民国初年，柳州就有军、政、商自办电话。1926 年春，柳庆电话总处成立，设

在东门城楼。1928 年，将原来东门城楼下的戏台拆掉改建电话局机房大楼。1947 年，

中共广西地下党将其作为编辑和印刷《广西日报》柳州版的地点。然而，这样的一个

通讯枢纽，抗战时期却没有被日军轰炸掉。

　　抗战时期，柳州古炮台和柳州电话局照理是标注在日军所制的柳州地图上，而日

军轰炸也是依据所制的军用地图制定轰炸军事目标。以龙师傅的估计，日军将柳州古

炮台和柳州电话局，一个当成了军事要塞，一个是列为通讯枢纽，自然都是轰炸的目

标，可这两处目标没有被炸掉，而在近处留下了轰炸的痕迹，应是目标偏差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