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时期名人访洛

▲

核心提示

□记者 余子愚

抗战时期，第
五战区司令长官
李宗仁曾先后两
次来洛，第一次是
1940 年 ，第 二 次
是 1942 年年初。
李宗仁的两次洛
阳之行，虽然停留
时间短暂，但是给
人们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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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来洛，坚信抗战前途十分乐观

徐州会战后，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驻节老河口

1938年，日寇侵占中国北
方，徐州会战爆发。其中，1938
年4月的台儿庄战役（又称台儿
庄大捷）是国民党自抗战以来
在正面战场取得的最大一次胜
利，它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
张气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
战信心。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指挥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战役

的胜利，为徐州会战赢得辉煌
战绩。

据原国民党第五战区中将
高参、上海市政协委员张寿龄
回忆，1938年春，国民党第五战
区官兵在徐州会战中将日本侵
略军打败后，按照国家长期抗
战保存实力的策略，由徐州向
豫鄂地区进行战略转移，同时
有计划地与敌保持接触和阻击

敌军。国民党第五战区长官司
令部经潢川、浠水、宋埠、夏店、
樊城，于1939年秋驻节鄂西北
重镇老河口，一直到1945年年
初李宗仁调任汉中行营主任，
其间在老河口有6年之久。

老河口隶属襄阳市，位于
湖北省西北部，居汉水中游东
岸。此地北通陕、洛，西通巴
蜀，属于水陆交通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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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秋到1944年春，日本在太平洋战
场节节失利。为了挽救其灭亡的命运，日军制
订了《一号作战计划》，发动了旨在打通中国东
北到东南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其中，
以夺取行都洛阳为主要军事目标的河南战役，
是豫湘桂战役的第一阶段。1944年5月26日，
洛阳城陷入日寇之手。

李宗仁自1939年秋移师鄂西北重镇老河
口后，率第五战区官兵活跃在鄂、豫、皖地区，
破坏、袭击平汉铁路，钳制武汉三镇，屏蔽川陕
一带，与日军浴血奋战，保卫了豫南、鄂北大片
国土，粉碎了日军巩固华中、图霸西北的阴谋。

李宗仁在老河口6年，日军始终未能攻进
老河口。1945年1月，蒋介石调李宗仁为汉口
行营主任后，刘峙接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不
料，李宗仁离开老河口没几个月，日寇就占领
了老河口。

1945年1月29日，驻南京的日本派遣军总
部下达了老河口作战命令。从1945年3月22日
到3月26日，日军从郑州、洛阳、郾城一路直扑老
河口，选择第一战区与第五战区接合部的薄弱环
节，采取南北策应、中间偷袭的战术，发动老河口
战役。1945年4月8日，老河口沦陷。有学者认
为，老河口的沦陷标志着中原门户被打开。

此前，本报《城市档案》版曾推出“第一战
区司令长官眼中的洛阳保卫战”系列报道，其
中《蒋鼎文与汤恩伯，战场上唱起“对台戏”》
（详见本报2013年11月5日B04版）一文对第
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
之间的结怨有所披露。

在《李宗仁回忆录》中，李宗仁对蒋鼎文和
汤恩伯结怨有更细致的描述。据李宗仁回忆，
1942年，汤恩伯在叶县办了一所“大学”。开学
时，汤恩伯邀李宗仁前去训话。公务既毕，李宗
仁找了一个机会和他闲谈，开门见山地问道：

“我听说你和蒋长官（指蒋鼎文——记者注）的
关系闹到不能见面的程度，究竟是怎么回事？”

汤恩伯说：“蒋长官昏聩，受左右宵小包围，
对我歧视。”李宗仁说：“恩伯兄，论军界资历，蒋
长官是你老前辈；论私谊，他与你又都是委员长
（指蒋介石——记者注）的同乡。如你们二人尚
不能合作，你又能和谁合作呢？你和蒋长官之
间的摩擦，你纵无过，也是不对，何况你还不一
定无过呢！在这大敌当前的局势下，你们帅将
不和是多么危险的事呀！本来，你们第一战区
如闹糟了，我第五战区还可乘机表现一番，不过
就大局说，我希望你们不要闹意见。”

当时，汤恩伯听后大为感动，说：“那我就
到洛阳看蒋长官去！”

不久，李宗仁因事与蒋鼎文碰面，遂问及
此事。蒋鼎文说：“你指挥过汤恩伯，他的脾气
你还不知道？他眼睛长在头顶，哪瞧得起我们
司令长官？他常常去告‘御状’，委员长不知底
细，还常常打电话来申斥我呢！我一切都忍下
了，只为顾全大局。这个位子，我早就不想干
了。汤恩伯想当长官，让他去当好了。但是我
辞职，委员长又不准……”

在李宗仁眼里，汤恩伯是一个飞扬跋扈、
不守法度的人；再加上“最高当局”的纵容，汤
恩伯就益发不知天高地厚，终至中原鼎沸、一
败涂地而后已。

据《西工文史资料》记载，
抗战时期，李宗仁曾先后两次
来洛，第一次是1940年，第二
次是1942年年初。

1940年，李宗仁从湖北老
河口来洛，受到了第一战区长
官司令部和洛阳各界人士的热
烈欢迎。

李宗仁身着草黄色军服，
神采奕奕地步入第一战区司
令部的大厅，在大家的欢迎声
中，他十分热情地与大家握手
言欢。

坐定之后，李宗仁面对《行
都日报》《河洛日报》《河南民
报》《阵中日报》《河南民国日
报》等媒体记者，畅谈起抗战形
势和他的看法。李宗仁说：“我
们现在国共两党合作，全国上
下总动员。虽然敌人（日军）在
武器方面占绝对优势，但是我
们前方将士英勇杀敌，奋不顾
身，士气极为旺盛。我军既可
在前方打攻守战，又可在后方
展开游击战，沦陷区人民也能
乘机袭击敌人，使敌人进退维

谷。敌人每进一步，都要付出
巨大代价，已陷入欲罢不能的
困境。我们要坚持抗战到底，
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请大
家放心，抗战前途十分乐观，我
有坚定的信心。”

谈到这里，李宗仁爽朗地
笑了。

1942年年初，李宗仁偕于
学忠将军第二次来洛，第一战区
一位副司令长官和洛阳各界人
士等到车站迎接，李、于二人在
洛停留不久，即离洛返回防地。

抗战爆发后，随着豫北、豫
东、豫南相继沦陷，国民政府在
河南的政治、军事重心完全转
移到了洛阳。1938年6月，国
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由郑
州迁至洛阳，河南省政府也于7

月由南阳迁到洛阳。
从1932年国民政府迁都

洛阳开始，洛阳就进入了日本
侵略者的视野。1940年，日机
大规模空袭洛阳就有3次。

资料显示，在抗战相持阶

段，国民党第一战区辖区为河
南、安徽两省北部，第五战区辖
区为安徽省西部、河北省北部、
河南省南部。

由于辖区相接，第五战区
与第一战区互为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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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进攻豫西及老河口，
洛阳及老河口先后沦陷

李宗仁见证蒋鼎文与汤恩伯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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