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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孤胆，投靠“日军”

敌军“追剿队”追至谭家桥
1934年，红十九师突破敌军围追堵截，与红十军团部及

二十师在黄山南大门汤口会师。12月11日，蒋介石急忙调整

部署，除在浙西、赣东和皖南加强堵截外，另编组“追剿队”，

企图以南北夹击，将红军围歼于黄山地区。

12月13日，红军先遣队一部翻越黄山，到达谭家桥。

谭家桥，地处太(平)旌(德)歙(县)3县交界，自古扼守徽

(州)宁(国)两府交通要道，正在修筑的大岩公路自北而南穿

境而过。

先遣队进驻谭家桥时，敌军正分3路尾追而来，中路之

敌由俞济时率领，已孤军突进至汤口。该敌是蒋介石嫡系部

队，共3个团，外加浙江保安纵队第三团1个营，装备精良。

先遣队2个师，兵力与敌相当，但枪械弹药不足，予敌迎头痛

击把握不大。红十军团首长决定利用乌泥关至谭家桥公路

两侧有利地形，以伏击手段，争取歼灭该敌大部。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2011年 7 月12 日上午

10 时整在 7+1宝岛商务酒店（合肥市梅山路60
号，梅山饭店西侧100米）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
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C）长丰县双凤工业区凤麟
路23号合肥市义丰食品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
及地上房产、附属设施。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5496.80平方米，房产建筑面积共计3860.23平
方米，拍卖参考价：568万元。

二、标的展示、登记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
拍卖会前一日止

三、标的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四、注意事项：有意竞买者，请持有效证件

来我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并缴纳 60万元（人
民币）竞买保证金至我司帐户（拍卖会前一天17
时到账为准）。如竞买不成功，保证金于会后 3
个工作日内退还（不计息）。

五、公司地址：合肥市官亭路140号旺城大
厦1703室

六、联系电话：0551-5144808
13505605666 13965022388

安徽皖华拍卖有限公司
2011年 6 月29日

弹指间，40年过去了。1978年5月，在安徽省军区副司

令员刘奎的陪同下，时任中央军委常委、已届古稀之年的粟

裕第三次来到谭家桥。

回京后，他对夫人楚青口授遗嘱，希望身后部分骨灰撒

在谭家桥，与昔日战友在一起。

1984年2月5日，粟裕病逝于北京。中央领导决定尊重

他的意愿。4月28日，粟裕的部分骨灰葬于谭家桥。 1986

年春，黄山区人民政府拨专款在此修筑了花岗岩墓丘，并竖

起了“粟裕将军骨灰墓”墓碑。

抗日先遣队血战谭家桥
粟裕大将部分骨灰安葬在谭家桥

章尚武告诉记者，1941年，在他4岁不到的时候，因为受到

父亲的牵连，和母亲、奶奶一起被当时的日本侵略军抓进牢房。

后来，很多人把他的童年经历比作《红岩》中的“小萝卜头”。

章尚武记忆中最深的一幕：由于在去南京途中被国民

党特务发觉，父亲被捕，被关进了无为县土桥监狱，在父亲即

将被杀害的前夕，当时11岁的章尚武在一位60多岁的查大

妈带领下，化装成一个卖烟小贩混进了监狱，见到父亲最后

一面。章尚武清晰地记得父亲让他带话给爷爷说：“告诉爷

爷我不是黑头鬼子（当时爷爷一直恨父亲曾当过日伪军），我

是一名共产党人，我在1942年就入党了。”

新战士不慎走火
12月14日凌晨1时，先遣队各部进入阵地。6时，敌俞济

时部从汤口出动，向谭家桥方向进逼。

上午9时许，敌前卫部队进抵距谭家桥约3公里处。因红军

一新战士不慎走火，受惊的敌军立即停止前进，迅速以1个营占领

乌泥关东南一带高地，其余在公路两侧展开，并将情况飞报旅部。

俞济时得悉前卫遭伏击，急令补充第一旅第三团抢占蛇

形山西南端高地，同时以第一团占领乌泥关地域策应。敌第

三团以1个营固守蛇形山高地，紧靠第二团战斗；另派1个营

从黄狮坦附近爬上石门岗中间的山脊，包抄过来，夺去红十

九师仅有1个连把守的石门岗制高点。同时，布守公路两侧

的敌前卫部队，在其第一团、第三团掩护下，集中迫击炮、机

关枪火力，向战斗力较弱的红二十师发起猛攻。红二十师将

士坚守阵地，奋勇反击，但因新战士多，不善于正规作战，十

九师又不及增援，阵地最终被敌冲垮。

血战8小时伤亡近千人
先遣队处境险恶，但全军将士勇往直前，前赴后继，生死

无畏。为夺回石门岗制高点，红军接连向敌人发起4次冲

锋。枪械弹药不足，红军便吹起冲锋号，端起长枪刺刀，抡着

大刀，强渡麻川河，冲向石门岗，与敌短兵相接，展开激烈肉

搏，当场击毙敌军100多人，缴获枪支40余件。但终因敌众

我寡，阵地未能夺回。

拉锯战、消耗战一直持续到下午5时。连续血战8个多

小时，使先遣队付出了惨重代价，战士伤亡近1000人。

将军骨灰陪伴战友英魂

章家元：一身孤胆，卧底“日军”
章尚武讲述父亲的“红色特工”革命历程

胡丹丹 记者 赵汗青 王小雨 李青松 文/图

铜陵革命烈士章家元一身孤胆两次卧底敌

军，掩护我军南来北往，在皖南事变中护送了大

批突围出来的同志，稳固了革命根据地。

1938年日军直逼铜陵，章家元参加了桐东游击队。

1940年冬，章家元同志奉命于危难之时，深入虎穴，来到

铜陵县“投靠”日军，当上了日伪“老洲兴亚自卫队”队长，改

名章启斌。

为获取敌军情报，购买、运送军用物资和武器弹药，掩护

我军政人员的南来北往，章启斌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

难与敌周旋。特别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护送从

事变中突围出来的同志一批批奔赴江北。事后，被敌察觉引

起怀疑，他立即率领亲信士兵30多人，带枪奔往驻无为县境

内的新四军七师 55

团。

日伪军杀气腾腾

地“搜索”和“清查”。

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

将其堂弟章家好逮到

县城杀害；同时又疯狂地去章家洲，将章的白发老母、妻子汪

牡丹和4岁的小儿子章尚武一家老小三代捉到铜陵县城关

押达半年之久，直到章启斌第二次“投敌”，才予获释。

二次“投敌”，担任大队长
因为革命的需要，章启斌要再次“投敌”，他疏通日军翻

译官谢瑞生向驻铜日军联队长大寺敏大佐诉说：“章启斌一时

糊涂，听说有人诬告他通新四军，怕皇军不信任他，要给处分，

才拉走队伍的，并非真心去投共的。”“皇军把他的老母亲、妻子、

儿子带来，并没有杀他们，他已感激不尽，皇军要他回来，他就

回来了，愿为皇军效劳……”经过一番游说，日军头目同意章来

见面，并允许章再到老洲组织“兴亚自卫队”并担任大队长。

在敌人内部，章启斌巧与周旋，里应外合，有利地配合了革

命。不幸的是，他后来被国民党抓住，1948年10月20日上午，

章家元在无为县城北门外新河口刑场被国民党刽子手杀害。

最后一面，告诉儿子他是共产党

章尚武手捧父亲遗像

陈志远 记者 陈明 张火旺 文/图

粟裕，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大将之首，素有“常

胜将军”之誉。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早在 70 多年

前，粟裕就与黄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4年12月，黄山东麓的谭家桥成了以粟裕为

参谋长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将士浴血

奋战的战场。对粟裕而言，那是一场惨烈异常的战

斗，他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以至于在自己生命之火

即将熄灭之际，仍留下遗嘱将自己的骨灰葬在那

里，永远陪伴牺牲在那里的战友。

粟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