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版
组稿：徐功频 责任编辑：柯常智

E-mail:xncyxw@163.com

2015年9月2日 星期三

热线电话：0715-3383399·崇阳周刊 特别报道

1937年10月，灾难深重的祖国在
哭泣。饱受战争蹂躏的崇阳满目疮
痍，自 1938年 11月 3日，日军轰开南
门进驻崇阳以来，盘踞快一年了，此
时，虽是收割的季节，战争的气氛却
越来越浓。

有“战神”之称的国军一级上将
薛岳眉峰紧皱，站在军用地图前，盯
着大沙坪这个小小的地方已经一天
一夜了，他的脑子总象一架沉重的难
以启动的飞机，在盘旋着：他已接着
老爷子的命令，展开冬季攻势，为第
二次长沙大会战扫除障碍，虽说“将
军百战身先死”，为了祖国，薛岳和他
的将士们一样，早就置生死于度外，
但“夫战，险地也”。涉及到太多的流
血与牺牲，他不是当年的赵刮，只懂
纸上谈兵，他爱他的士兵正如爱他的
祖国，战前，必须作好部署。

那么大沙坪是一块怎样的土地
呢？大沙坪位于县城西南部，东距崇
阳县城 30 公里，西距通城县城 20 公
里。距长沙里，距武汉离。隽水自幕
阜发端，浩浩荡荡，中间瘀积出一大
沙洲，大沙坪合面街就建在大沙洲
上。南临隽水，北依东关，东顶桃园
岭，北达田家咀，交通发达，商贸繁
荣，历来为商贾云集之地，若在太平
年月，大沙坪是安居乐业的富庶乐
土，但战争年代，却又成为兵家必争
之地，唐末黄巢义军曾筑古城墙于白
沙岭，太平军在高庄村与清军大战。

知已知彼，百战不殆，薛岳知道，
第一次长沙大会战失败后，进攻湘北
的日军回窜长江南岸的鄂南占领区，
并以 11军最精锐的 6师团坚守崇阳、
通城，以36旅团45联队驻守重要据点
大沙坪。而6师团的指挥长就是指挥
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冈村宁次。老
对手了，想到这里，人到中年的薛岳
已是咬牙切齿，气愤难平。

欲取通城，必先取大沙坪。薛岳
下了作战的决心，决定调集 15、27集
团军9个师正面攻击。

此时是 1939年 10月 7日的早晨，
晨霜初降，一轮红日正争破云层，喷
薄而出。

第一次大沙坪围攻战

1939年12月12日拂晓，98师向大
沙坪挺进。13日中午，79军军长夏楚
中部署 98师步兵指挥官朱志席少将
率 292、293团及师迫炮营两个连正面
强攻大沙坪，并以 140 师 837 团配置
98师。98师师长王甲本以837团西侧
进击，292团与 293团担负正面突破，
294团与补充团为预备队。

12月 15日拂晓，98师 292团向田
家岭、田家嘴高地攻击前进，与日军
争夺制高点，292团 1营冲入大沙坪
街市，遭日军阵地交叉射击，伤亡惨
重。下午 4时，日军投入千余人袭东
关，被293团1营击退。

16日拂晓，98师292团与293团1
营由田家嘴北向出击，遭日军发射毒
气弹阻扰。中午，292团力克田家岭，
并击退敌多次反攻，在大沙坪前站稳
脚。

16 日 11 时，薛岳令 77 师于乌龟
石南进，会攻大沙坪。此时140师835
团已与 292团取得联络，并占领西侧
徐家、崇南亭一线，夹击之势渐成。12
月17日，日军大举反攻田家岭，292团
伤亡官兵百余人，18日中午放弃田家
岭。

18日深夜，薛岳电令关麟征：140
师与 98师各一部应于 19日前攻占大

沙坪，其有功官兵论功行赏，如徘徊
不前进攻不力而有误战机者按军法
议处。关麟征接电文后，立即转给夏
楚中。此时 98师困于大沙坪外侧高
地间，向前突进则必遭日军据点多面
射击。夏楚中寄望于 98 师与 140 师
837团、77师 230团同时多面挺进，并
特别指示王甲本遴选敢死队潜入敌
后，俟机响应。

12月19日，98师王甲本集中所有
迫炮掩护293团3营攻击胡家祠据点，
3营猛力冲进胡家祠，但遭相邻敌据
点侧射立足不住，只好退出。19日晚
间 8时，79军得知日军原驻崇阳方面
的23联队主力已经转往大沙坪，王甲
本急令构建预备阵地，以防日军反
攻。

12月20日午夜，夏楚中集中所在
5个团全力向大沙坪中心攻击。1时，
837团的 1连、3连由徐家渡过隽水冲
进大沙坪，驱散日军位于河堤的警戒
部队后，开始破坏河堤障碍，希望能
为大军清出通道。在碉堡里的日军
与田家嘴方向日军两面夹射下，伤亡
惨重。1营于是转向冲上田家嘴，击
退日守军。98师 292团 1连再度冲入
大沙坪街市口，又遭日军夹射，被迫
退出。2 连误入地雷区，阵亡众多。
292团主力冲锋攻上田家岭，遭到日
军多面侧射，牺牲甚为惨烈。293团3
营在胡祠方面的攻击更为凄惨，9连
在攻击中全连覆没。

12月20日，杨森总司令电令第77
师以主力协攻大沙坪。师长柳际明
接到电令之后将231团投入作战。20
日拂晓，230团向桃源岭西南高地据
点攻击，连占土堡 3个，日军 3次组织
反攻，均遭击退。231团1营一举冲到
大沙坪主阵地，日军凭借据点三面包
夹射击，1营死伤惨重。下午6点，231
团与 230团攻进大沙坪街市约 300公
尺处，231团前卫营一度突入大沙坪
街市，均在日军优势火力猛射下无法
再行推进。

12月 21日，140师师长李棠严令
837团团长徐定远务必克复大沙坪。
柳际明再将 231 团投入大沙坪围攻
战。徐定远与77师第231团团长刘士
伟协商，集中所有的迫炮与 77师的 1
门平射炮轰击徐家东北高地，为进攻
部队扫除障碍，再以 3个连奋勇队冒
死猛冲，冲过敌碉堡间的狭窄正面占
领日军工事。21日下午 4时，两团集
中迫炮与1门平射炮一齐猛轰日军碉
堡，837团1、3连与21团7连战士跃出
阵地，挺身向日军碉堡冲锋。日军抵
挡不住，慌忙向核心阵地退逃。奋勇
队继续冲锋，在日军碉堡内优势火力
扫射下，第一批奋勇队全队牺牲。徐
团长马上挑第二批奋勇队再行冲锋，
在火网下再度伤亡全尽。231团刘团
长见攻击不利，部队伤亡惨重，振臂
高呼，亲自拉起部队向街市冲锋，硬
是用手榴弹将堡内日军轰毙，连续占
领两座土堡。但冲到第三座砖碉堡
前时，手榴弹轰炸已难奏效，碉堡前

官兵尸体横倒一地。
12月 22日，日 23联队逼近桂口、

石城后，兵分两路西进。夏楚中见两
面临敌劣势将成，暂停向大沙坪方面
攻击，另以77师及140师835团、79军
补2团面对桂口方向构筑阵地准备迎
战。98师则以 292团及 293团在田家
岭赶筑阵地，呼应77师。

12月23日晨8时，日23联队先遣
大队在杨家铺与 294团接战，困守大
沙坪的日45联队也大举出击，意图两
面包抄。夏楚中沉稳应战，以先击破
增援之敌为目的，使用294团与292团
主动逆袭，98师补充团掩护逆袭部队
侧翼，293团面对大沙坪警戒，严防日
45联队进犯。日 23联队在 98师及 77
师堵击下无法一举突入大沙坪，日 45
联队因遭凭险据守而无法整体推进，
两个联队只能各以零散之中队在山
区乱钻。24日拂晓，23联队 1个大队
乘晨雾弥漫之际钻隙冲进大沙坪。
夏楚中见日军合围之势已难阻遏，只
好放弃突击据点，将98师主力抽出调
赛公桥整休。

15师在桂口方面的索敌攻击，逐
屋逐据点争夺，异常惨烈。77师归建
73军后全力出击，与日军争夺据点工
事，将徘徊于桂口与大沙坪之间的日
23联队节节击退。日军集中火炮全
力炮轰15师与77师，山岭间的茅草被
引燃，烈焰冲天，73军仍奋勇推进，不
稍停顾。

薛岳得到73军战报之后，悲恸牺
牲之惨烈，再度电令不要在大沙坪、
桂口正面打硬仗，要争取机动歼灭。
部队奉令停止攻击，在桂口与大沙坪
之间选定制高点占领阵地。日 23联
队以半个大队约700人在炮兵掩护下
反袭 230团，被击退。23日夜间日军
退走，残留的 1个中队 200余人被 43
团与229团三面合围全歼。大沙坪方
面的日45联队也以两个中队约500人
进攻 231团，亦遭击退。第一次大沙
坪之围攻战至此结束。

第二次大沙坪围攻战

1939年12月25日，第一次大沙坪
围攻战结束后，薛岳电话命令军长彭
位仁改变布署，以15师与20军负责崇
阳、桂口方面战事，77师再度转用于
大沙坪攻势。彭位仁即督促 15师师
长汪之斌继续向桂口挺进。15师 44
团攻克石城湾外围的南山板据点后，
日军不断以小部队反击，15师陷入激
烈混战，进攻缓慢。77 师则向杨家
畈、崇南亭、乌龟嘴挺进，争取侧击日
45联队侧翼，策应大沙坪方向攻势。

12月26日夜，薛岳电话命令夏楚
中以 98师、82师再攻大沙坪，限 27日
午后完全占领。夏楚中以 98师主力
扫荡大沙坪外围据点，补充团攻沙
塘，294团攻铁柱港，292团攻鼓鸣山，
293团布署赛公桥为预备队。大沙坪
核心阵地则以新到的生力军82师492
团为主力，82师491团负责进攻桂口。

12月27日拂晓，汪之斌率部奋勇

推进，日军在桂口外围的游动兵力缩
回桂口。下午，45团冲进黄土岭敌阵
地带与敌争夺据点，43 团围攻白沙
岭。15师指挥的 229团在公路设伏，
伏袭了日军的一支汽车小分队，毁汽
车 4辆。82师主攻桂口的 491团一举
突破到桂口当面金城山北端，492团
攻占牛角尖，兵力完整的98师补充团
连克石矶头、虎形山及沙塘街据点。
140师835团攻占大獐山后，继续向铁
柱港挺进。

12月28日深夜2时，日23联队由
石城、桂口全力反扑，15师与229团全
线迎战。日军以炮兵掩护进攻麦窝
附近的43团及44团的接合部，汪之斌
督队努力抵抗，终于28日傍晚将日23
联队击退。43团继续向白沙岭日军
据点进击，抢占岭上日军土堡两座。
77 师 231 团此时再度占领桃源岭阵
地，日军多次组织反攻，均遭击退。29
日拂晓，229团迫近日石城湾阵地的布
防铁丝网带，因缺乏工兵作业，无法继
续推进。日军以大队级兵力反扑，遭
229团迎面击退。30日晨，15师主力回
到石城、桂口之间。77师调整布置，
229团由石城湾正面抽回，改向桂口方
向牵制攻击，231团继续在桃源岭与日
军激战，230团向崇南亭进攻。

12 月 28 日，薛岳在获悉 70 军如
期抵达大沙坪之后，立即将70军投入
石城、大沙坪间的攻击战。军长李觉
以3师向大沙坪、桂口之间攻击前进，
19师向石城前进。能征善战的 19师
开抵桂口大沙坪之间后，立即索敌攻
击。日 23联队以汽车运送半个大队
前往大沙坪，并以2辆战车掩护，19师
立予截击将其击退。

12月29日下午，98师补充团在激
战后力克铁柱港，歼敌 200余人。通
城日军意图窜向大沙坪，被 98师 3路
伏兵打退，溃回通城。同时，140 师
837 团攻占乌龟嘴。夏楚中于是将
837团集中在大沙坪东南的峨嵋岭，
以82师246旅据守大沙坪西南的牛角
尖阵地，准备一举围歼大沙坪内的日
45联队。薛岳此时已在通城、崇阳周
围集中了 4个军部、9个步兵师，官兵
近 6万人。其中 98师、3师、19师、15
师、77师均为夙负盛名的精锐部队。

12月 30日，19师力克石城车站，
日军退入边缘据点坚守。12月31日，
82师244旅再克田家岭。军长彭位仁
以 77师及 82师 244旅包抄大沙坪两
翼，准备一鼓作气攻克大沙坪。3师
及15师同时在桂口当面集结，将数门
迫炮集中，准备一举突破。31日晚间
9 点，彭位仁发出攻击命令，3 师、77
师、244旅官兵在夜色中向日军碉堡
奋勇冲锋。77师以230团策应，229团
强攻桃源岭，231团直取崇南亭，140
师835团攻击田家嘴，3师9旅在15团
掩护下巳冲上易博士岭、芙蓉岭。82
师 244旅力克田家岭之后，与反攻日
军反复争夺，战况异常惨烈。军长彭
位仁站在指挥所，从望远镜里看到火
光冲天的战场，一排排的将士前赴后

继与日寇殊死搏斗，须发斑白的老将
军潸然泪下，他知道，新年就要到了，
可是我们中的许多将士永远听不到
新年的钟声了。

1940年1月1日晨，77师229团奋
勇冲上桃源岭与日军血战，231团冲
进日军在崇南亭的核心据点白刃格
杀，反复争夺，3度冲进日军据点，但
均遭日军密集火力打击退出。835团
陆续攻占路边黄、进口铺，转而侧击
崇南亭。主攻桂口的 3师 9旅连克易
博士岭、芙蓉岭后，日军大举反扑，两
军在芙蓉岭前展开惊天动地的肉搏
战。芙蓉岭在 1日拂晓一度失守，夜
间 11时又被夺回。15师 43团在 1日
午夜1时潜进白沙岭，于1日下午3时
力克白沙岭。4时日军以 2个中队借
炮兵掩护反扑，白沙岭失守。夜间 9
时 43团分兵围攻，复将白沙岭夺回。
日军残部退据王家牌楼据点，43团屡
攻均未得手。先头营王营长亲率步
兵 1连携迫炮两门绕攻桂口，突进到
街市南口，被日军据点与游动轻战车
的密集火网挡下。44团主力于下午2
时攻抵桂口街南端，也被日军火网挡
住。见攻坚无望，全团转向破坏石
城、桂口之间公路。

1月 2日下午 1时，彭位仁再下总
攻令。但各路攻坚部队已人疲马乏，
43团仍无法攻克桂口。77师229团于
3日拂晓将桃源岭西侧据点完全占领，
日军半个大队在飞机掩护下反复冲
锋，师长柳际明以 230团 2营抵抗，激
战半日之后2营官兵死伤殆尽。231团
在3日拂晓力克虎形山，随即向崇南亭
侧面冲击，被日军火力网挡下。

1月3日3时，3师9旅突破桂口金
城山据点之外围障碍，日军退入碉堡
抵抗，双方在金城山据点前僵持。82
师 244团在攻占田家岭之后，也无法
往大沙坪再进。1月 3日下午 6时，薛
岳见战局僵持，再度下令更改作战序
列。140师 835团与 82师主力均归 82
师师长罗启疆指挥，专攻大沙坪；70
军、73军归李觉指挥，先克桂口之敌，
再歼大沙坪之敌。老将军彭位仁黯
然交出大沙坪战事指挥权，第二次大
沙坪围攻战结束。

第三次大沙坪围攻战

1940年1月3日夜间，15师43团与
44团各 1营夜袭桂口，在桂口街头与
日据碉堡守军交火。4日拂晓，汪之
斌转移主力围攻汪家牌楼，强攻一整
天仍无法攻克。77师 230团 1个营夜
袭大沙坪街，被敌碉堡火网所阻，日
出之后退回阵地。229团在桃源岭侧
与日军血战，毫无进展。82师 244旅
在田家嘴将日军一部冲退，140师837
团则被日据点火力牵制，无从推进。

1月 5日，77师 229团继续向桃源
岭西侧冲击，激战终日，进展甚微。
230团1个营在大沙坪南街市口恶战，
突破铁丝网区后死守突破点，日军拼
命反扑多次，均被击退。230团力克
崇南亭前狮型山顶日土碉堡据点，82

师包围日军在田家嘴附近的碉堡多
座，但协攻的 98 师炮兵连因弹药不
足，无法配合攻坚，战果未能扩大。

1月 6日早上 10时，李觉视察 82
师见好不容易调来配置82师的4军迫
击炮营，只有82炮9门，经薛岳允诺的
弹药补给，只送到迫击炮弹 340 发。
李觉认为围攻大沙坪无重炮摧毁工
事，徒以血肉攻坚，实属无谓之牺
牲。而桂口为敌次要据点，兵力较
弱，攻取容易，建议先将桂口之敌歼
灭，削弱敌之外围而围困之，获薛岳
批准。李觉随后暂停大沙坪攻势，以
19师正面强攻桂口，3师与19师56团
向崇阳方面警戒，截击来敌。77师与
82师244旅仍在大沙坪当面牵制日23
联队，15师协力桂口攻势。

1月7日，各围攻部队重新布置完
毕之后出击。15师、77师、3师、19师、
82 师向迎面之敌发起攻势，均无进
展。日军在龟缩碉堡半个月之后，23
联队集中两个大队左右兵力直指沙
坪，意图解围。1月8日早上8时，3师
发现日23联队由桂口、石城窜向大沙
坪，李觉获报后，立命师长赵锡田统
一指挥3师及19师抵御来敌。日军在
炮兵掩护下猛烈进击，赵沉稳指挥，
大胆地将 19师 55团、56团 1个营及 3
师 15团运动到神口方面的日 23联队
侧翼，成功地将其阻止于桂口外围。
19师师长唐伯寅为一举歼灭此敌，于
9日午夜以 57团夜袭桂口，意图乘虚
袭取敌后，但无法突破日军的坚固据
点。此时，日军觉察到不利态势，9日
晚 23 联队又全部退回桂口、石城对
峙。

1月7日，国民党军各线进攻部队
实际已经停止攻击。7日，薛岳电令
79 军、20 军、73 军、70 军以工兵营为
主，组织交通破坏队游击敌后，大沙
坪围攻战结束。

此战役期间（含通城攻城战）参
战部队伤亡官兵15 496人。其中阵亡
官兵 6185 人（含军官 240 人）。73 军
与79军伤亡人数均在4000人以上，毙
伤日军4000多人。

大沙坪之战，国军高层非常震
动，蒋介石盛怒之余感到非常心疼。
由于失败，新闻媒体几乎没做报道，
但就其战场的宏大，战况的惨烈，国
军将士明知是送死，却毫不畏惧、前
赴后继之精神与血战台儿庄无异。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积极参加战斗，
战斗中，新四军和当地游击队纷纷组
织力量从方山赶过来参加战斗，并组
织大批民夫抬伤员，老百姓为部队送
水送饭，红十字会深入前线桂口，设
医院救治伤员，使参战的国军受到莫
大的鼓舞。

大沙坪之战失败的原因很多，如
战法不灵活，部队杂乱，指挥困难等
等，这都是时代造成的。如今战争远
去，日本鬼子早已被打回了老家，今
天的大沙坪已是一片繁荣，是“鄂南
水果之乡”，有“钒都”之称。2014年，
沙坪镇总产值 15.2 亿元，人平纯收
入 9874元，是鄂南明星乡镇。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
翁。今天作文，以纪念70多年前为了
民族的解放事业而洒尽热血牺牲在
大沙坪这块沃土上的英烈们，愿他们
长眠地下，含笑九泉。

资料来源：
台湾 STVKA《冬季攻势之鄂南

战役》
政协崇阳县委员会
崇阳县委党史研究室

崇阳抗日战争之

血 战 大 沙 坪
○ 李玉娥 程利世

崇阳是一块英雄的土地，历史上
曾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八年抗战中，崇阳人民与全国人民一
道不畏强敌，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
勇顽强的斗争，流传着许多可歌可泣
的英雄事迹。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之际，特撰文纪念四百多年前明朝的
崇阳籍抗倭英雄——刘景韶，以表崇
阳人民英勇抗敌保国的悠久历史。

生于崇阳 死于崇阳

刘景韶，崇阳大白刘家缙公之
子，明正德丁丑年（1507）生于崇阳，字
子成，号白川。嘉靖庚子年考中举
人，甲辰年（1544）考中进士。首授潮
阳（今广东汕头潮阳区）知县，擢升刑
部主事，后调任贵州佥事。刘景韶熟
读兵书，精通兵略。因招抚苗人有
功，受到朝廷嘉奖。因抗倭有功，嘉
靖三十九年（1560）晋升都察院右佥都
御使，赴淮阳提督军务，兼巡抚风阳
等诸府。万历戊寅年（1578）刘景韶在
家乡崇阳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文韬武略 抗倭英雄

明嘉靖年间倭寇屡犯东南沿
海。倭寇从余西场、掘港场、角斜场
等海边盐场登陆，侵犯南通、如皋、海

安、泰兴等地，屠杀百姓，掠夺财物。
朝廷决定出兵剿灭倭寇，任命刘景韶
为浙江海道副使，负责海防兵备，抗击
倭寇。刘景韶率部转战于通州、扬州、
淮阳、如皋等地，衣不解带三月之久，
歼敌 3000余人。自此至清朝甲午战
争，三百多年南通地区未出现过倭患。

刘景韶上任后与参将邱升率官
兵在如皋、海安一带布防，练兵备
战。带领民众修筑了海安县城城墙，
城墙长六里许，设水关三处、城门三
座：镇宁门、泰宁门、永安门。

嘉靖三十八年（1559）四月，数千
倭寇乘船从海门杨树港出发，溯江而
上攻击狼山。狼山守军副总兵邓城
战败。倭寇上岸后直逼海安、如皋、
通州，西窥淮阳，势如风火。刘景韶
率部在丁埝、如皋、海安等地抗击敌
人，连战连捷，在海安城下就斩杀敌
人 120 余名。在刘景韶率部的打击
下，倭寇逃回海上。

是年七月被戚继光部打击的倭
寇，从江南溃逃至江北，再次侵犯南
通地区。刘景韶挑选战车数百，扼守
如皋忿河（今属如东县），阻击敌人西
窜，同时派兵埋伏在海安县西场。不
久倭寇果然向西场进犯，刘景韶命骑
兵分左右包抄敌人，又用大炮向敌人
中间轰击。敌人大乱，被斩杀 300余

人，余敌成群奔入西场东部的仲家
园。刘景韶与参将邱升率官兵及盐
民武装将仲家园紧紧围住，对敌攻击
三昼夜，大获全胜，斩敌1596人，生俘
215人。是役参将邱升牺牲。

西场战役结束后，当地民众聚埋
了敌人的尸骨，上堆泥土成冢 。
为表刘景韶灭倭之功，起名“平倭
冢”。第二年春，如皋知县童蒙吉作
《刘公平倭冢记》刻石立碑于冢前。
抗日战争期间，1941年当地民众为避
免石碑遭日军破坏，将其埋入土中，
才得以保存至解放后。

海安建馆 后世敬仰

刘景韶抗倭功勋昭著，且善诗
文，为人沉毅、智慧过人。他爱护百
姓、关注民生。他带的兵英勇善战，
纪律严明，从不扰民。因此刘景韶深
受沿海民众的爱戴。百姓把他的画
相供奉在家中。扬州、泰州、宝应、如
皋、海安等地的民众或为他立石碑、
或为他建生祠，以此报答他剿灭倭
寇、使百姓免于生灵涂炭的功德。

海安为他建的生祠规模最大。
民众选择在县城北面的凤山脚下建
祠，祠中建有“报德坊”、“忠爱堂”、

“攘安堂”、“生荣堂”。将刘景韶朔像
竖立在“生荣堂”。此祠保存了四百

多年，1946年海安国民党驻军 66师，
因担心凤山被新四军攻占，竟用大炮
轰击大殿。对未摧毁的建筑又加以
拆烧。数百年的古迹全部化为废墟。

虽经四百多年的沧桑，但东南沿
海人民始终没有忘记刘景韶抗倭的
功德。200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六十周年。这年也是刘景韶海
安西场平倭大捷446周年。经海安籍

知名诗书画印大家仲贞子先生的倡
议，海安县政府2005年在西场镇建立
了“刘景韶平倭纪念馆”，将《刘公平
倭冢记》石碑从泥土中挖出，竖立在
馆中显目的地方。原解放军南京军
区司令员向守志上将，中国美术学院
教授、西冷社副社长刘江等社会知名
人士，为纪念馆的落成挥毫提词。仲
贞子先生为纪念馆写了两幅对联：其

一，挥师扫倭寇安靖海疆三百载/刊石
颂英雄功昭天下万千年；其二，捷西
场平倭寇/看元帅是书生。如今，“刘
景韶平倭纪念馆”已被江苏省南通市
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本稿根据《明史》、《海安县志》、
《崇阳县志》上的有关资料整理而成,
仅起抛砖引玉的作用。资料中有出
入之处，以海安县资料为准。）

明朝崇阳籍抗倭英雄——

刘 景 韶
汪一平/整理

2005年8月江苏海安"刘景韶平倭纪念馆"落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