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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刀赴会 那个九岁男童赶赴咸阳
———楚考烈王记事

沈国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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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国东出的征途上，向来充满了崎

岖和艰辛。
历代秦王，为了实现一统天下的伟大

梦想，经历很多不得已，也会有很多妥协。
即便雄才大略的一代雄主秦昭襄王

嬴稷，亦是如此。
有一段时间，秦昭襄王为了集中力量

对付强劲对手楚国，主动向赵国示好。
赵惠文王赵何对秦国很不信任，于是

提出让秦昭襄王派安国君嬴柱到赵国来
当质子。

秦昭襄王嬴稷只有两个儿子， 大儿
子、太子嬴悼，此时已经质于魏（正在魏国
做人质），次子安国君嬴柱还在国内。

秦昭襄王认为，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都
派往他国为质，于秦国家政权稳固和安全
极为不利。

经过几番交涉，赵惠文王赵何作出让
步，同意秦昭襄王派一名王孙前往赵国为
质。

彼时，秦太子嬴悼没有儿子，但安国
君嬴柱却有 20多个儿子。

也就是说，秦昭襄王有 20多个孙子。
安国君嬴柱的正妻，是他最宠爱的华

阳夫人。但安国君嬴柱和华阳夫人却没有
儿子。

尽管秦昭襄王有这么多孙子，却没有
几个孙子愿意主动站出来，为秦国肩挑重
任，替祖父秦昭襄王分担。

安国君嬴柱和夏姬所生的儿子，时年
只有 13岁。

此刻，这个 13岁少年，勇敢地站了出
来，愿意前往赵国为质。

他的阿母夏姬，泪流满面，心中异常
不舍，也极为不解。

少年对他的阿母讲，阿母，君父有那
么多儿子，阿母也不受君父待见，我们母
子怎么才能得到大王和君父的赏识，何时
才会有出头之日啊！ 只有一条路，就是我
要到赵国去为质，以此建功立业，改变我
们母子的命运！

少年的一番话，让他的阿母夏姬极为
吃惊和感动。

夏姬擦干眼泪，露出了久违的欣慰的
笑靥。

公元前 268 年，秦昭襄王的嫡孙、安
国君和夏姬的嫡子，这个 13 岁的少年，肩
负秦国重任，从秦都咸阳出发，前往赵都
邯郸为质。

如你所知，这个异于常人的少年，他
的名字叫作嬴异人。

嬴异人离开咸阳前往邯郸为质之时，
楚太子熊完正在咸阳为质。

彼时， 楚太子熊完已在咸阳为质 5
年。

世事无常。 事实证明，秦昭襄王所虑
不无道理。

公元前 267 年， 秦国太子嬴悼死在
魏国。 公元前 265年，秦昭襄王的次子安
国君嬴柱被立为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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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国人吕不韦，他的产业版图遍布列

国。
凭借超乎常人的资质禀赋，吕不韦构

筑起了一个商业帝国。
吕不韦成为驰名列国、富可敌国之富

商。

野心充盈的吕不韦，站在财富帝国的
巅顶，他的目光俯视着列国的权贵。

吕不韦的野心开始拔节。
彼时，吕不韦定居于赵都邯郸。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次餐叙的宴席

之上，吕不韦结识了在邯郸为质的秦国公
子嬴异人。

在和秦异人深入交往一段时间之后，
吕不韦认为，秦异人就像一件奇货，可以
囤积居奇，以待高价售出。这就是成语“奇
货可居”的源出。

在邯郸备受欺凌、 度日艰辛的秦异
人，也被出手阔绰、见解非凡的吕不韦所
折服。 在秦异人看来，吕不韦不完全是一
个富可倾国的大商人， 更有一个政治家、
外交家的潜质和谋略。

秦异人和吕不韦彼此心照不宣，达成
了秘密盟约。

吕不韦决定倾尽财富，帮助嬴异人成
为秦王。

嬴异人承诺，如果成为秦王的目标实
现，秦国相邦之位一定留给吕不韦。甚至，
“以国分之”。

吕不韦拿出五百金， 赠予秦异人，用
于秦异人在邯郸的生活、交往资金。

吕不韦再拿出五百金，送给了远在咸
阳的华阳夫人的亲弟阳泉君芈宸。

也许很多人对那个时候的五百金，可
能没有直观的概念。

战国时期，黄金的计量单位为镒。 一
镒（二十两）为一金。 五百金，换算成现代
计量单位，也就是一千两黄金。

这是一笔多么巨量的资金。
凭借资本的无敌力量，秦异人不仅在

邯郸过上了优渥生活，还结交赵国各方权
贵，为其拓展出极大空间。

吕不韦的不懈努力，加上阳泉君芈宸
的不懈助力，终于打动了华阳夫人。 秦异
人的良好形象， 在华阳夫人心中得以树
立。

一场惊天密谋，在邯郸启序。

3
当时， 赵都邯郸豪门赵氏有一女，聪

慧而有才情，容颜倾世。
赵都邯郸的权贵富贵们无不心驰神

往、争相求聘，试图独占芳华。
吕不韦也在此列。
初春的一个下午， 吕不韦携带重金，

在一应随从的簇拥之下，来到赵府求聘赵
氏之女。

吕不韦声名显赫，且正值英年，气宇
轩昂，气质不凡。

赵父觉得，吕不韦是他的爱女最好的
选择。

于是，他答应了吕不韦的求聘。
赵父设宴款待吕不韦。
把酒餐叙，相谈甚欢。
深居闺楼的赵氏之女，禁不住要来看

一眼自己未来的郎君。
赵氏之女悄悄来到宴会厅的后面，通

过幔布的缝隙，在闪闪光影中，她一眼看
见了坐在自己父亲侧面的那个前来求娶
自己的男人，吕不韦。

这里需要分享一下中国的分餐制、共
餐制和桌餐文化的源起。

周朝的时候，分餐制开始起源。 分餐
制，较好地体现了周朝的等级制。彼时，人
们并不像今天这样围桌而坐聚餐。而是每
人面前放置一个方桌 （案几）， 席地而坐
（双膝跪地，以双脚支撑，坐在自己的双腿
之上）， 板凳、 椅子那个时候还都没有出
现。肉类等佳肴，用青铜大鼎煮好，侍者分
切，再分送给每位客人。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开始使用
桌子（圆桌、方桌、长条桌）作为主要的餐

桌形式，这标志着桌餐制（共餐制、聚餐
制）开始了。

到了宋朝，出现了高桌大椅。 明清之
时，圆桌开始普及。

这就是我们今天围桌而坐聚餐 （共
餐）生活习俗和桌餐文化的由来。

回到前述， 赵氏之女隔帘看向吕不
韦。

看到吕不韦的时候，赵氏之女既无特
别惊喜也无特别失望。

或者说，她没有心动。
但是，在那一刻，鬼使神差，赵氏之女

貌似着了魔一般，她的眼光无意间扫向了
吕不韦身后的护卫。

这名护卫，青春俊朗，身姿挺拔，英气
逼人。

他挺立在吕不韦的身后，左手紧握
佩戴在身的青铜剑鞘， 右手握指成拳，
放置于自己的腹部之前， 做瞬间拔剑
状。

只是那一眼，赵氏之女就被这个青年
护卫所深深吸引。

她的心，瞬间跳动加速。
她体验到了心动的感觉。
她掩饰住自己的慌乱，对身旁的侍女

说，去，问一下吕不韦大人身后这名护卫
的名字。

一直等到宴席将尽， 侍女才来到闺
楼。

侍女说，小姐，吕不韦大人身后的这
名护卫，他的名字叫作嫪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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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仲春， 吕不韦迎娶赵氏之女为

妾。
吕不韦把吕府最好的宅院给予赵氏

之女，陈设和用度皆堪比王公贵戚。
但吕不韦却从未出入过赵氏之女的

宅院。
如此高待赵氏之女，让吕不韦的正妻

极为不爽。
吕不韦说，妇人何懂！（妇人懂什么！）
不仅吕不韦的正妻没有看懂，赵氏之

女也百思不得其解。
她们皆不知心深似海的吕不韦，意欲

何为。
这年暮春的一个晚上，吕不韦在吕府

宴请赵国人质、秦公子嬴异人。
把酒谈叙，宾主尽欢。
酒到耳酣之时，娱乐开始了。
朦胧的光影里，一个千娇百媚的青春

少女，一袭红衣登场。
悠扬的音乐声中，青春少女的舞曲惊

艳全场。
衣袂从嬴异人面前轻轻掠过，嬴异人

分明嗅到了浮荡的异香。
一阵眩晕，这分明让正值青春的嬴异

人迷醉。
嬴异人目不转睛，盯着她转动而轻盈

的青春明媚。
偶尔，他和她目光相接，如同电石火

光，嬴异人不禁战栗。
歌罢酒尽宴席散去。
洞察秋毫的吕不韦问嬴异人， 公子，

喜欢上她了?
嬴异人毫不掩饰地说，喜欢。
公子，今晚就可以带她走。
那怎么行，她不是吕大人的妾吗。 君

子岂可夺人所爱。
公子， 这是不韦专门为公子准备的，

不韦的一片用心指天可鉴， 她冰清玉洁、
未染纤尘。

吕不韦把赵氏之女送给了嬴异人。
嬴异人对赵氏之女倾注了真心。
转年，赵氏之女生下一个男孩。
取名，政。

如你所知，他就是嬴政，也叫赵政。
赵氏之女，其名佚失。 《东周列国志》

称其为赵姬。
嬴政之母赵姬，由此得名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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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赵冲突再起，公元前 259 年，秦将

王龁率领的秦军直击赵都邯郸，历史上著
名的邯郸之战爆发了。

秦昭襄王嬴稷的突然翻脸，让赵孝成
王赵丹恼怒异常。

赵孝成王决意杀掉正在邯郸为质的
秦公子嬴异人。

信息灵通的吕不韦得到密报后，紧急
和嬴异人从邯郸出逃。

吕不韦重金买通邯郸城门守卫将领，
和嬴异人侥幸得以逃出邯郸城。

然而，赵孝成王派出的追兵，紧随其
后。

拼命奔逃，一路历经无数次赵军的堵
截和厮杀。

幸运的是，在函谷关前，眼看陷入赵
军追杀绝境的吕不韦和嬴异人，遇到一支
前出秦军。

这支秦军杀退赵军，救下了吕不韦和
嬴异人。

从邯郸出逃时的车队，此时，仅剩三
人。

除了嬴异人、吕不韦，还有另外一个
人，就是青年英将嫪毐。

嫪毐驾驶着奔逃的马车，一路毫无畏
惧，和嬴异人、吕不韦生死相随，杀敌数
人，血浸战衣。

因为事出紧急， 嬴异人出逃邯郸之
时，未来得及带上妻子赵姬和儿子嬴政。

赵姬和嬴政， 滞留在危机四伏的邯
郸。

时年，嬴政年仅 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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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阳夫人的极力推荐之下，回到咸

阳的嬴异人，被立为太子嫡子。
公元前 251年，雄才大略的秦王嬴稷

去世了。享年 75岁，当了 55年秦王，谥号
昭襄。

按照秦国礼制， 太子在先王去世后，
必须守孝一年，才能正式接任秦王。

太子嬴柱为父亲秦昭襄王守孝一年，
公元前 250年，嬴柱正式接任秦王。

诡异的是，不知何故，嬴柱担任 3 天
秦王之后，突然去世了。秦王嬴柱，谥号孝
文，史称秦孝文王。 秦孝文王是秦国历史
上任职时间最短的秦王。

嬴异人即位，是为秦庄襄王。秦庄襄
王尊封养母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 尊封
自己的生母夏姬为夏太后。

秦庄襄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 249年，
任命吕不韦为秦国相邦，食邑 10万户。

赵孝成王得悉昔日在赵国为质的嬴
异人登上秦王之位， 为秦赵关系大局大
计，决定把赵姬和嬴政送回秦国。

公元前 250 年， 赵姬和嬴政从赵都
邯郸出发，前往秦国都城咸阳。

邯郸城渐渐遥远，咸阳城目之可及。
彼时，嬴政 9 岁。
嬴政归秦之时， 也就是公元前 250

年的时候，正是楚考烈王十三年，雄才大
略的楚考烈王雄心勃勃， 正在酝酿开疆
拓土，吞灭鲁国。

从邯郸出发的时候，9 岁的嬴政单
刀赴会，赶赴咸阳。

然而，初登秦王之位的 13 岁嬴政，
望向亲政和一统六国的漫漫征途，何尝
又不是单刀赴会？

楚考烈王父子们，迎来他们此生最
为强悍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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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 春 古 运 河 揭 秘
孙友虎

大凡运河，无不有水系支撑。 京杭
大运河如此，寿春古运河也不例外。 初
闻如雾，一条自安徽寿县芍陂大香门经
南城濠至东淝河的水道 ， 被称为 “运
河”，当有深意。

相传孙叔敖造芍陂以灌田，据郦道
元《水经注》卷三十二“肥水”条载“（芍）
陂有五门，吐纳川流 ，西北为香门陂 ”。
道光《寿州志》卷四《山川》称“香门陂 ，
今安丰塘之大香门”。 这说明包括大香
门在内的“五门堰”，灌溉肇事于战国孙
叔敖，并未及漕运。 寿春漕运，始自三国
之魏。《三国志》卷二十八《魏书》载，邓艾
于芍陂北堤“大香水门，开渠引水直达城
濠，以增灌溉，通漕运”。这是对寿春古运
河最早的记载。 梁子琦《按院舒公祠记》
说， 邓艾 “于芍北凿大香水门”，“通漕
运”，认为“凿”大香门系邓艾所为。

大香河，古名“芍陂渎”，从“寿春旧
渠”演变而来。 寿春因 “旧渠 ”可作 “运
道”，引起西晋王朝的关注。 晋武帝咸宁
三年（277 年），征南将军杜预提建议说：
“臣中者又见宋侯相应遵上便宜， 求坏
泗陂，徙运道。 时下都督度支共处当各
据所见，不从遵言。 臣案遵上事，运道东
诣寿春，有旧渠 ，可不由泗陂 ”。 《新唐
书》卷四十五《地理志五 》载 ，安丰东北
十里有永乐渠 ， 灌高原田 ， 广德二年
（764 年）宰相元载置，大历十三年 （778
年）废。 夏尚忠《芍陂纪事》云：“按旧州

志，大香河即古运河 ，盖安丰郡之运粮
河也 ， 俗又讹为梁家河 ， 以粮梁同音
云。 ”此称安丰郡运粮河不妥，因该运河
始自三国，远早于芍陂得名安丰塘。 梁
置安丰郡 ， 隋因芍陂号安丰塘置县安
丰。 同理，也不当称为寿州古运河，因溯
源得名滞后。 唯寿春当之，在时间纵向
和地域横向的坐标中，曾一度涵盖安丰
县甚至寿州之名。

大香河，用于灌溉，由来已久。 隋朝
赵轨“更开三十六门 ，灌田五千余顷 ”。
唐代 “修理无闻”， 五代时期，“唐不注
水”， 豪绅纷纷侵占陂田，“水小则阻以
利己，大则决以害人”。 宋初，李若谷知
寿州重修之。 元代，朝廷多次于此屯田。
明朝永乐以来，“迭有废兴”。 灌溉主要
有两条水道。 一条西北向。 嘉靖《寿州
志》卷二《山川》载，“大香门，灌至米家
台、高庙五十里”，说明大香门嘉靖年间
仍在启用，用于灌田。 灌溉地之一的米
家台，“在正阳镇，相传米芾所筑”，基本
由大香门向西北正阳镇（距寿州城六十
里）一线。一条东北向。乾隆《寿州志》卷
四《水利》载，“大香门，古至城东南三里
桥，今废。 ”光绪《寿州志》卷六《水利志》
“旧三十六门考”载，“大香门，灌至城东
南三里桥”，说的是“旧”大香门之功效。
嘉靖《寿州志》不载此条灌溉水系，当系
其已失去灌溉能力 。 清朝 “存二十八
门”，大香门已废，其废弃的时间当在明

代中叶，其因有二 ：一是明初取消安丰
行政区划，官方对内河水道运粮重视不
够。 夏尚忠《芍陂纪事》说，“明初县废，
大香门亦废，河无用，遂废。 ”二是豪强
侵占，人为堵塞 。 梁子琦 《按院舒公祠
记》说，“寿有庆丰亭、永乐渠亭遗址，今
存陂侧”，“大香门为塘下豪强者塞。 渠
日就湮，不可以灌、漕，民皆两失利。 ”

大香河，兼顾漕运，即为寿春运河。
乾隆《江南通志》和《大清一统志》对“大
香水门”（简称大香门）下的大香河均有
记载，前者云：“大香河 ，在寿州东南三
里。 自芍陂大香门分流九曲，至州三里
桥北入于淮，乃唐宋运河，元始淤。 ”后
者云：“大香河： 在寿州东南三里。 《州
志》：自芍陂大香门分流入阿曲，至城东
南三里桥，北下东西走马河，分为淮河。
旧志：系汉唐宋运河。元都燕，始淤。 ”元
代在安丰塘屯田，《元史》《道园学古录》
等多有记载， 人数在二千至六千不等，
且有功效，当时漕运当有之。 元末明初
战乱和黄河夺淮 ，重创江淮 ，大香河漕
运自不例外。 嘉靖《寿州志》卷三《建置
纪》载有“芍陂公馆”，在“桑科铺”办公，
处理芍陂有关事宜。 明代万历三年，企

图再次打通引芍陂直达寿州城的水道，
未果。

脱胎于大香河的寿春运河 ，有 “九
曲”之称，分流节点记载不一。 一是大香
门。 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三十载，“大
香河，寿州东南三里 ，自芍陂大香门分
流，九曲至州三里桥北下 ，东西走马河
入于淮。 ”二是废寿春城。道光《寿州志》
卷四载，“大香河，古名芍陂渎 ，出安丰
塘大香门，历老军营、双古堆至古城，分
为二水。 ”文中“古城”，指废寿春城（距
寿州城四十里）。 三是黎浆。 黎浆，在寿
州城东南。 《水经注》 卷三十二载，“（芍
陂）渎水自黎浆分水，引渎寿春城北，径
芍陂门右，北入城。 ”四是芍陂渎口。 《读
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一载，“（芍陂）西北
为香门陂，水北经孙叔敖祠下，谓之芍陂
渎。 又北分为二水，一水东注黎浆，一北
至肥水。”孙叔敖祠，在大香门北。（嘉庆）
《凤台县志》卷十说，“芍陂渎即今之大香
河。 《寿州志》云：大香河出芍陂大香门，
历老军营、 双古堆至城东南二里桥入城
濠，绕城入肥，《水经注》所谓芍陂门当在
今二里桥之南，芍陂水从此入外郭也。 ”
李兆洛考证 “芍陂门”（芍陂渎的出水口

门）在“今二里桥之南”，说明引渎水入寿
州城， 是从二里桥向北而行的。 最初从
“黎浆分水”，转为从芍陂渎口门分水“东
注黎浆”，可知水系有变。 说分流于大香
门、废寿春城、黎浆、芍陂渎口等，实为大
香河水系流经的不同河段的分水口门。
自大香门流向西北和东北的水系之间有
条连接水道，当指东西走马河。

寿春运河流经处，涉及地理标志“二
里桥”与“三里桥”，有的说在寿州城东，
有的说在城南， 实则均在城东南。 嘉靖
《寿州志》 卷三载，“寿通庐州去城三里，
有沟曰引马，引芍陂之水，以灌田，跨为
桥。 岁久倾废，行道心侧。 ”庐州在寿州
东南，“寿通庐州”官道上的“三里桥”，当
在寿州城东南。芍陂渎之水通过“东西走
马河”，抵达寿州城东南，“三里桥”建在
“引马沟”之上，“引马沟 ”是 “东西走马
河”的一部分。乾隆《寿州志》卷二《关津》
记有 “二里桥在州东南， 三里桥在州东
南”，当是。 光绪《寿州志》卷三载，“肥水
又北行二十里，至城东南之三里桥，大香
河水注之，是为芍陂渎。渎自芍陂大香门
北流至古城分成二水： 一由三里桥注城
濠，至北门外入肥；一由二里桥注城濠，
至南门外入肥。 ”大香河（芍陂渎）可分流
至“三里桥”与“二里桥”的两条水道，乾
隆《江南通志》《大清一统志》及乾隆《寿
州志》卷四《水利》说大香门“至城东南三
里桥”不虚，但“二里桥”所联通的才是寿

春运河的河道所在，据道光《寿州志》卷
四载， 大香河，“其由二里桥注城濠入肥
者，旧志称为运河，安丰县之运河也。 ”

寿春运河的起止情形，据梁子琦《按
院舒公祠记》称，“大香河，水出芍陂大香
门，古历老军营、双孤堆至州东南二里桥
入城濠，绕城合肥水入淮。”大体而言，运
河出大香门北流， 历老军营 （距城四十
里）、双古堆，过古城（废寿春城，距城四
十里），经孙叔敖祠下芍陂渎门右，分为
二水，由二里桥 （在州东南 ），入寿州城
濠，经城南门外， 入东淝河。

这涉及寿春运河的功能定位。 一是
重点解决屯田漕运。 自三国北魏邓艾就
在芍陂广为屯田。 二是重点保障国家之
需。 漕运的路线由寿州城南壕沟， 直达
东淝河，而不是入城解决地方自给，足以
说明此运河的价值所在。由东淝河，进入
淮水，上经颍水、汴河，抵开封等地，下由
洪泽湖，入京杭大运河，又可达全国部分
地区。

寿春一郡或一县不足百里的水道，
自名 “运河”， 分明得益于傍上安丰塘
“天下第一塘” 的美誉， 换得平地响雷
的轰动效应。

正定保卫战中的独立第四十六旅
廖运周口述 王泉一 鲍广忠整理

1937 年“七·七”事变发生不久,日军
攻陷了保定，直逼石家庄。 为了保卫石家
庄这个战略要点，阻敌南下，同年 10 月 ,
国民党组织了正定保卫战。 原国民党独
立第四十六旅，参加了这次战役。

这个旅的前身是西北军的第二师，
缩编为独立第四十六旅，1936 年驻河南,
归刘峙直接指挥， 旅长为寿县籍九龙乡
人鲍刚(1897~1940)。 该旅辖两个团、一个
独立营,第七三六团团长为辛少亭，第七
三八团团长为廖运周。 “七·七”事变发生
时，该旅正在平汉线信阳武胜关地区。 8
月下旬，国民党国防部电令，要求部队开
赴北平南口归汤恩伯指挥， 增援第十三
军作战。 当该旅到达河南彰德(现安阳)车
站时， 汤恩伯通知鲍刚十三军已由南口
撤至彰德补充休整， 四十六旅即在彰德
下车待命。 汤恩伯见此旅阵容整齐，士气
高涨，但装备较差(每连只有三挺轻机枪，
步枪老化严重)， 于是建议把该旅与第十
三军混合整编。 鲍刚虽不情愿但也无法
直接拒绝。 消息传开，反响更为强烈，一
致反对分散补充，要求开到前线作战。 在
这种情况下,鲍刚电话请示南京，同时派
代表到开封向刘峙呼吁。 就在这时，国民
党部队在保定抗战失利， 日军沿平汉线
南犯，国军无部队抵抗，从保定撤退的部
队秩序混乱。 面对这种情况，刘峙命令鲍
刚率部迅速开往正定，占领据点，滞敌前
进，掩护撤退的部队，并配合第八十三师
固守正定城，确保石家庄的安全。 全旅阴
差阳错地实现了到前线抗敌的愿望，无
不欢呼雀跃。

9 月 25 日,部队到达正定 ,驻扎在东
关、南关。 鲍刚带领部队到正定附近的新
乐车站、东长寿车站视察地形。 正定为石
家庄北大门，是一座古城，城墙坚固完整,
构筑永久性的国防工事， 城外均为平坦
的开阔地，城北有大沙河、磁河两条东西
走向的河流， 且与石家庄之间又有滹沱
河天险， 河岸南面的火力可以充分支援
正定守军作战，因此，坚守正定城成为了
保卫石家庄的关键。 虽然占据地利优势，
但部队深知该场战役是背水一战, 刘峙、
林蔚也亲自到石家庄视察,并且要求鲍刚
部队在东长寿沿河设站收容站。 鲍刚接
到命令后，派出掩护分队和收容小组，在
东长寿车站和各渡河点掩护、 收容从保
定退下来的士兵， 仅两天就收容了千人
以上，且各兵种都有 ,同时也为部队补充
了亟需的武器弹药，整个部队同仇敌忾，
士气高涨。

9 月 29 日, 日军河边旅团配属野炮
二十余门， 坦克二十余辆 , 沿平汉线进
犯，意图攻取正定，威胁石家庄。 其先头
部队已越过定县，在大沙河之线活动，八
十三师刘戡部配属两个炮兵营， 占领正
定车站,固守正定城。 鲍刚独立第四十六
旅， 派一部在正定以北地区东长寿附近
沿磁河之线，占领前沿阵地,阻滞日军南
下，部队主力配置于正定东关附近，随时
机动待命。次日，鲍刚命令廖运周的第七
三八团， 在东长寿沿磁河之线占领第一
线前进阵地， 把正定北关附近与城东北
高地作为第二线阵地； 辛少亭的第七三
六团及旅部驻守城东关附近。

10 月 1 日, 日军派遣一队兵力首先
发起进攻，但被成功击退。次日,第八十三
师按照命令转移至娘子关,而固守正定的
任务， 由第三十二军宋肯堂的第一四一
师接替， 鲍刚所属四十六旅暂归该师指
挥。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日军并未发起进
攻，但连续两日采取了武力侦察，10 月 3

日上午 10 时，日军发起猛攻，战地工事
在猛烈的炮火冲击下被毁， 部队只能利
用丛柳、芦苇作为掩体，继续坚守。 敌方
炮火打击后,约四、五百人越过大沙河、磁
河发起了地面进攻， 四十六旅凭借占据
了山头有利阵地， 对敌军造成了大面积
杀伤，使得部队阵地得以重新稳固。 10 月
4 日，日军携坦克再次发起进攻，旅团申
请师部炮火支援未果， 眼看日军冲过了
阵地， 团长廖运周立即命鲍汝灃的第二
营向城北关第二线转移， 李家錞的第三
营向城东北角朱征地转移。 当天晚上，部
分日军偷窜到正定车站西北面村庄，残
忍杀害了驻扎在那里等待转移的野战医
院一百多名伤病员和义务人员， 全旅战
士得知消息后悲痛万分， 但同时更加坚
定了信心，誓要与敌人死战到底，替死难
的兄弟报仇。

10 月 5 日上午，日军先进行了侦查，
随即派一股步兵， 向城东北高地第三营
阵地和城北关第二营阵地进攻， 均被击
退。 午后， 大批敌方步兵在坦克的掩护
下，再次向城东北高地发起猛攻。 第三营
被迫转入城东门附近的预备阵地。 下午
战斗更为激烈， 敌军用炮火轰开了正定
城东北角的缺口， 三百多名敌步兵进入
城内。 辛少亭团与廖运周团第二营，配合
第一四一师击退敌军。 6 日上午，敌军再
次集中火力向这个缺口轰击， 几辆坦克
终于冲进了城内， 与城内守军展开了激
烈的巷战，敌军再次被击退。 战局此时处
于拉锯状态，师团命令部队仍需坚守三、
四日，虽面对强敌，但全旅将士毫不畏惧。
旅长鲍刚也发表了充满激情的讲话：“人
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青照汗青。 我们要
与正定城共存亡。 为国捐躯，死也光荣”，
部队更是士气大振。 7 日上午，敌军炮火
继续轰击正定城的缺口。 下午，又以工兵
开道，坦克紧随，再次攻进城内。辛少亭率
第七三六团官兵登上房顶， 与敌巷战，一
束束手榴弹向敌坦克投去。老百姓则主动
给部队送水、送馒头，抬担架运伤员、送弹
药，日军进攻屡次受阻。 第七三六团的第
一营和旅部特务连， 固守南门及城南关，
日军屡攻不下， 随即向城东南方向迂回，
企图包抄正定城。鲍刚命令廖运周带第七
三八团第二、三营，即刻转移到城东南五
华里处的大林济和小林济，迎击敌人。

廖运周部队到达大、小林济后不久，
旅长鲍刚、参谋长吴实名、政训处主任陈
尧和辛少亭也及时赶到。 当日军炮火密
集地向阵地轰来时， 部分胆小的士兵魂
不附体的趴在地上不敢乱动， 旅长鲍刚
看到后，向大家一招手：“跟我来！ 迎着炮
火走，胆子就练出来了。 ”随即便腰板笔
挺地向前走着， 将士们看着旅长英勇的
身姿，也都跟上了旅长的脚步，那些从保
定下来被收容的那些胆小的将士， 也都
镇静了下来。 当天敌军坦克在前，步兵在
后，向大、小林济发起了多次进攻,当地老
百姓也主动加入了战斗行列， 将自己家
里的棉被浇上汽油点燃,用来对付日军坦
克， 在军民协作下, 终于击退了敌军。 9
日，部队又坚守了一天 ,但终因兵力消耗
过多， 武器装备落后， 正定城还是被攻
陷。 当刘峙下达了撤退命令时，部队共计
4000 多人已损失过半。

此战四十六旅损失过半， 但也顽强
地抵御了日军的进攻， 队伍随后接到刘
峙电令，需在三天内到达涉县补充，并且
按阎锡山的命令据守东阳关, 构筑工事。
11 月下旬，阎锡山在太原召开军事会议，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出席了会议。 鲍刚在
会上见到朱德总司令， 朱总热情地上前
与鲍刚握手,称赞他是一员战将。 会议结
束后,阎锡山给部队补充了棉衣和部分经
费，12 月，部队开到了河南焦作，与张轸
的豫北师营区、 东北骑兵旅等部合编成
了第一一〇师,不久便参加了徐州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