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7年9月29日，军政部在四川省设8个募兵处，
预定募兵1.5万人。鉴于卢沟桥畔抗日英豪的“大刀向
鬼子的头上砍去”，正义的抗日战争召唤达州热血男儿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各县抗敌后援会，抗日救亡宣传团体大张旗鼓地

宣传抗日救国重大意义，广大热血青年深知“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积极响应“好男要当兵，好儿杀倭寇”号
召，报名应募。当年今达州市境内共有14086 名青年
入伍。其中大竹县5191名（万源县未募）。应募青年
多是些识字者，有的人称为“庐山受训”。他们抱定“家
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饶，拼将头颅为国报”的决
心，奔赴抗日前线，当时誉之为“义勇军”。各县首批义
勇壮丁入伍之时，各乡场为之饯行。集结于县城，县抗
敌后援会组织各界人士燃放鞭炮、敲锣击鼓热烈欢送，
路过各场镇时民众献茶献花，有的也鸣炮送行。到达
宿营地接待也较周到，地方当局还派员慰问。

1939年，省设兵役机构——四川军管区，下设若干
师管区、团管区，县设兵役科,承办征兵事务，实行以征
为主，以募为辅，征募并行办法。达县设团管区，隶属
夔绥师管区。军政部又在万县设编练处，承办临时训
练和分拨事宜。

兵役机关成立之后，即着手施行国民政府颁布的
《兵役暂行办法条例》，把兵役分为常备兵役和国民兵
役。男子年满18岁至45岁适合服役者，除服常备兵役
者外，其余服国民兵役，平时受规定之教育训练，战时
以政府命令征集入伍。

常备兵役分为现役、正役、续役。平时征集年满20
岁至25岁之男子，经检验合格者入营服现役。除上等
兵及特种兵外，均满两年归休。正役以现役期满者充
之，为期6年。续役以正役期满者充之，其役期自续役
之日起满40岁止，转入国民兵役，亦称为余役，为期5
年，与国民兵役后期相当，期满即行除役。正役、续役
均不在营。平时在乡仍受规定之教育演练，战时动员
应召回营。

军官依军衔等级，规定不同的服现役期限。
1943 年 2 月 25 日，国民政府对《兵役法》予以修

订。其实，相当多的条文仅是“具文”，民间议论是“写
在舀水瓢上的，下水无踪”；是“写在牛皮上的，遭狗嚼
了。”

早在 1938 年 2 月 2 日，军政部下令执行国民政府
《非常时期国民兵抽签实施办法》。7月15日，四川省
政府制发《统一兵员征集办法》共21条，实行“三丁抽
一，五丁抽二”，按抽签号依次征集入伍服现役。其具
体做法首先是对适龄壮丁进行身家调查、体格检查之
后确定甲级壮丁、乙级壮丁、合格壮丁，到所在乡（镇）
公所抽签，以签号编壮丁名册，确定先后服现役顺序。
每年1月为正式入营期，必要时加定辅助入营期。在
征集时，接照中签壮丁号码点名征募，由乡（镇）公所送
壮丁到县兵役科。

初始施行,从形式上看来有点章法。
1940年以后，征兵配额增多，兵源严重不足，地方

政府对抗战军人家属的安家费、优待谷无力全额兑现，
代耕队组织也不健全，代耕制度没完全实施，特别是师
（团）管区接兵部队官长层层克扣军饷，虐待新兵，多数
青年及其父母、亲属“视兵役如猛虎”，以致役政难以推
行。再则，役政人员，地方乡镇权势串通一气，似歪嘴
和尚念经越念越歪。就以抽签来说，多是暗箱操作，借
抽签作弊：抽出的签号只有胡乱的编号而无姓名，但在
壮丁花名册上又只有姓名而无编号，等到抽签后才把
中签号码填在预先内定的人头上。似此，有权有势、行
贿者绝无中签之虞，穷苦百姓则屡遭强抓服役。

也有部分人钻《兵役法》的空子。因为《兵役法》规
定在中学及同等学校读书的青年学生、在地方机关法
团任职服务的公职人员属缓役对象。此外，根据“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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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全森，年已耄耋，几经沉浮，淡看风云。性情豪爽，心直口快，人称“犟拐拐”。从事30
余年达州地方志的编撰，著有《那年那月》《烟云苍茫》《为生命留言》。

“达州多少事，都记脑海中”，白云苍狗，世事如棋，居诸迭运照凡尘，莫让往事随人去，所
以，今日“倚老卖老”，听我朱老汉为诸君摆摆达州往昔那些事。

朱老汉 摆 龙 门 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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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

出钱”原则，有钱人可以“纳金钱役”。如四川省第一期抽
签时规定，缴现全200元着缓役一年。第二期又规定因
故不来抽签者每月向政府缴优待券10元。

有人说，这是国家贫穷的“穷办法”。因为有钱人家
的子弟去服了现役，他家就是“抗属”，每年只负担国家应
征的田赋、正税，其他什么捐、费、劳役，杂派概不负担，还
要享受政府规定的优待。这大量的抗战经费从何而来？
所以说，这是一种折衷办法，权宜之计。看起来，想起来
似乎有点理由，但在穷苦大众的心目中实在是不公平，不
人道。加上个别役政人员徇私舞弊，甚至得钱卖放，以致
服现役的义勇壮丁多是穷苦青壮年、弱势群众。据我实
地调查，大多数是纯文盲，并且不是“征送”，而是“抓”“捆
绑”“监押送验”，形同囚犯，人民不堪其忧。但是，达州人
仍以国家民族为重，不顾个人身家性命，知苦而上，临难
而进。1943年，近千名知识青年响应“一寸江山一寸血，
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参加青年远征军，赴印度、缅甸等
地参与国际反法西斯侵略战争。

至 1945 年，今达州市境内共征集义勇壮丁 179102
名。其中渠县共征集52511名，列四川省前茅。多数义
勇壮丁在装备极其落后、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驰
骋大江南北10余省区和印度、缅甸等地，先后在淞沪，太
原、南京、武汉、枣阳、长沙、宜昌、襄樊、南昌等地以“老套
筒”、大刀、血肉之躯构筑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与日寇浴
血奋战，殊死搏斗。

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大竹县人范绍增于
1939年率部出川抗日，在江西东乡、浙西、太湖、宜昌等地
与日军作战。他亲临第一线督战，多次击溃日军。曾击
毙不可一世的日军第十五师团长酒井中将，击伤日军第
40旅团少将旅困长河野，在抗战史上留下光辉一页。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第十四旅旅长、大竹县人周
绍轩，于1937年10月率部出川抗日，参与增援保卫南京
外围的广德、泗安战役，亲临前线指挥，毙伤日军230余
人，缴获战略物资甚多，受到上级嘉奖，本人记大功一次，
升任师长。1938年6月29日凌晨,两艘日寇的巨型军舰
载敌2000余人，在16架飞机的掩护下，在前江口岸强行
登陆，周绍轩命令驻守的八七五团两个连队正面迎击，另
以两个连队左右两侧绕击。其后，周绍轩相继在煤炭山、
太平关、殷家汇等地顽强抗敌。士兵伤亡过半，仍坚守阵
地，1940年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副军长兼衢州师
管区司令官。

抗敌空军大队长、中共党员、渠县人郑少愚，先后参
与广州、南京、武汉、贵阳，柳州、成都、重庆等地空战，配
合战友击落击伤敌机数十架，自身5次负伤。1942年春，
他到印度接受美国援助飞机回国，途经驼峰航线时，因飞
机失事殉国。《中周空军》曾载文介绍其光辉业绩。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三军辎重兵少将团长，渠县人
王家让，在河南前线与日军浴血奋战三年多。1944年参
与中原会战，率部于登丰击溃日军。日寇转攻密县、禹县
等地，王家让率部星夜驰援，途中被日寇围攻，他身先士
卒率部突围，在临汝凤穴寺附近身中数弹壮烈殉国，国民
政府颁发“荣哀状”，通令全国哀悼。灵位移入成都“四川
忠烈祠”，后被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另有达州籍孟浩然、刘靖民、杨方伯、蒋启哲、文礼成
等大批抗战英烈，在前线奋勇杀敌，救民众于水火，挽民
族于危难。数万将士碧血沙场，部分英烈捐躯于异国他
乡，展示了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为民族独立勇于牺牲的高
尚情怀。尤以1940年1月17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集
团军（川军）孙囊部四十一军攻克湖北随县蒋家岗、余家
炉子、新寨等处之后，恼差成怒的日寇聚众猛烈反扑。我
守军营长孙繁弟率部英勇奋击，誓与阵地共存亡，毙伤日
寇800多人后，全营壮烈殉国，名彪青史。

据 1947 年国民政府编纂的《中华民国忠烈将士名
录》所载，达州境内有王家让、郑少愚等3942名将士为国
捐躯（其中渠县 1114 人，部分县缺载），病死者未计。
1985年，达县地方志办公室在部分乡调查，个别村出征抗
日军人生还者不足半数。据《大竹县志》载：“八年抗战，
全县有4万多人参加抗日作战，为国捐躯的3万多人。”

1999 年，我在老家通川区北外镇插旗山村调查，13
人入伍抗日，生还者8人；近日再次核实，入伍16人，居北
外镇入伍抗日军人数之首。抗战胜利后及解放后回藉者
8人。其他8人多系文盲，有7名纯文盲入伍之后即无音
信。

另据已故族兄朱全明记述，他于1943年充当抗日义
勇军，驻滩头街通川桥南侧，所在连队名义上收新兵180
人（实际不足）。当年6月从达县出发，步行两个多月抵
昆明，所剩不足130人。行军途中病死、逃跑被抓回来打
死者不少于20人。他父亲事先向连长夏某某行贿，途中
受些关照，到昆明之后由夏某某带回。1950年参加中国
人民解教军，后转业到铁路部门工作。

1938 年春，达县大众
话剧社成员陈孟汀（二排
右一）、曹本图（后排左二）
与达县同乡会赴延安时合
影。

前排右一为龙静娴、
右二为刘勉、右三为刘铁
侠，二排右三为胡静蓉，后
排左四为王仁道、左一为
张公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