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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桥孝子坊
◎孙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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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场上的南通籍将军冯衍
◎冯洛钟 冯明

海陵
旧话

薛桥，地处如东县袁庄镇西南，又
名薛家桥、薛家庄，薛桥还曾用过薛家
南庄桥和薛家北庄桥等地名。薛桥虽
属如东县，但离县城掘港50多公里，而
距如皋城只有20公里远近，所以，当年
被称为“如皋薛家”。

薛家是个望族，薛家的家祠就建
在如皋城里。据考，薛家祖上曾有良
田千亩，先后出过13个秀才，方圆百
里，几乎难找出一个比薛家更大的庄
园来。相传很早以前，薛家有兄弟俩，
老大住南庄桥口，老二居北庄桥口。
两座桥是祖上留给后代的祖业，祖上
把两座桥的看护和维修任务交给了这
两个儿子，意思是要兄弟俩携手并肩，
共同发展。兄弟俩不忘祖训，勤俭持
家，代代相传，到20个世纪30年代，大
儿子的后人率先在南庄桥旁盖起了一
幢三层楼房，而且还买了一辆自行车，
楼房和自行车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东
西，人们少见多怪，把自行车叫作“千
里车（居）”，对它特别稀奇，以致每次
薛家有人骑自行车出行，就会招来许
多人的围观。

薛家南庄桥的特点是高，平地丈
余，据说人只要站在桥上，就能望见十
几里外丁埝镇上冒烟的烟囱，故人们
又称南庄桥为“薛家南庄高桥”。从南
庄桥向西可直通如皋城。在薛家南庄
桥头，曾竖立一座“孝子牌坊”。孝子
坊用砖石砌就一个大圆门，上有一块
大匾额，上书“孝子牌坊”四个大字，相
传这是因薛氏家族孝顺名扬朝廷，皇
上册封御赐“孝子牌坊”一座。乡邻们
省了，就叫“薛家孝子坊”。孝子坊的
高低与老大家的楼房比肩，成为薛家
南庄桥的一大景观。

薛家南庄桥曾经发达过，因与如
皋城近，渐渐有了小镇的规模，面对
面的数十家住户，形成一条街市，街
面上各式南北货物一应俱全，有布
庄、粮行、小百货、竹行、木行、菜市
场等，街道上整天车水马龙，人来人
往，十分热闹。在如皋城驻扎了日
本鬼子以后，日伪军三天两头从如
皋城下乡扫荡或抓夫，南庄桥跟如皋
城靠得很近，所以，这里成了敌人东
出的门户，他们经常在这里袭扰，无
恶不作，小镇一下子冷落了，从此一
蹶不振。

薛桥人对日寇十分仇恨，老百姓
同仇敌忾，纷纷拿起枪杆子，积极参加
地方武装，薛桥的青年刘同生就是在
这个时候参加了新四军。刘同生1921
年生于贫苦农家，1942年参加革命，
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乡民兵联
防队队长，后升入地方主力部队，曾
任苏中九分区九团排长、副连长等
职。他打仗机智勇敢，是身经百战、
久经沙场的老兵，1948年，在阚家庵
战斗中攻克敌碉堡时，不幸中弹，他
用手捂住伤口，坚持指挥战斗，有战
士上前要背他下去，他坚定地说“不
要管我，冲……”在敌碉堡的爆炸声
中，刘同生牺牲了。

今天，在薛桥附近，已经无法找到
“孝子牌坊”遗迹，只能看到刘同生烈
士的墓碑。一忠一孝，光照后人。

一
1945年 9月 12日，新加坡的

天气显得有些闷热，特别市政厅里
气氛严肃，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正式
接受日军南方军和第十方面舰队
的受降仪式在这里举行。我们南
通籍的冯衍将军作为受降方中国
战区代表团团长，有幸参加了对日
受降仪式。

冯衍将军一身戎装，气宇轩
昂，紧盯着日本败将板垣征四郎
（他们早在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
中就是老对手﹚的目光如电如炬。
仪式结束后，板垣等几个日军将领
欲与冯衍握手寒暄，被断然拒绝。

二
冯衍，字卜藩，生于1908年。

他先后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即黄
埔军校﹚第六期、陆军大学第十三
期、国防研究院第一期。学业有成
后，他立即投身到硝烟弥漫的抗日
战场。在他亲笔写下的《自传》中
记载着，他参加的第一次抗日大战
为“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2年 1月 28日晚，日本侵
略者突然向闸北的国民党十九路
军发起攻击，随后又进攻江湾和吴
淞。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等的
率领下奋起抵抗。已在总部升任
少校参谋的冯衍也随国民革命军
第五军赶来参战。中国军队在人
民的支援下浴血奋战，连续击败日
军进攻，使敌三易主将，数次增兵，
死伤逾万，受到沉重打击。

冯衍在“一·二八”抗战中“发挥
杀敌致果之效”，当年，他仅24岁。

1938 年 3 月 14 日—4 月 15
日，“血战台儿庄”。彼时，已从国
防研究院一期毕业，奉调军令部工
作，任少将处长的冯衍，参与临时组
成的参谋团，跟随白副总长协助李
宗仁第五战区指导鲁南会战，遂与
日军主攻临沂的板垣征四郎第五师
团及主攻滕县、临城、台儿庄的第十
师团相遇、拼杀，并战胜之。中国
军队在历时一个多月的激战中，毙
伤日军2万余人﹙约占其参战人数
的一半﹚，取得了台儿庄大捷。

这也是冯衍参加的第二个大
的战役，当年，他刚满30岁。

1941年春，英国邀请中国军事
考察团赴缅甸、印度和马来亚，时
任本部少将高级参谋职的冯衍为
考察团成员之一。1941年12月23
日，中英在重庆签署《中英共同防
御滇缅路协定》，中方代表冯衍少
将出席了签署仪式。

中国组建了远征军。已任国民
革命军第七十一军参谋长的冯衍，
改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少将
副参谋长、参谋团副处长、军委会
派驻东南亚盟军总部首席联络官。

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开始
与日军作战，至8月初中英联军撤
离缅甸，历时半年，转战 1500 公
里，给英缅军有力的支援，取得了
同古保卫战、东枝收复战等胜利，
使日军遭到太平洋战争以来少有
的沉重打击。

1942年3月23日，冯衍参加了

在腊戍举行的中英联席会议——
“漂背会议”。会上，冯衍与邱渊两
位将军提出的作战方案，得到腊戍
参谋团和重庆军令部的肯定，成为
最后的决策。

1943年10月至1945年3月8
日，作为杜聿明、陈诚、卫立煌的主
要军事参谋之一，冯衍为远征军完
成中国战略大反攻的全面胜利亦
作出了重要贡献。

远征缅甸是冯衍参加的第三
次抗日大战，时年33—37岁。

三
冯衍在个人资料中填写道：

“南通大树堂人冯衍”。确实，南通
“大树堂”冯氏家族是一个名门望
族，冯衍是第十八代孙。冯家老宅
在南通市区丁古角16号，他10岁
丧父，由寡母苦心操持，带大他们
兄弟三人，他是老大。他得到了四
叔冯善征﹙其子冯雄，著名的收藏
家、水利专家﹚的帮助培养。小时
候的冯衍和冯雄一起坐在老夫子
冯善征身边，听他滔滔不绝地讲述
关于“大树堂”的来源，还有“大树将
军冯异”。“冯异字公孙，曾辅佐东汉
光武帝刘秀争夺天下。他精通兵
法，为人谦和，不居功自傲，当诸将
并坐论功时，他常退避到大树之
下，军中号称其为‘大树将军’……”

听着四叔的讲述，小小的冯衍
在心中暗暗发誓：“长大了，我也要
做一个像冯异那样的‘大树将军’！”
他从江苏省立七中﹙现南通中学﹚
初中毕业，继升入高中学理科。后
又入上海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
但是，“余以外侮日亟，雪耻图强实
以整军经武为先”，遂决计投笔从
戎，即赴南京应试获隽，投入军界。

抗战胜利前夕，冯衍亲笔写下
《自传》，详细记叙自己抗战的经

历。他最后写道：“今者我国抗战
正在争取最后胜利，时局艰巨，致
衍雪耻图强，贲志弥坚，破敌杀贼，
更具雄心，以冀有裨于抗战前途于
毫末也。”

四
1946年春，冯衍承东南亚战区

最高统帅海军上将蒙巴顿勋爵之
邀，因有在同济大学的德文基础，
被派往英、德作军事考察。回国
后，他编写了一本由白崇禧题字的
《考察英德军事记略》，提供给当时
的国民政府军事部门研究。同时，
冯衍改任国防部办公室主任、土地
建筑司司长，并晋升中将军衔。

据1948年 11月 4日上海《大
公报》载：国防部土地建筑司中将
司长冯衍，字卜藩，上月23日，代表
白部长赴临海公干，后因要公亟待
返京处理，随乘小火轮赴海门。是
日，海中风波极大，船身簸颠过甚，
冯衍在船两日一夜，呕吐不已，胃
部大量出血。到海门后，因无法医
治，即再乘江静轮到沪。终因胃部
出血过多，无法医治，延迟三日，至
清晨 5时 25分逝世，享年 40岁。
后来，冯雄的次子冯展也证实：冯
衍患有高血糖症，经不起海上风浪
的折腾，吐血不止而身亡。

冯衍中将英年早逝，被葬于上
海万国公墓。新中国成立初期，他
的家人将冯衍墓迁至位于南通大
码头附近的冯氏祖坟，后又迁至北
濠桥北边的墓地，“文革”期间被
毁，尸骨无存……

这位从南通走出去的抗日战
场上的将军，就这样陨落了。但
是，他以其在抗日战争几大战役中
的卓越表现和现身东南亚对日受
降仪式的高光时刻，为家乡南通赢
得了荣誉和骄傲。

冯衍自传手稿

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合影。左起第二人为冯衍。（左起）冯雄、冯衍、冯善征

冯衍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