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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大旱之望雨
“若大旱之望雨”，这一成语的意思是好

像大旱的时候盼望下雨一样。比喻渴望解除
困境。典出《孟子·滕文公下》。

战国时，孟子听说都于睢阳的宋国要实
行仁政，便带着他的学生们到宋国来，打算助
宋国一臂之力。《孟子·滕文公下》记载：万章
（孟子的学生）问孟子：“宋，小国也，今将行王
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曰：“汤
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
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
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
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
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
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
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
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
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雠也。’‘汤始
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
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
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
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
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有攸

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
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
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
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太誓》
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
张，于汤有光。’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
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
何畏焉？”

这段话的意思是：万章问孟子，作为小国
的宋国行仁政，齐、楚两个大国厌恶，要打宋
国怎么办？孟子给万章讲了商汤伐夏的故
事，说，夏朝末年，以商汤为国君的商国与葛
国是邻国，葛国的国君放肆而不祭祀，商汤派
人去问他们为什么不祭祀，葛伯说：“没有祭
祀用的牛羊。”商汤派人给他送去牛羊，他将
牛羊宰吃了，仍不祭祀。商汤派人问为什么
还不祭祀，葛伯说：“没有祭祀的谷物。”商汤

让亳（今商丘）的民众去帮助葛国种地，老弱
为其送饭，葛伯就率人抢夺所送的酒饭，不给
就杀。商汤见葛伯无可救药，就征伐他。天
下的人都说，商汤不是要夺天下，而是为被杀
的人们报仇。商汤伐夏便从此开始，十一次
出征，所向披靡。为什么？因为成汤得人
心。他向东面征伐，西面的人埋怨，向南面征
伐，北面的人埋怨，都说：‘为什么不先打我们
这里？’民众盼望商汤，如大旱中盼雨。商汤
的军队所到之处，买卖人不停止交易，庄稼人
不停止耕作，也不躲避。商汤诛杀那里残暴
的国君，安抚水深火热中的民众，民众皆大欢
喜。周武王也像成汤一样，攸国不愿称臣，就
进行东征，以便安定那里的人们。攸国的官
员把绸帛捆好，放在筐子里作为见面礼，请求
和周王相见，以此为荣。老百姓则箪食壶浆
迎接周兵，甘愿做大周国的臣民。周王征伐

攸国是为了解救那里的百姓，因此受到拥
戴。《尚书》说：‘发扬我的威武，攻进到邘国的
疆域里去，杀死邘国残暴的国君，把那些该死
的统统杀光，这功绩比商汤还要辉煌’。宋偃
王如果实行仁政，天下都会抬头仰望，盼着他
早日到达，拥戴他为君王。如此，齐国和楚国
虽然强大，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孟子对宋王偃充满信心。他认为只要真
正实行仁政，称霸诸侯不一定必须大国，小国
也可以称王于天下，即统一全中国。他说：

“依靠实力称霸诸侯，这必须大国才能够办
到；而以德来实行仁政从而使人顺从，称霸于
天下，就不必要大国，小国也能办到。商汤仅
依靠方圆七十里的土地，周文王仅依靠方圆
百里的土地，因为实行仁政，深得民心，使天
下归顺。依靠实力迫使人家服从，人家不会
心悦诚服，只不过是因为实力比不上罢了。
依靠仁德来使人服从，人家就真心实意地顺
从了，好比是七十多位弟子归顺服从孔子那
样。”

之后，孟子“若大旱之望雨”的话就成了
成语，被人广泛运用。如：“敌占区盼望八路
军到来，若大旱之望雨。” （11）

说起商丘的地缘优势，我们总是会说商丘地处
豫鲁苏皖四省辐辏之处，地势平坦、交通方便，为兵
家必争之地。但这种优势在战争时期，往往代表着
更残酷的战斗在这里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
商丘位于郑州、武汉、徐州三角地带中间位置，具有极
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日军重点争夺的战略目标。

商丘沦陷是从 1938年 5月 12日日军首次攻陷
永城县城开始的，接着5月18日民权县城失陷，5月
25日夏邑县城失陷，5月26日虞城县城失陷，5月29
日商丘县城失陷，5月 30日宁陵县城失陷，6月 1日
睢县城失陷，6月3日柘城县城失陷。前后23天，整
个商丘地区便成为沦陷区，商丘人民从此开始了长
达7年时间的抗日斗争。

日军为攻占商丘动用了大量的兵力，预先进行
了缜密的战略部署。5月12日至18日，日军为了进
行徐州会战，分别派出华中派遣军第十三师团和华
北方面军第十四师团及暂配十六师团之酒井支队，
南从蚌埠，北从菏泽，直取永城和兰封、民权，以包抄
徐州守军，切断陇海路交通为目的。

5月 19日，日军占领徐州后，为实现西夺郑州、
南攻武汉、占领中原的战略企图，从5月21日起又兵
分南、北两路，向西推进。其中的南路由日本华中派
遣军第十师团担任主力，从徐州向西南进攻永城、柘
城、太康一线；北路由华北方面军第十六师团担当主
力，从徐州向西沿陇海铁路推进。为了配合策应南、
北两路的进攻，日军又派出关东军第十三混成旅团
从山东兖州南进，对商丘进行三面围剿。

当时驻守商丘的中国部队共有 4 个师 25000
人。这4个师分别是驻守河南的第八军第四十师和
第一○二师，原驻防广东的一八七师和原驻防湖北
的二十四师。4支部队全部由第八军军长黄杰统一

指挥。
在兵力分配上，军部驻商丘县城西关；第四十师

的一个团守备夏邑，另两个团守备商丘县城和商丘
车站；第一○二师守备砀山一带；一八七师守备商丘
县城以东的第一国防工事线（由张阁至店集一线）和
第二国防工事线（由平台至阎集一线）；第二十四师
为总预备队，驻守商丘县城和朱集之间。

从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上来看，当时的中国守
军都处于劣势。但在战斗中，绝大多数时候中国守
军依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当日军十六师团从徐州
西进时，守备砀山的一○二师触敌即溃，不战而退至
商丘。守备夏邑一个团奋力抵抗，与日军激战一昼
夜，不敌而弃城。当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大举西犯
时，在第一和第二国防工事线上，均遭到守军一八七
师的顽强抵抗，但在敌人连续进攻下，第一、第二国
防工事线连续被攻破。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5月27
日的商丘车站，也就是朱集。当日，日军三次攻进车
站，中国守军三次收复车站。这场拉锯战中，双方都
付出很大代价。此时，国民党第八军军部即由商丘
县城西撤，仅留下一八七师的一个团坚守商丘县
城。为保卫商丘县城，中国守军伤亡过半，县城也最
终于5月29日失守。

日军占领商丘县城后，继续西犯，5月30日占领
宁陵，6月1日占领睢县，6月3日占领柘城、杞县、通
许，6月 5日占领开封以南的朱仙镇。原屯踞在兰
封、民权一带的日军第十四师团于6月6日乘机攻陷
开封。此时，蒋介石惊恐万分，为阻止日军继续西
犯，置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下令炸开了黄河花园
口。滚滚黄河水沿贾鲁河南下，淹没了豫皖44个县
市，使1000多万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此后，豫
东便以新黄河为界，分为了水东和水西两部分。

日军侵占商丘的暴行
1938年5月12日，日本侵略军攻陷永城县城，至6月3日攻陷柘城县城，短短23天时间，商丘全境沦陷。

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惨遭日军的侵凌屠戮，甚至全家、全村被杀。这一笔笔血债，
一桩桩冤案，是商丘历史不能忘却的血泪记忆。

日军进攻，国民党军溃败，国民党第二行政区督察专员
李正韬带领200余人，拉着10辆大车的家什财物，向西南逃
跑。1938年5月31日逃到还没有沦陷的柘城官庄集，美其
名曰“流亡政治”。柘城沦陷后，他又逃向鹿邑、郸城一带的
国统区，后转驻南阳。商丘下属各县的国民党政府要员们
除永城、夏邑、虞城的县长留下抗日外，其余都逃之夭夭。
之后，第二行政区督察专员连换几任，但都是飘弋于国统区
周口、鹿邑一带，从未到商丘就任，更谈不上组织抗日。所
以商丘沦陷后，除了各县的国民党抗日政权外，商丘行署在
这里名存实亡。日伪政权随之在商丘各地建立起来。

日本侵略军攻陷商丘后，由华北派遣军骑兵第四旅团
接替日军第十六师团和混三旅团，长期驻防朱集。日军在
商丘建立日伪政权和“日本陆军特务机关”（1939年10月成
立，1942年更名为“日本陆军归德联络部”），推行殖民统治。

在商丘沦陷初期，日军推行“以华制华”方针，在各县收
罗汉奸，成立所谓的“治安维持会”，后又改为“县政筹备处”
和“县公署”，在县以下成立“良民区”，建立保甲制度，实行
居民连坐政策，大搞法西斯专政。

1939年 6月 1日，伪河南省署在商丘成立豫东道尹公
署，委任王汉民为道尹。道尹公署内设秘书科、警务科、财
政科、教育科、建设科等部门，帮助日军拉丁派夫，筹粮送
款，打寨墙、挖寨壕、修碉堡，建立日伪据点，强制人民学习
日语，灌输“顺民”思想，进行奴化教育。在柘城沦陷后就当
了汉奸的张岚峰，被日军委任为“豫东招抚使”。其后在商
丘成立“豫东招抚使公署”，在商丘各地大肆扩充伪军，拼凑

“豫皖剿共军”，后又在日本特务头子大迫少将操纵下，改为
“中央和平救国军第一军”，充当日军鹰犬。

在日伪政权的统治下，商丘社会秩序极度混乱，地主恶
霸势力猖獗，社会沉渣泛起，土匪、会党林立，什么“杂八队”

“呼隆队”等名目繁多，所谓“三里一队长，五里一司令”。他
们盘踞地面，各霸一方，有的投降了日军，有的打着“抗日”
的旗号扰民，如永城的王福来、夏化中、窦俄、“两黄加一周”
（黄殿臣、黄殿银、周德新）、大秋叶子（黄继昌）、小秋叶子
（黄子元），还有睢县的张心贞、夏锡岭等，都是这些地方伪
顽恶势力的典型。在这种混乱的环境中，商丘人民备受日
本侵略者和伪军政当局的欺凌，生活也陷入水火深渊。

（市委党史研究室为采访提供帮助）

日军占领商丘后，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沦陷区，
一个个城镇乡村化为废墟，大量无辜的人民惨死在
日军的屠刀之下。

1938年5月12日，日军攻陷永城，放火焚城，县
城处于一片火海之中。当时百姓编了一首歌，记录
下日军暴行：“四月里到十三（阴历），日本鬼来到县
东关，头一炮打倒三台阁，放起火来烧四关，不知房
子烧多少，狼烟咕嘟七八天。”日军当时在永城三五
成群到大街小巷搜查，一次抓捕 30余人，全被押到
县城东南角的南店子集体枪杀。县城东关一个打卖

水的穷人，被日军闯见，用刺刀活活挑死。布店戴庆
章的哥哥躲藏屋内几天没吃饭，晚上做饭时被日军
发现，当场被杀。

据史料记载，仅1938年5月至9月的4个月时间
里，日军在商丘制造的较大规模的烧杀事件就发生
9起，杀死无辜百姓 1400余人。比如，5月 22日，日
军在夏邑韩镇，一次就残杀群众100余人。其中，几
十个村民被当作活靶子屠杀。村民王夏云的父母被
他们残忍地活剥了人皮。5月 28日凌晨，日军进入
商丘县毛堌堆村，处于睡梦中的村民被日军枪杀

23天商丘沦陷

日军在商丘的暴行

175人。当日，在柳林集，日军的进犯遭到抵抗后，枪杀村
民67人，村中300多间房屋被烧成灰烬。6月12日，日军以
抓捕游击队为名，包围了商丘县老南关，80余人被抓到宋
修道大院内，枪杀后又浇上汽油焚烧，残忍至极。8月 20
日，日军在永城县西十八里村，又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血
案，杀害无辜平民184人。其中，全家被杀绝者10余户，村
民王文光一家七口，被杀六口，王文光的母亲连同怀中抱着
的不满周岁的婴儿一起被日军用刺刀刺死。

占领商丘后，日军制造的血案数不胜数。这笔笔血债，
记载了日军的残酷暴行，可谓罄竹难书。这次血案，警醒大
家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日伪统治下的商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