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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三”战后的虹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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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初，随着中国军队撤出沪西地区，日军跨过苏州河，占领了曾是激烈战场的西郊虹桥一带。为防止抗日游击队活

动，占领当局将该地区层层封锁起来，禁止民众出入。迨至次年初春，随着战局渐趋稳定，经权衡利弊后，日军向中外人士重新

“开放”这一地区，当地居民与重返家园同时，也将“八一三”之战的恐怖阴影再次带回家中。 

中国军队撤退时，遗弃了大量的炸弹和手榴弹，这些杀伤力极强的武器在整个虹桥地区俯拾皆是。于是，被日本人收买的汉奸便

将这些武器偷运至已成“孤岛”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用以制造恐怖事件。据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英文《中国杂志》报道：“最常

用的是一种外号叫‘木柄榴弹’的手榴弹，弹头是只状似香烟盒的铁罐，里面装满炸药，与一个长约一英尺的木柄相连，一撞到

物体就引爆。不少宣传抗日的中国报社都遭到这种手榴弹的袭击。” 

由于中国军队仓促撤退，留下了大量来不及埋葬的战死者遗骸。日军占领虹桥后，故意不及时埋葬这些尸体，他们认为这对占领

区里的民众是种威慑。但长时间地曝尸荒野会造成瘟疫肆虐，所以“开放”后，日军允准公共租界工部局工务处、卫生处和上海

慈善组织——普善山庄着手掩埋这些尸体。 

在虹桥向外国人“开放”后的某个星期日，德国友人王安娜女士与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先生造访了这一地区，王安娜在她的《中

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中写道：“我们怀着做噩梦一样的心情，在瓦砾遍地的街上走着。到处是断壁残垣，周围像死一般的

寂静。这些死寂的街道，如果说正在修复的话，也只限于大街。在日军监视下，中国苦力正在做修复作业。不过，由于日军禁止

埋葬战死的中国士兵遗骸，以致苏州河南岸的原野尸骸遍地。这里曾被日军炮火集中猛轰，尽管战火炽烈，中国军队还是据守了

数周，以阻挡日军过河。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紧握的拳头，那里可以看到腐烂的胳膊和骷髅。许多士兵的尸体都已无从辨识，只剩

下军服的布片和标志。” 

与此同时，映入正在现场采访的《中国杂志》记者眼帘的，同样是一幅异常恐怖的惨象：“整排整排的中国士兵死于机关枪、大

炮或炸弹的火力，其中还有不少中国平民尸体，包括妇女儿童，他们一直躺在几个月前他们倒下的地方，许多尸体已被饿狗啃咬

得残缺不全，惨不忍睹。” 

令人倍觉凄惨的是，这些饿狗原本并非野狗，而是当地居民豢养的家畜，有些还是原住在虹桥路一带外侨家中的宠物。战争爆发

后，许多外侨人家遭到抢劫，或住所被炮火击中，至于中国人聚居的村庄，作为日军攻击目标，更是被密集的炮火整村整村地夷

为平地。狗主人不得不弃家逃难，也就无暇顾及这些昔日宠物了，于是它们三五成群地四处觅食，最后只得靠吞噬人肉苟且偷

生。 

而与这可怕场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地居民面对这些死尸，竟显得异常平静甚或是冷漠。王安娜写道：“在腐烂散乱的尸体

旁，人们若无其事地走来走去。他们看也不看尸体，对他们来说，这已是司空见惯。在断壁残垣旁，农民们尽量避开尸体挥锄掘

土，他们怎么也不愿离开自己的土地。掘土的时候，他们的家属围坐在只剩下烧焦木桩的家门前，生火取暖。”战争的恐怖虽然

使中国民众变得神情麻木，但又有谁清楚他们内心深处在想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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