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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坦
克
的
﹃
萌
芽
时
代
﹄

战争档案

上 世 纪
前半叶，贫弱
的中国艰难
经营着亚洲
屈指可数的
坦克部队，虽
然它们长期
陷于国内战
事，即便在抗
日战争期间
也没有发挥
太大作用，但
这毕竟是中
国坦克部队
的滥觞。今
天不妨简单
回顾一下，看
看中国的“坦
克时代”是如
何“萌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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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产卡登
洛伊德坦克

新力加盟 顽强抵抗

装甲兵团经过上海、南京之战后，坦克损失过

半。庆幸的是，1938年初，中国向意大利、苏联订

购的菲亚特CV33坦克94辆、T-26坦克82辆陆续

运抵湘潭，装甲兵团遂扩编为第200师，继续投身

抗战。200师是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所倚重的王

牌，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肯轻用。

1939年，日军企图从广西侧击重庆。11月15

日，日军第21旅团在广西南部登陆，随后占领南

宁，中国军队决心收复南宁。12月4日，日军抵达

战略要地昆仑关，中方动用步兵、山炮及从第200

师抽调的15辆坦克展开攻击，其中T-26坦克以

凌厉的炮火迅速压制任何敢于露头的日军据点，

经过反复拉锯后，中国军队最终收复昆仑关，日军

旅团长中村正雄临死前在日记本上写道：“本旅团

在日俄战争中获得‘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们

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

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国人更强的军队……”

从1941年开始，加入二战的美国通过租借法

案向中国提供数十辆M3A1/A3斯图尔特轻型坦

克，这些装备虽然在欧洲战场上毫不起眼，但在机

械化作战程度低下的远东，它们却是可以赢得“无

敌”的地位。中国特别看重这些援助，将其全部配

属给精锐的驻印军，聪明的中国士兵特意在坦克

上涂上老虎的标志：炮管的两边是一对恶狠狠的

老虎眼睛，在正驾驶、副驾驶以及炮塔的前方是巨

大的虎爪，以此震慑日本人。

1944年，中美英盟军发动第二次缅甸战役，

目的是打通滇缅公路，由美国装备训练的中国驻

印军在坦克配合下在缅甸北部连续战斗7个月，

消灭2万日军。尤其一支战车特遣队穿插到日军

第18师团后方，于3月初抵达瓦鲁班东北地区，突

然发现大股日军步兵，中国坦克毫不犹豫地径直

向日军冲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这群惊愕

的敌人，然后乘胜追击，占领日军侧翼的水路渡

口。日军发觉后方被中国坦克截断，除留少数部

队在正面抵抗外，集中全力向瓦鲁班发起反击。

但日军军心已乱，中国军队前后夹击，至3月4日，

日军被包围在瓦鲁班周围的狭小地带。3月9日，

中国步兵在坦克协助下夺取瓦鲁班，并缴获了日

军第18师团的官防大印。此战是中国军人的光荣，

正如东南亚战区盟军参谋长史迪威发给中方的贺

电中所说：“这是全体盟军的光荣！”张韶华 宋涛

鏖战淞沪 浴血南京

1937年8月13日，日军悍然在上海挑起战

事，中国军队投入主力迎敌，双方爆发亚洲历史上

首次现代化战役。国民党军几乎全部坦克参战，

由于市区建筑的限制和机械问题，这些坦克没有

发挥出预期效果。但忠勇的中国坦克兵却以自己

的热血书写了动人心魄的故事。

8月19日，战车第1、2连奉命配合第87师突

击杨树浦日军阵地，起初进展顺利，我军坦克轻松

突入杨树浦一带近黄浦江阵地，但因第87师缺乏

步坦协同意识，导致坦克单独冲入狭窄街市等待

步兵跟进，而日军从两边房屋里发射炮弹，导致多

辆坦克被毁，新婚才两个月的1连连长郑绍俞阵

亡，3辆坦克也被日军拖回阵地，其中就有编号为

58的郑绍俞座车。不过，到当天傍晚，87师终于

突入杨树浦租界至岳州路一带，夺取日军操场、虹

镇等据点，一度使日军防线濒临被切断的危机中。

21日夜，战车第1连奉命将还能作战的5辆

坦克配属第36师沿兆丰路与公平路突进，充当步

兵先导。深夜时分，各部向沙泾港左岸、兆丰路、

舟山路一线发起攻击，1连坦克反复冲杀，连续突

破日军数道防线，即将抵达战斗目标汇山码头，可

伴随步兵仍为日军火力所阻，无法跟上，再次形成

坦克单独突进局面，使坦克又一次蒙受损失。

至9月22日，战车部队因消耗殆尽，不得不撤

离战场，他们在上海损失五分之三的人员装备，但

也击毁日军装甲车17辆，缴获日军上海征兵办事

处太阳旗一面。

当年12月4日，日军逼近南京，中国军队留下

装备德国I号坦克的战车第3连继续抵抗。当晚，

该连第1排由排长钱绍江带领，奉命出击淳化日

军，在第156师步兵的配合下，坦克乘着夜色撞碾

日军毙伤40余人，天明后坦克也被击坏3辆，眼看

大批日军合围上来，钱绍江不得不下令撤退，而其

中一辆坦克中的两个战士来不及撤离，索性一直

隐藏到下午，看到一队仅有轻武器的日军迎面而

来，便操起坦克上还能射击的机枪进行扫射，打得

日军措手不及。没有重武器的日军几次试图靠近

都被击退。两个战士也乘机脱离坦克，可惜一人

在日军调来的迫击炮轰击下阵亡。随着战局持续

恶化，12日傍晚，南京守军陆续收到撤退命令，但

战车第3连却在混乱中失去指挥，官兵只得自行

从挹江门冲向下关码头，他们希望用木船把仅存

的10辆坦克送过长江，可现场把守秩序的部队却

不肯配合，竟在慌乱中砍断拖曳木船的绳索，导致

坦克随波逐流，毫无价值地损失掉了。

■ 苏制T-26坦克 ■ 美制M3A3坦克

■ FT-17坦克

“地方”早于“中央”

与别国不同，中国最先引进坦克的不是中央

政府，而是一方军阀。1922年，奉系军阀张作霖整

军精武，得知法国洋行手里有大批参加过一战的

过剩军火，且价格便宜，于是大手笔采购，这其中

就有时髦的FT-17型坦克。首批10辆坦克于1924

年运到，它们大部分只配备机枪，一些负重轮居然

是用木头做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次品”。奉

军以FT-17坦克组成战车队，参加了1926年入关

作战，同北伐军较量。

1927年10月，来自晋绥地区的傅作义袭占北

京和保定之间的涿州城，严重威胁奉军补给线，张

作霖命儿子张学良指挥3万大军反攻，特意把战车

队配属过来，严令：“哪怕涿州城是铁打的，也得给

我打下来。”从10月15日开始，奉傅两军恶战3个

月，奉军除了步兵攻击、坦克支援、飞机轰炸外，甚

至连燃烧弹和毒气弹都用上了，但涿州城一直未

破。战斗中，奉军的6辆FT-17坦克由步兵引导，

开到护城河边，用枪炮轰击城墙垛口后面的傅军

士兵，但两辆坦克在费力转向时被眼疾手快的傅

军用炮摧毁。傅作义一直防守到1928年1月5日，

涿州城内弹尽粮绝，不得不向奉军求和，一身豪侠

心肠的张学良爱惜这位英雄，允许其率部体面地

离开涿州。

1928年，继张作霖出任奉军统帅的张学良宣

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剩余坦克也纳

入东北边防军序列。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

变”，停放在沈阳北大营的FT-17坦克不幸落入敌

手，结束了中国第一支坦克部队的历史。

1928年，蒋介石操纵的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

完成国家统一，随即开始军队整编。当时，财政部

为自己控制的税警总团购买了24辆英国产卡登洛

伊德坦克，这种超轻型坦克全重只有1.5吨，里面

仅可容纳两名成员，武器是一挺维克斯重机枪，它

的最大优势是能水陆两栖机动，适合在江南水网

地带作战。1929年3月，国民党军教导第1师接收

税警总团移交的18辆卡登洛伊德坦克，成立战车

队，是为中央系装甲部队之始。1933年日军进犯

华北，长城抗战爆发，面对日军在炮兵和装甲兵方

面的优势，作战不力的中国军队之后更加重视机

械化兵种建设，1934年通过怡和洋行从英国购来

维克斯坦克32辆，加上若干三轮摩托车，将原有战

车队扩编为战车营。1936年7月，机械化部队正

式成为独立兵种，官兵军衔用银白为底色，自成一

系。1937年初，向德国购买的17辆I号B型轻型坦

克相继到货。5月，战车营扩编为陆军装甲兵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