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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淞沪会战与上海、南京的陷落  

日军在南京制造大屠杀暴行  

    “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了全国作战指导计划及战斗序列，确定淞沪地区划归第３战区，分配此战区兵力

为１９个师、６个旅及炮、工兵等特种部队共２０万人，并确定这一战区作战方针是 •：巩固首都及保有经济策源地，迅速围攻上海市区

附近的敌人，并破坏其在沿江沿海登陆的企图。此时，趁日本大量援军尚未赶到，第９集团总司令张治中决定对上海市区的日军发动进

攻。淞沪会战第一阶段展开。  

    8月１５日拂晓，第８７、８８师开始攻击，中国军队作战英勇，迅速夺得八字桥、持志大学、沪江大学等地及日海军操场等据点。中

国空军积极参战，配合地面部队轰炸日军据点及军舰，炸伤日第３舰队旗舰“出云”号，并在上海、南京上空击落日机４０余架。中国海

军与日本海军在长江进行激战，又征集船只，堵塞长江航道，以防日舰向西入侵。中国军队初战顺利，战果明显。但此时蒋介石仍寄希望

用外交手段制止日本的侵略，接连三次下令暂停进攻，贻误了战机，没能在短期内歼灭上海现地的日军。  

  ８月２３日，日军上海派遣军第３、第１１两个师团，在吴淞口、狮子林、川沙口等地强行登陆，向宝山、月浦、罗店、浏河一线发

起猛攻。淞沪战役进入第二阶段。张治中急令第８７师支援吴淞、第９８师向宝山、浏河一线前进，进行反登陆作战。此时，陈诚率第１

５集团军的４个师也加入战斗。作战重点由市区移至上海以北地区。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再加上这一带水网密布，日军前进十分困

难。日军第１１师团经６昼夜的激战才占领罗店，但仅前进了９公里。９月５日，日军重兵进攻宝山城，守军官兵在营长姚子青的率领

下，拚死抵抗，直至城陷，全营壮烈牺牲。日军在此阶段损失惨重，两个师团伤亡人数4000余人，而且未能完成实现占领上海以北地区的

预期目标。  

   日军进攻失利后，第二次向上海大举增兵，先将台湾的重藤支队、华北方面军的１０个大队及炮兵、工兵、野战重炮兵一部转用上

海，后又从国内抽调第９、第１３、第101师团赴上海参战。９月１８日后，战役进入第三阶段，中国军队转入守势。此时蒋介石代替冯

玉祥担任第３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作战，并增调第１０、第１９、第２１集团军加入上海战场。中日军队在刘（行）罗（店）公路、蕴藻

浜、大场及苏州河沿岸展开激烈的争夺战。１０月２６日，大场失守。次日中国军队撤至苏州河南岸。第８８师524团一营官兵400余人在

团副谢晋元率领下，为掩护大军撤退，固守闸北四行仓库四天四夜，击退敌人６次进攻，毙敌200多人，完成任务后撤至上海公共租界。

谢晋元一营英勇的战士被世人誉为“八百壮士”。３１日后，敌人继续强渡苏州河，敌我在此线反复争夺，苦战１０余日。中国军队由于

兵力布置过密，每个师正面作战宽度只有1300米，在日军的猛烈炮火下，损失极重。  

  １０月初，日军决定第三次增兵上海，先由华北抽调第６师团和第１８师团、第１１４师团组成第１０军协助上海派遣军作战，后又

从华北调第１６师团编入上海派遣军。日军在淞沪战场的总兵力达到９个师团，日军侵华主战场转移到了华东。１１月５日，日军第１０

军在杭州湾北岸金山卫登陆。中国军队在此防御薄弱，被日军迅速击破。日军呈钳形攻势对上海进行两面夹攻，中国军队腹背受敌。１１

月７日，日军参谋本部下令组成华中方面军，松井石根任司令官，统一指挥上海派遣军和第１０军。  

  １１月８日晚，保卫上海的各部队受第３战区指挥部命令开始向苏州、福山一线撤退。由于部队长期苦战，消耗过重，转移又缺乏准

备，因此行动混乱。撤退途中又遭日机狂轰乱炸，损失惨重。１１月１２日，日军进占上海，并向西追击中国军队，先后占领常熟、苏

州、嘉兴。淞沪战役结束。  

  淞沪战役，日本侵略者多次增兵，先后投入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部队14个半师团，约28万人，动用军舰30余艘，飞机400余架，战车300

余辆。中国参战的军队共６个集团军，总兵力70余万人。中国广大官兵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同仇敌忾，以劣质装备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军进

行了殊死搏斗，共毙伤日军４万余人，坚守上海三个多月，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一举灭亡中国的迷梦，并为上海工厂内迁，保

存经济实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１１月２０日，国民政府就从上海撤退发表宣言说：各地将士，闻义赴死，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

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虽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金石，临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

础。中国军民在上海的英勇抗战扩大了中国军队和政府在国际上的影响，改变了一些国家和某些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不能抵抗日本的看法，

提高了中国抗战的信心。  

   上海沦陷后，日军兵分三路，水陆并进，向西追击，南京危急。１１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连续三次召开高级幕僚会议，研究南京保

卫问题。２０日，国民政府作出迁都重庆的决定。２６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防守南京部队的战斗序列及部署。唐生智为南京卫戍 

司令长官，率７个军１４个师作三线防守：第一线为南京外围山地，守龙潭、汤山、淳化镇、牛首山一线；第二线为南京附近要塞，守紫

金山、孝陵卫、高桥门等一线；第三线为南京城廓。守军兵力１０余万人，但多为从淞沪战场后撤部队，未及修整补充，战斗力很差。  



  １２月１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华中方面军与海军配合攻占南京的命令。１２月５日，守军与沿京杭路北进的日军在句容发生战斗，南

京保卫战拉开序幕。至８日，日军先后占领南京东面的汤山、东南的湖熟、淳化镇及南面的秣陵关和江宁镇。南京外围防线被突破。１０

日，日军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发起猛攻。同日，日军一部开向浦口，切断南京守军的后路。１１日，守军退入南京城廓防

守。１２日，日军开始向南京城发起进攻。中国守军进行了拚死的抵抗，并在城中与日军进行了巷战。当晚，唐生智奉命下令各军突围。

突围时，由于缺乏组织指挥，除少数部队向东南突围到皖南地区外，大部战死或被俘。１３日上午，日军第６、第114、第９、第１６师

团分别从中华门、光华门、中山门和和平门进入南京城。同日，日本海军进占下关，中国首都南京沦陷。  

  日军在占领南京后，为了“膺惩”中国，摧毁中国抗日军民的抵抗意志，对被俘的中国战俘和南京和平居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

杀。据战后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定，南京大屠杀长达６个星期以上，30万人惨遭屠戮。东京《日日新闻》随军记者铃木二郎记述说：我随同

攻陷南京的日军一道进城，在城内待了四天，目南击日军暴行。接连不断的散兵壕，都填满了烧得焦烂的尸体，马路中间横倒的许多木柱

下面，压着的都是尸体，四肢断折飞散，有的缺肢少腿，身首异处，不啻是一幅地狱图画。被杀害者当中除了大量战俘外，更多的是平

民。据不完全统计，遭集体屠杀并焚尸灭迹的共有19万人，零星屠杀经慈善机构收埋的尸体有15万具。屠杀有枪杀，刀砍、活埋、烧死等

残酷方式，不一而足。在大屠杀中，还有大量的妇女被日军强奸、轮奸、奸后杀害，据统计，这类暴行数量高达２万起以上。上至70岁的

老妪，下至幼女，无论知识女性、村妇、家庭妇女甚至女尼都成为日军污辱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还对古城南京进行了野蛮的劫掠和焚

烧，据记载：全城成千上万所私人住宅，无论是被占据的还是未被占据的，大的还是小的，中国人的还是外国人的，统统被日本人肆无忌

惮地洗劫一空。所的金银、玉器、古董、物饰、名人字画、牲畜、被褥、衣物及至香烟、鸡蛋、钮扣都在日军的劫掠范围之内，实在抢不

走的就纵火焚烧。战后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对南京大屠杀负有直接责任的日军第６师团长谷寿夫的判决书中这样写道：日军锋镝所

在，焚烧与屠杀常同时并施，我首都为其实行恐怖政策之对象，故焚烧之惨烈，亦无与伦比。城陷之初，沿中华门迄下关江边，遍处大

火，烈焰烛天，半城几成灰烬。  

  日军在南京城的屠杀、纵火、奸淫、抢掠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完全丧失人性的疯狂与野蛮。南京大屠杀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

和感情上的伤痛是永远抹不掉的。日军这一亘古罕见的暴行，是日本民族的耻辱，是对人类性灵的亵渎。但是，南京大屠杀并没有吓倒中

国军民，相反更激发起中国军民对日本的侵略者无比的愤怒和坚决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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