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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台儿庄大捷 武汉、广州沦陷   

  经过忻口会战、淞沪会战后，中国方面虽遭受巨大损失，失掉了大片国土，但军队主力未受毁灭性的打击，士气犹存。1938年１月，

蒋介石开封召开第１、５战区团长以上军官会议，在洛阳召开第２战区团长以上军官会议，先后处分了几十名作战不利，延误战机的高级

将领，处决了违抗军令，不战而逃的山东省主席、第３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第６１军军长李服膺等人，以整肃军纪。  

  日军攻占南京后，气焰更为嚣张。1938年春，日军继续扩大战争，上半年的作战目标就是占领徐州，打通津浦线。２月18日日军大本

营解除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及第10军的战斗序列，组建华中派遣军，畑俊六大将任司令官。  

  日军攻占南京后即分路北上，进占江都（今扬州）、六合、滁州、全椒等地。1938年初，日军从全椒出发，连陷明光、池河、临淮

关、凤阳、蚌埠等地，实际上造成由南线威胁徐州之势。  

  徐州地处津浦铁路与陇海铁路交叉处，扼苏、鲁、豫、皖四省要冲，是中原和武汉的重要屏障，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为确保以徐

州，第５战区总司令李宗仁调集４个军９个师８万多部队阻击南线之敌，并与日军形成夹淮河对峙的局面。  

  与此同时在北线山东境内，日本华北方面军第２军分两路南下。３月１３日，其第１０师团从滕县附近两下店发起作战，随后向滕县

发动进攻，其第５师团则配合作战，于２２日向临沂发动进攻。守卫滕县的中国军队第41军第122师3000人在师长王铭章的指挥下，浴血

奋战三个昼夜，最后几乎全部壮烈牺牲。３月１８日，滕县失守。日军第５师团在临沂同样遭到了顽强的抵抗，苦战十多天，付出重大伤

亡后，未能攻陷临沂。攻陷滕县的日军濑谷支队继续冒险前进，向台儿庄发起进攻。  

    第５战区利用滕县和临沂战斗的时间在台儿庄一带布阵迎敌。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３０公里的大运河北岸，有铁路支线北连津浦路，南

接陇海路，是徐州北部的门户。第５战区命令孙连仲第２集团军３个师防守台儿庄正面阵地，汤恩伯第20集团军则埋伏在峄县一带，准备

侧击敌人。  

    ３月２３日，日军濑谷支队开始攻击台儿庄，守卫部队第３１师池峰城部与之展开激战。３０日，日军一部攻入台儿庄东半部，庄内外

争夺战更为激烈。至４月３日，台儿庄大部已部日军占领，守军牺牲十之七八，但据守庄内西南一隅，拚死抵抗。在台儿庄外围，孙萱桐

第３集团军截断沿津浦路南下敌人的通道，使其无法增援。汤恩伯部在刘庄、马庄、柿林园各村各歼敌一部。张自忠、庞炳勋则在临沂城

外扭住第５师团的增援部队，使其不能与濑谷支队会合。这些外围的胜利，有力地支援了台儿庄的作战。经过半月激战，日军伤亡超过万

余人，已无力再战，遂于４月６日下令撤退。中国军队趁势反击，肃清台儿庄之敌。  

    台儿庄大捷，是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使全国军民受到极大鼓舞。许多国家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报道，

这被认为是日本建立现代化军队以来遭受的第一场引人注目的大惨败。台儿庄作战，日军濑谷支队冒险突进，孤军深入，缺乏有力配合，

难逃失败命运。中国军队英勇无畏，表现了爱国主义精神。在战略布署上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集中优势兵力，对敌分割包围，给敌人

以歼灭性的打击。  

    台儿庄战役后，日军继续执行徐州作战计划，４月７日，日军参谋本部下达徐州作战命令，以华北方面军为主，与南线的华中派遣军南

北对进，包围中国军队主力于徐州地区并予歼灭。日军用于徐州作战的兵力达到８个师团１６万人。４月１８日，日军北线首先发动对徐

州攻势。南线日军于２３日从芜湖渡长江，向北进攻。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综合各方面情况，面对日军意图，采取一面吸引敌人主力于徐州，为保卫武汉争取时间，一面边打边退伺机突围的

战略。经过近一个月的激战，５月１６日，军事委员会决定放弃徐州作战计划，下达向西南方向突围的命令。５月下旬，各路大军先后突

出重围，抵达豫皖山区。少数部队留在苏北、鲁南地区进行游击战。徐州突围的成功，再次粉碎了日军一战围歼我军主力的计划。５月１

９日，日军占领徐州。  

    攻占徐州之后，日军将战略重心转向华中攻取武汉。日本统帅部认为：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后机会，只要控制中原，实质

上就能统治中国。1938年５月２９日，日本大本营命令华中派遣军与海军协同由芜湖沿长江西进，向安庆发起攻击，拉开了武汉会战的序

幕。  

  中国政府根据形势，判断敌人在打通津浦线后，必然把下一个目标指向武汉，及时部署了保卫武汉的准备工作。由于武汉的地理条件

难守易攻，因此把防御战线布置在武汉外围，具体即依托大别山脉和赣北山地阻敌。据此，决定以程潜第１战区主力驻防信阳以北，平汉

路以西；以李宗仁向５战区主力防守武汉以北大别山区；以陈诚第９战区防守长江以南地区和武汉，陈诚兼任武汉卫戍区总司令。总兵力

约47个军，120多个师，近100万人，另有飞机200架，舰艇３０余艘。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参加了保卫武汉的作战。  

  1938年６月１３日，日军在未受到有重大抵抗的情况下占领安庆，并继续向西前进，连陷马当、彭泽、湖口，７月２６日陷重镇九



江。这些城镇的失守，使长江江防门户洞开，中国军队在长江沿岸的防御处于不利地位。７月４日，日本大本营发布华中派遣军新的作战

序列，以畑俊六为司令官，下辖原属华北方面军的稔彦王第二军和新建冈村宁次第１１军，总兵力达到１４个师团。加强对武汉的攻击力

量。  

    ８月２２日，日本大本营发布命令，要华中派遣军协同海军攻占汉口附近要地，同日，华中派遣军决定自大别山北麓、长江及其北岸地

区依次向西攻击；长江南岸日军则集中兵力于九江西南地区，准备直接攻占武汉三镇。北路日军第２军自８月下旬分兵两路开始行动，一

路经六安、光山进攻信阳，后沿平汉路南下武汉；加一路由六安、霍山，越过大别山，与南下日军遥相呼应，从北面对武汉实行大包围。

第１１军在长江北岸进攻广济，主力在长江以南兵分两路：一路向瑞昌以西地区进攻，另一路向德安、永修攻进。  

    中国军队面对敌人的进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８月底，防守大别山北麓的第２集团军依靠有利地形，背靠大别山英勇抗击日军的进攻。

宋希濂第７１军坚守商城以东富金山阵地，与日军第１３师团激战８昼夜，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在新店、沙窝一带日军同样遭到中国军队

的顽强阻击，激战月余，死伤４千余人。直到１０月１２日，北路日军才占领信阳，完成预定任务后，南下武汉。  

    沿长江两岸前进的日军进展也十分困难，在江北西进的第６师团，平均每天只能前进４公里。在江防要塞田家镇，中国守军在此与日军

从９月１７日激战至２９日，毙敌1100多人，自已也付出重大牺牲。此路日军由于田家镇之战伤亡巨大，不得不迟至１０月１７日才又开

始重新向武汉发动攻势。在长江南岸，日军受到第９战区中国军队的阻击，第106师团在万家岭地区几乎全军覆没，第101师团师团长伊东

政喜也被击伤。  

    自１０月中旬以来，各路日军对武汉地区形成了包围之势，再固守武汉已失去意义，国民政府军委会于１０月２４日下令放弃武汉三

镇。同日，著名的“中山舰”在武汉上游被日军飞机炸沉，舰长萨师俊及大部分官兵壮烈牺牲。２５日，日军第６师团进占汉口。２６日

波田支队攻占武昌，２７日占汉阳。到１１月中旬，日军完成对武汉外围的作战，占领通城、岳阳等地，武汉会战结束。  

    保卫武汉，是中国抗战正面防御中规模最大的战役。战役持续４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数百次。日军死伤４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近

４０万人。  

    保卫武汉是全国团结抗战的高峰。全国各界同胞表现了前所未有的爱国热情，并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长江局，积

极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支援前线。由郭沫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联合文化界爱国人士，进行抗战和保卫武汉的宣传鼓

动，取得巨大成效。７月，在第三厅发起的抗日献金运动中，人民群众纷纷表现出“毁家纾难”的抗战热情。据郭沫若记载：五天之内，

武汉三镇参加献金的人达到100万人次，总额法币100多万元。献金者从富人到乞丐，各色人等都有。许多穷苦人不止献金一次两次。100
多万元的数目，很大部分是靠这些穷苦的爱国者一角两角、一分两分地凑起来的。  

    为封锁中国沿海，切断华南方面的国际援华补给线，1938年９月７日，日本大本营御前会议作出决定，由陆海军协同进攻中国南部沿海

重要城市广州，并策应华中派遣军占领武汉。当日组成第２１军，由古庄干郎为司令官，辖三个师团进攻广州。１０月１２日，日舰进入

大亚湾内并登陆成功。  

    防守广东的第４战区，对广东战事缺乏准备，未作抵抗即行撤退。１０月２１日几乎在占领武汉的同时，日军占领广州。  

    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日本国内及台湾、东北、朝鲜等地举行了大规模的祝捷大会，宣扬天皇及“皇军”的“辉煌”胜利。日军虽达

到其夺取武汉的目的，但有生力量却进一步受到消耗；而其通过战争迫使使中国屈服、解决“中国事变”的目的并未实现。攻占武汉标志

着日军战略进攻已达到极限。侵略者陷入了长期战争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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