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国力损耗过巨急剧表面化
日本是一个岛国，战略物资

缺乏，主要依赖输入，而当时日
本的经济实力并不很强。 为了进
行武汉会战，“连学校教练用的
步枪都被收回”， 用于装备扩建
的军队。 更由于兵员的不断增
加，国内劳力、粮食、能源均感不
足。 武汉会战结束后的

1939

年，

日本军费的支出已达
61.56

亿日
元，已远远超出了日本国家的储
备量，从而使“日本国力穷困急
剧表面化”， 已经失去了充分保
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从
而“加重了中央统帅部首脑的痛

苦和压力”， 以致其参谋总长和
陆相自称：“外强中干是我国今
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
了”。 大致在武汉会战之后，日军
的编制、 装备和部队战斗力，总
的来看比会战前有所下降。 这也
是日本不得不改变其政治和军
事战略，企图“以华制华”“以战
养战”的重要原因。

武汉会战中中国广大官兵总
体上是英勇顽强的， 曾大量杀伤
日军，并给日军以重大打击。但由
于最高决策者及有些高级将领作
战指导上欠妥， 以致在消耗敌人

的同时过多地消耗了自己
(

阵亡
将士人数， 军事委员会统计为
254628

人，加上负伤超过
40

万
)

，

主要原因是战役上单纯地进行阵
地防御，与日军拼消耗。

总而言之， 武汉会战在抗日
战争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是抗
日战争的转折点， 使抗日战争由
正面战场作战转入战略相持阶
段，使日军陷入持久战的泥潭，有
力地消灭了侵华日军的有生力
量， 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一
定的基础。

（据中军网）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是平汉、粤汉铁路的交会
点。

1937

年
11

月国民政府部分机构由南京迁至武
汉后，该地实际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徐州会战前，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保卫武
汉的任务，并派遣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邓
颖超等一批领导干部到武汉工作， 以加强统一战
线，动员组织各界民众抗战，配合国民党进行武汉
保卫战。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增强指挥机构与作战
能力，决定调整作战序列，于

1938

年
6

月中旬新编
第

9

战区。 同时决定以第
5

、第
9

两个战区所属部
队保卫武汉。 参加武汉保卫战的部队以及空军、海
军， 总计

14

个集团军、

47

个军， 作战飞机约
200

架，舰艇
30

余艘，总兵力近
100

万人。 各兵团部队
自

6

月开始分别利用鄱阳湖、 大别山脉等天然屏
障，加紧构筑工事，进行防御准备。

为了进行武汉作战，日军大本营在华中地区集
中

14

个师的兵力。 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是第
2

集
团军和第

11

集团军共
9

个师的兵力， 约
25

万余
人，以及海军第

3

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各型舰艇
约

120

艘，各型飞机约
300

架。

日军第
11

集团军主力沿长江南岸地区进攻，

8

月
10

日，波田支队在瑞昌东北登岸，遭守军第
3

集
团军阻击。

20

日，日军第
9

师投入战斗，协同波田
支队合击瑞昌。 守军力战不支，

24

日瑞昌失守。

9

月
24

日，日军先后占领码头和富池口。 由于守军
增调

4

个军加强防御，双方在大冶、阳新地区形成
对峙。

10

月
5

日，日军第
27

师经月余进攻，占领箬
溪，向咸宁进犯。 第

101

师渡过鄱阳湖，向德安地
区的第

1

兵团进攻，双方成胶着状态。

10

月上旬，

第
1

兵团抽调三个军在德安西北万家岭实施反击，

一举歼灭日军约
4

个团。

日军第
11

集团军第
6

师沿长江北岸地区进
攻，

8

月
2

日攻占黄梅后继续西进。

9

月中旬，日军
占领广济、武穴后，围攻田家镇要塞。 第

4

兵团一
个军固守要塞，三个军在外围策应作战，奋战旬余，

伤亡甚重，

29

日要塞失守。

10

月
19

日，日军攻占
浠水，直逼武汉。

日军第
2

集团军沿大别山北麓地区进攻，

8

月
下旬从合肥出发，分别占领六安、霍山后，向固始、

叶家集
(

今叶集
)

方向进攻。

9

月
16

日商城失守后，

守军退守大别山各要隘，双方激战月余。日军第
10

师攻占固始后，在春河集、潢川一带遭第
59

军顽强
抵抗，又在信阳以东地区遭第

1

军阻击，后得第
3

师增援，于
10

月
12

日占领信阳，沿平汉铁路南下，

协同第
11

集团军进攻武汉。

10

月
25

日，日军波田支队占领葛店，准备进
攻武昌。 日军第

9

师
10

月
27

日攻占贺胜桥，切断
了粤汉线。日军第

27

师配合第
9

师向粤汉线推进，

27

日占领桃林镇。

至此，武汉已被日军从东、南、北三面包围。 为
保存军力以利长期抗战，国民政府军委会于

10

月
24

日下令放弃武汉，撤退武汉地区部队。 日军第
6

师
26

日占领汉口。波田支队同日占领武昌。

27

日，

日军第
116

师与第
6

师各一部占领汉阳。 至此，日
军攻占武汉三镇，武汉保卫战宣告结束。

武汉保卫战，从日军攻占安庆开始到武汉失守
为止，历时

4

个半月，毙伤敌近
4

万人。 以武汉会
战结束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
段。 （据新华网）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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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让日本美梦破灭

1938

年
6

月至
10

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
同日本侵略军展开大规模会战。 战场在武汉外
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

湖北
4

省广大地区。 大小战斗数百次，历时
4

个
半月，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
间最长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战。

〉〉〉相关链接

武汉会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意义

由于中国军队的坚强抗击，日
本动用了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
力
(

用于进攻的编制人员约
25

万
人，会战期间曾补充四五次人员，

投入的总兵力在
30

万人左右
)

，

发挥了陆、海、空装备上的绝对优
势，苦战

4

个半月，不但没有歼灭
中国军队的主力部队， 没有使中
国军队的抗战意志和战斗力有所
减退， 反而使日军的有生力量遭
到了严重的打击。 据日军发表的

统计资料， 连同海军及陆海航空
兵的伤亡人数， 总计约

3.55

万
人。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
根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的日军
伤亡人数为

25.6

万人。 很显然，

日本发表的数字偏低， 而军令部
发表的数字则偏高。 武汉会战以
后， 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日军，随
着战线的延长， 兵力益发感到不
足，无力再组织像淞沪、徐州和武
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以攻城略地

为目标的战略进攻，而被迫转为战
略保守。 这就使中国的抗战由战
略防御阶段发展为战略相持阶
段， 日本侵略军则陷入了它自身
所最不愿意进行的持久战的泥淖
之中，无法自拔，从而导致日本侵
华政策的转变： 由军事打击为主、

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
主、军事打击为辅

;

由以主要兵力
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转移兵
力进行敌后战场的“治安”作战。

资料图

“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被彻底粉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