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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发起太平洋战争后，日

军决定再次发动对长江以南中国军队的进攻，从

而牵制中国军队转移广东方向， 阻止中国军队援

助英军保卫香港。

1941

年

12

月

23

日，日军再次强

渡新墙河展开进攻。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在前两次长沙会战的基

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进行防御作战。 日军屡攻长

沙不下，周围中国军队又不断压缩包围圈。 日军弹

药将尽而补给线已被切断，只能空投补给，于是被

迫退却。 中国军队合围部队立即转为向敌阻击、截

击、尾击作战，穷追不舍，在多处予敌重大打击，扩

大战果，敌狼狈逃窜，至

1942

年

1

月

15

日，中日

两军恢复战前态势。 中国军队获得长沙数次会战

以来首次全面胜利。 此役，日军遭重创，被毙伤

5

万余人。

（据新华网）

长沙大会战：

殊死搏斗退日寇

1939

年

9

月—

1942

年

1

月，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湖南长沙地区进行

了

3

次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侵占武汉、南昌后，为巩固和扩大其占领区，企图

歼灭中国第

9

战区主力于湘北、赣北地区。 进至长沙东北金井、桥头驿一线

的日军，遭守军抗击、民众袭扰，加之补给困难，被迫北撤，恢复战前态势。

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

年

9

月初，日军调集约

12

万人，进占岳阳、临湘

一带，企图击溃第

9

战区主力于湘北地区。 第

9

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

17

万人利用湘北有利地形，采取逐次阻击，诱敌至长沙附近捞刀河两岸地区予

以围歼的方针，将突入长沙市区和进至株洲之敌全部歼灭并乘胜反击。日军

被迫北撤，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

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

年

12

月中旬，日军调集约

10

万人的兵力，分兵两

路进攻长沙。 薛岳指挥

13

个师，约

17

万人兵力，组织防御。 日军攻击受挫，伤

亡严重，撤至新墙河以北地区，由赣北西进的日军也被击退，会战结束。

� 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

年

9

月至

10

月，在抗日

战争中， 中国第

9

战区部队在以

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接壤地区对

日军进行的防御战役。

日军第十一军为打击中国军

队的抗战意志， 消灭中国第

9

战

区部队 ，集中第六 、第三十三 、第

一

O

一、 第一

O

六师团及

3

个旅

团约

10

万兵力，在司令官冈村宁

次指挥下，采取奔袭攻击的方针，

发动了“湘赣会战”，进攻长沙。 为

打破日军战略企图， 中国第

9

战

区代司令长官薛岳指挥

16

个军

30

多个师约

40

万人的兵力，采取

逐次抵抗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

在长沙附近消灭进攻的日军。 此

次会战，主要在赣北、湘北、鄂南

3

个方向作战。

赣北方面：

9

月

14

日，日军第

一

O

六师团由赣北奉新向会埠的

中国守军第

19

集团军第六十军

发起进攻； 以第一

O

一师团一部

向高安中国军队第三十二军与第

五十八军进行牵制性攻击。 中国

守军未抵抗住日军的进攻， 阵地

被突破， 第六十军和第五十八军

分别向宜丰、凌江口等地转移；第

三十二军转移至锦江右岸之灰

埠、袁浦之线。 至

10

月

3

日，日军

进至大墩街、石街。 中国军队进驻

甘坊、横街，切断了西进日军的退

路。

6

日，中国军队第一集团军和

第三十集团军奉命围攻日军 ，战

至

9

日 ，进占沙窝里 、九仙汤 、上

富 、冶城等地 ，并乘胜追击 ，先后

克复罗坊、会埠三都、修水。 日军

退回武宁、靖安、奉新。

湘北方面：

9

月

18

日，日军主

力第六师团及奈良支队强渡新墙

河， 向新墙河北岸守军第十五集

团军第五十二军发起进攻。 守军

顽强抵抗

5

昼夜， 于

22

日晚，被

迫退至河南岸。

27

日，日军分路南

进 ，至

30

日 ，日军主力进至捞刀

河北岸，直扑长沙以北永安市、金

井、上杉市、青山市、桥头驿等地。

日军由于孤军深入， 中途遭到中

国军队的阻击、伏击，被迫停止进

攻。

鄂南方面 ：

9

月

22

日 ， 日军

第三十三师团向第十五集团军第

七十九军发起攻击，

23

日 ， 进占

麦市、桃树港，继向汨罗江上游进

犯。 中国军队第二十七集团军和

第十五集团军第七十九军在麦市

附近与日军展开激战，歼其甚多。

10

月

3

日，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主

力与第十三师团奈良支队会师于

三眼桥， 东趋渣津攻修水；

4

日，

与第二十七集团军及第七十九军

发生激战后 ， 分别向南江桥 、麦

市、通城方向退却。第十五集团军

尾随日军追击，先后收复安定桥、

长乐街、新市、泪罗等地。

5

日，日

军全线撤退， 上村支队遭到第五

十四军新编第二十三师袭击后 ，

由营田登船从洞庭湖上逃回岳

阳； 至

9

日， 第六师团退向新墙

河；第三十三师团撤回通城；奈良

支队退回通城。 中国军队在全线

追击中，收复了平江、南江桥等城

镇。

13

日，会战结束。

� 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

年

9

月初﹐日军第十一军

司令官阿南惟畿指挥

4

个师团﹑两

个支队和航空兵﹑ 海军各一部﹐约

12

万人﹐进占岳阳﹑临湘一带﹐企图

击溃第

9

战区主力于湘北地区。

为阻止日军向长沙推进，第

9

战区电令第三十七、 第九十九军

坚守汨罗江南岸，阻击日军；第二

十军协同第五十八、 第四军于

19

日拂晓向日军侧击； 第二十六军

由金井向捞刀河以北急进； 第七

十四军向浏阳河附近急进； 准备

于长沙以北三姐桥、 金井之线实

施反击。 此时日军破译了第

9

战

区作战命令的电报， 决定放弃原

作战计划，命令各师团向东挺进，

于捞刀河以北地区围歼从东面侧

击日军的中国军队。

24

日，日军强渡汨罗江，企图

围歼右翼守军。 第二十六军于

25

日夜，奉命向更鼓台、石湾方向突

围 ；遭日军攻击 ，苦战至午 ，陷于

混乱，

26

日，被迫突围转移至石鼓

牛及天雷山之线。 第七十四军从

江西赶来增援，在春华山、永安市

附近地区与日军遭遇，展开激战，

又遭日机袭击，损失甚重，被迫向

南撤退。 日军第四师团于

26

日渡

过捞刀河。

27

日下午该师团一部渡过浏

阳河，并于傍晚从长沙城东南角冲

入市内，

28

日占领长沙。

29

日， 日军第三师团攻抵株

洲附近。

中国第

9

战区已于

27

日奉最

高统帅部电会，转移攻势，从各方

调集增援部队陆续赶至战场投入

战斗，将日军包围于捞刀河、浏阳

河之间。 与此同时，第

3

、第

5

、第

6

战区部队分别向当面之日军发动

了攻势。长沙被围之日军与后方联

络线已被切断， 补给十分困难，遂

于

10

月

1

日傍晚向北撤退。 至

11

日，中国军队恢复了原阵地，与日

军对峙于新墙河，会战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