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抵抗与溃败

从卢沟桥事变到 1938 年 10 月广州、武汉失守，是中国抗日战

争的战略防御阶段。在此阶段，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

担负了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任务。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进行了

淞沪、忻口、南京、徐州和武汉 5次战略性防御战役。对于打破日

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速战速决”战略企图、迫使日

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对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客观上为八路

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淞沪会战（1937年 8月至 11月）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海军又在上海地区寻衅挑战。1937年

8月 9日，日本海军中尉大山勇夫等两人驾车闯入上海虹桥机场挑衅，

被驻军保安队击毙。日军借此事件派军舰游弋黄浦江及长江口，作

进攻威胁。为抢得战争主动权，我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奉令率

领第 87、88师等部向上海推进，并于 8月 13日奉令向日本驻沪海

军陆战队虹口基地发起围攻，试图赶敌下海。“八一三”淞沪抗战

由此展开。

日军大本营随即组建了上海派遣军，以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率

两个师团开往上海增援，9、10月间，又相继增兵达 30万。中国方

面也不断向淞沪战场增兵，先后调遣了 70多个师赴沪参战。中国军

队英勇抗日，不畏牺牲，战事空前惨烈，其中尤以四行仓库保卫战

名扬中外。中国官兵以血肉之躯抵挡日军猛烈炮火，舍命卫国，坚

持到11月初，粉碎了日军“三月亡华”的妄想。后因日军从杭州湾

金山卫等处战场侧翼登陆，对上海战场形成合围之势，守军为避免

更大牺牲，于11月 8日起撤离上海。11日，上海沦陷。



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中日双方都相继投入重兵，死伤数量堪

称巨大，为抗战开始后正面战场上第一次大规模交锋。由于国民革

命军战略不当，武器装备落后，最终被迫匆忙撤兵。这次战役迫使

日军三易主帅，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战前日本曾嚣张的说，三个月

可以灭亡中国，结果光在上海战场就打了三个月，虽然日本取得了

胜利，但是也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国军队在战役中表现出来

的英勇无畏、宁死不屈的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此役

改变了中日战争战略局势，成功吸引侵华日军主力从华北战场南下

华东，我方夺取了战略主动权，更为我国工矿内迁、保存民族工业

实力，为内地的抗战准备赢得了宝贵时间。

二、忻口会战（1937年 10月至 11月）

忻口战役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山西忻口抗击日军，保

卫太原的中心战役。1937年 9月底，日军第 5师团和关东军一部突

破中国军队从雁门关至平型关的内长城防线，继续向太原进攻。中

国第二战区司令部决定在忻口地区组织防御战，将战区部队编为右

翼军、中央军、左翼军和总预备队，分别归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国

民党将领卫立煌、杨爱源、傅作义指挥。其中，朱德统领的右翼军

除八路军以外，还包括国民党军队第七十三师、第一〇一师和新编

第二师。

10月 13日，日军对忻口守军防御阵地展开全线攻击。中国守军

顽强抵抗，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战斗异常激烈。连日鏖战中，

中国军队给日军以很大的杀伤，自身也遭受重大伤亡。郝梦龄、姜

玉贞等将领在激战中壮烈殉国。忻口战役中，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

第一二〇师各部在敌人侧翼和后方频频出击，使日军侧背受到严重

威胁，不能及时得到粮食和弹药的补给。第一二九师先后进行七亘



村、广阳、黄崖底等战斗，取得胜利。这些战斗直接配合了国民党

友军的作战。

忻口战役历时一个多月，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最大、最激烈

的一次战役。中国军队以伤亡 10万余人的代价，歼敌 2 万余人，

沉重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和不可一世的骄蛮姿态。国民党军队虽然

最终撤退，但是迟滞了日军沿同浦路南犯。忻口战役是国共两党军

队合作抗日、配合较好的一次战役。共产党不仅提出关于作战方针

的正确建议和意见，而且还以八路军积极有力的实际作战行动，配

合和支持了友军的阵地防御。

三、南京保卫战（1937年 12月）

日军占领上海后，为“膺惩”中国的抵抗，决定攻占中国首都

南京。1937年 12月1日，日军大本营下达“大陆第 8号令”，命令

华中方面军与海军协同，兵分三路，攻占南京。蒋介石任命唐生智

为首都卫戍部队司令长官，部署南京保卫战。其所辖部队，多数为

从上海战场撤退的残兵，也有教导总队等生力军。12月初，日军占

领镇江、句容、溧水，突破南京外围及复廓防御阵地，直逼南京城

垣。中国守军与日军展开了空前的拼死决战。7日，日军兵临城下，

松井石根司令官从空中投函唐生智劝降。唐生智不予理睬，继续命

令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寸土”。

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南京各城门先后被日军攻陷，守军节节抵抗，

牺牲无数。仅雨花台一地守卫将士就有 6000多人全部英勇殉国。

12月12日，唐生智奉蒋介石命令，下达守军撤退令。守军各部

因撤退失序，多数滞留城内，被日军大量屠杀，损失惨重。13日，

南京沦陷，日军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四、徐州会战（1938年 1月至 5月）



日军于 1937 年 12月相继占领南京、济南后，为打通津浦线，

连接南北战场，决定从南北两端夹击徐州。徐州会战包括滕县血战、

临沂之战、台儿庄大捷和徐州突围四部分，对日军给予了巨大的打

击，大大迟滞了日军进攻的脚步，为中方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时间。

其中以台儿庄大战最为著名。

徐州地处津浦与陇海铁路交叉点，扼苏、鲁、皖、豫四省要冲，

是中原和武汉的重要屏障，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为加强以徐州为

中心的津浦铁路的防御力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 1937年 10月

任命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守徐州。1938年 3月，日军板

垣征四郎第五师团沿胶济路西进，进逼临沂；矶谷廉介第十师团沿

津浦路南下，直扑台儿庄。李宗仁以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等部为主力，

并请蒋介石下令调动中央军汤恩伯部，在台儿庄地区迎战日军。3

月 23日起，日军主力猛攻台儿庄，中国守军舍命奋战，主阵地几易

其手，战斗异常激烈。战况最危急时，我方 3/4阵地失守，但守军

拼死不退，最后预备队用完，通讯兵、担架兵组成敢死队上场拼杀。

3月 31日，中国第五战区集中优势兵力完成了对台儿庄及其周

边地区日军的大包围。4月3日，中国军队发起全线反攻，激战 4天，

歼灭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大部、坂本支队一部共万余人，并缴获

轻重机枪近千挺，步枪上万支，火炮、战车数十辆，其余日军残部

向峄县、枣庄溃逃。台儿庄战役后，日军指挥官濑谷少将被撤职遣

送回国。

台儿庄大捷是全面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沉

重打击了日军的猖狂气焰，振奋了国人的抗日精神，极大地鼓舞了

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坚定了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心。这次战役改变

了国际视听，歼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台儿庄战役后，敌军调兵



遣将，南北夹击，实行反扑，5月 19日，徐州失守。日军占领徐州

后，开始大举进攻武汉。

五、武汉会战（1938年 6月至 10月）

1937年 12月南京失守后，华中重镇武汉成为中国的政治、军事

中心。1938年 6月，为了击垮中国抵抗力量，侵华日军溯长江西上，

发起对武汉的攻击。中国军队以武汉及附近地区为中心，同日本侵

略军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会战。

日本方面直接参加武汉会战的是第二军和第十一军，共 9 个师

团，约有 25 万余人的兵力，并动用了海军及航空兵团各型舰艇约

100余艘、飞机 400余架。中国方面以第五、第九两个战区所属部队

保卫武汉，参加会战的陆军部队总计 14个集团军、50个军，空军派

出作战飞机 200架，海军派出舰艇 30余艘，总兵力近 110万人。

日军从长江南北分兵进逼武汉。中国军队节节抵抗，在江南万

家岭地区歼灭敌人四个联队，在江北田家镇等地予敌以重创。随后，

日军发起疯狂反扑，南面之敌攻陷岳阳，逼近武昌；北面之敌攻陷

信阳，推进至武胜关，对中国军队形成两翼包围之势。中国军队按

预定计划向平汉铁路以西撤退，10月 25日放弃武汉。

武汉会战是抗战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战场最广、规模最大的一

次会战，历时 4个半月，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 4 省广

大地区，历经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中国军队主动撤出武汉而告结束。

日军占领武汉后，因战线加长，国力所限，对华战略攻势已达极限，

开始从战略进攻向战略相持转变，“速战速决”的迷梦彻底破灭。

武汉会战虽然最终以武汉失守而结束，但国民革命军的正面抵抗取

得了毙伤敌军 4万人、近 10万名日军因战斗、气候、疾病等原因暂

时丧失了作战能力的巨大战果，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此



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日战争是比较惨烈的，中国军民进行了浴

血奋战，但几乎都以退却、失败结束了。客观原因主要是在敌强我

弱的形势下，力量对比的悬殊。日本是东方强国，又作了长时间准

备，而国民党当局在战争爆发前准备不足，没有制定出统一的全盘

作战计划，没有充分地进行战场准备和研究日军的战略战术特点。

无论在军力、经济力和组织力对比上，日本都占有较大优势。

主观原因包括：一是由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造成的。蒋介石集

团决心抗战的同时，又害怕群众的广泛动员可能危及自身的统治，

实行的是片面抗战的路线，不敢放手发动和武装民众，将希望单纯

地寄托在政府和正规军的抵抗上。二是战略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国

民政府在战略和具体战役上均有部署不当之处，缺乏积极进攻的精

神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战略战术上，没有采取积极防御的方

针，而是进行单纯的阵地防御战。三是指挥混乱，各部协同不力。

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各为己谋，在战斗中往往为了保存自己的实

力，不能协同作战而贻误战机。此外，国民党军队装备落后，官兵

素低下也是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