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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２０１５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成

都市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特编辑出版 《成都抗战记忆》，以资纪

念。

７０年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

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

利。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

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重新确立了我国

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开辟

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的新征程。这一伟大胜利，也是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维

护世界和平做出的重大贡献。

在抗日战争中，成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砥柱中流、组织和推动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阵地，而且一直还是中华民族抗战最重要、最宽阔

大后方四川的中心。作为四川的省会，成都的军政地位仅次于战时首都

重庆，成为大后方的军政副中心。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不仅为抗战输

送源源不断的粮食，同时还成为重要的兵源地。

抗战八年，川军成建制的出川作战和向各部队补充兵员共３００多万

人，在全国各省中位居第一。四川军人在抗日阵前以身殉国２６３９９１人，

负伤３５６２６７人，失踪２６０２５人，共计６４．６万余人，占四川军人参加抗日

作战总人数的２０％以上。这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人民对抗战做出的最 ００１



大贡献和牺牲。

成都还是抗战中后期中国空军最大的前进基地和后方基地，轰炸日

本本土的Ｂ－２９战略轰炸机就从成都起飞。对日战略轰炸极大地打击了

日本的战争力量，削弱了日本军民的战争意志，对日本战败投降发挥了

直接的影响。这是成都的骄傲。

作为大后方重要的文化教育基地，成都敞开胸怀，接纳了一大批内

迁学校。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与华西协

合大学聚集华西坝，形成了名噪一时的 “华西五大”。

本书汇聚了全市各界人士对抗战的点滴记忆，力图从多角度、多方

位、多层次还原成都抗战的生动画卷，展示成都人 “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

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成都人民在抗战中体

现出的伟大抗战精神应当铭记，成都这座城市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做出

的贡献将永垂史册。

本书稿件皆来源于历史当事人、见证人、知情人亲历、亲见、亲闻

的第一手资料。如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委书记韩天石对中华

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队成立发展的回顾；原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社长胡

绩伟对在成都办报的回忆。本书还收录了邓锡侯、饶国华、王铭章、罗

广文等抗战将领的后代对父辈的追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也第一次披

露，如美国对日宣战后，美军为让士兵区分日本人和中国人而印制的手

册中，中国人样板就是摄影记者卡尔·迈当斯所拍摄的龙泉驿人。

本书是文史资料专辑，具有鲜明的统战和 “三亲”特色，在忠于史

实的基础上，允许多说并存，尊重历史见证人从不同侧面对历史事件的

表述。同时，为使今人能对成都抗战的历史主线有一清晰的了解，对各

板块采取专题综述加 “三亲”史料的方式进行编排，以便于读者客观全

面地了解成都抗战的全貌和特点。

历史不容忘却。回望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开创未来。在隆

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之际，我们更

应深切怀念那些为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先烈和殉难的同胞；我们更

要大力弘扬抗战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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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道路，为实现中国梦四川篇章成都实践，把成都打造成为西部经济核

心增长极、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开创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而

努力奋斗。

成都市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２０１５年夏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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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战，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最重要的区域，在

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

巨大贡献。

四川崇山环绕，地势险要，成都平原沃野千里，物产丰裕。自古以

来，每当异族入侵，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候，以成都为中心的巴蜀地

区就成为中央王朝的避难所和民族复兴的大后方，为抵御外侮、延续中

华文脉、实现民族复兴源源不绝地提供大量人力、物力支持。这种作用，

在古代多次发生。到了２０世纪，又在日本侵略的关头显现出来。

抗战时期的成都，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

要阵地。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中共成都地方党组织领导和

团结各阶层群众，以各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声势浩大的、各种形式的

抗日救亡运动。充分发挥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抗战八年，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一直是中华民族抗战最重要、最宽

阔的大后方。成都作为四川的政治、文化中心，成为中国战时后方的军

政副中心。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国民政府发布 《国民政

府移驻重庆宣言》，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的军政中心。由于四川在大后方的

重要地位，为了控制和稳定四川，国民政府在成都设置中央级军事、行

政领导机构，使成都军政地位仅次于战时首都重庆。

抗战爆发后，为加强控制西南、西北大后方，国民政府相继在重庆、 ００１



西昌、桂林、西安和甘肃天水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或行

辕，作为最高统帅部的派出机构。１９３９年，原设在重庆的四川行营迁到

成都，改称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成为抗战时期四川

实际上的最高行政军事机构，大大加强了国民政府对四川的军政、民政

的控制，稳定四川作为大后方中心的局势，也使国民政府能够最大限度

的聚集全川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抗战，作为四川省会城市的成都成

为仅次于陪都重庆的战时大后方军政副中心。

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这首先表现

在四川军人的英勇抗战和牺牲之上。从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５年，川军各部参与

了抗战正面战场的大多数重大战役，包括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

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四次随枣会战、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

常德会战、长衡会战、豫中会战、豫西鄂北会战，以及远征滇缅的作战

等。

抗战时期，四川是中国军队最重要的兵源提供地。抗战期间，川军

前后共出征和补充兵员３００多万人，除川军序列的各集团军外，四川军

人还补充到国民党军队的各部之中，当时有 “无川不成军”的说法。抗

战后期，国民政府提出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

广大成都青年学生响应政府号召，投笔从戎，加入中国远征军赴印度缅

甸作战，充分表现了中国青年的爱国热情。据统计，抗战中四川军人以

身殉国者２６３９９１人，负伤者３５６２６７人，失踪者２６０２５人，阵前牺牲将领

４人，共计６４．６万人，占全川参加抗日作战总人数的２０％以上。川军参

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在当时国内各地军队中，川军

的武器和装备最为简陋，但在历次对日作战中却表现得十分英勇，取得

的战绩也为国人所瞩目。

抗战中后期，成都在对日空中作战中表现出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

成都对抗战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１９３９年１月，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从贵阳迁至成都，驻成都东门外

沙河堡。航空委员会是抗战时期中国空军实际上的首脑机关和指挥中心。

从此直到抗战胜利，成都一直是中国空军的指挥中枢所在。在此期间，

中国空军对日作战的战略决策和重大行动，都在成都形成并付诸实施。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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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是抗战中后期中国空军最大的前进基地和后方基地，集结了中国空

军的主要攻击力量，在对日空中作战，特别是对日军战争基地和设施的

轰炸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都还是战时中国空军最大的教育、训练基地。

当时，除中国空军军官学校迁至昆明外，其余空军教育机构几乎都集中

在成都。在成都先后建立了空军军士学校、空军通信学校、空军机械学

校、空军幼年学校等，为中国空军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二战后期，盟国决定使用当时最先进的Ｂ—２９重型轰炸机对日本本

土进行战略轰炸。执行这一任务的轰炸机，就从成都的空军基地起飞。

国民政府实施以 “特种工程”为代号的大规模机场建设工程，先后征调

了成都周边２９个县的民工共５０余万人，新建和扩建广汉、新津、邛崃、

彭山四个轰炸机场和配套设施。这些工程要求质量高，时间紧迫，任务

非常艰巨。１９４４年１月工程动工。工程没有使用任何现代化的工具如挖

掘机、压路机、推土机等，完全由成都各县农民用原始的工具和血肉之

躯进行施工。工程于当年５月如期完成。６月，首次执行战略轰炸任务的

７３架Ｂ—２９轰炸机从成都各机场起飞，开始实施对日战略轰炸。盟军对

日本的战略轰炸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军事潜力和

士气。对日战略轰炸的第一步是从成都迈出的，这在二战中国战场具有

标志性的意义，是成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抗战期间，四川为国

家提供了大量的粮食。１９４１年３月，国民政府决定施行 “田赋征实”政

策，将原来的田赋由征收货币改为直接征收粮食，并将田赋收入暂时全

部收归中央。此后，田赋征实在四川全面推行。四川每年征收的粮食逐

年大幅度上升，总共担负了大后方粮食征收总数的１／３，这是以成都为中

心的四川为抗战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抗战爆发后，东部地区大批工厂内迁四川和成都。内迁成都的数十

家工厂和本地的一些中小型工厂，努力生产，保证抗战需要，并对稳定

人民生活，发展城市经济起着积极作用。当时国统区绝大部分机器、化

工、造纸等工业产品出自四川。对维持大后方的经济、补充军需民用，

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坚持抗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抗战时期的成都，是大后方重要的文化教育基地。大批著名文化人 ００３



迁居成都，他们的到来推动了成都文化的发展。战争爆发后，东部地区

高等院校和部分中等学校纷纷向内地迁移。四川是内迁院校最集中的省

区，占抗战时期内迁院校总数的一半。迁川的高等院校大部分集中于成

都和重庆两地。内迁成都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大、

齐鲁大学聚集成都华西坝，与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共同办学，形成了名

噪一时的 “Ｂｉｇ　Ｆｉｖｅ” （“华西五大”），事实上成为战时中国规模最大、

学科设置最完整的大学集团。这是成都在战时高等院校中表现出的鲜明

特色。当时的华西坝学府毗连，学子如云。许多海内知名的学者都曾在

此任教。华西坝同重庆沙坪坝、北碚夏坝和江津白沙坝，是内迁院校最

集中的地方，号称大后方的 “文化四坝”。成都因此成为战时中国大后方

教育中心之一。

００４



　
　
　
抗
战
八
年
成
都
纪
事

抗战八年成都纪事

成都市政协文史办公室编辑组整理

１９３７年

７月７日　根据不平等条约 《何梅协定》，驻屯我华北的日本侵略军，

在北平西南郊宛平县境附近举行有预谋的军事演习，声称失踪一名日本

兵，欲进城搜索，遭到守城部队拒绝，日军遂向驻守于永定河上京汉铁

路与公路重要交通要道卢沟桥的我军进攻，我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奋起

还击。从这一天起，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既占北平、天津，又在

上海登陆入侵。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不久，

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全国各族人民一致团结对敌，奋起进行抵

抗，八年全面抗战从此开始。

７月８日　凌晨三时，日军集结大批部队猛攻宛平县城，我第二十九

军宋哲元部沉着应战，英勇抗击，战况激烈。

７月１２日　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致电慰问守

土杀敌的第二十九军全体将士。

７月１４日　刘湘电蒋介石，对国事痛陈利害，请早定抗敌大计。并

通电全国强调和平已到绝望，抵抗不容稍缓；战则犹有生机，不战则亡

可立待。呼吁各省将领急起抗战。

７月１７日　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 ００５



７月２３日　刘湘召集所属各军军长筹商整军抗敌。各军长表示，愿

在刘主任领导下，一致行动。

７月２６日　四川省各界人士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强烈要求拒签丧权

辱国协定。

７月２８日　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致电蒋介石迅速增援华北，痛击

顽敌；并电请宋哲元将军勿失国家一寸土地。

８月２日　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通电各省，主张一致对日经济绝

交。沪商会电省谓，有大批仇货由沪西上。成都商会即电告沿江各县注

意检举。

８月５日　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呈请军政当局饬令各县成立分会，

发动全川民众支援抗日救国。

８月６日　南京国防会议将提前举行，刘湘召集各军师长征询对国防

会议的意见。

８月７日　刘湘离成都经重庆飞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四川省各界抗敌

后援会成都市分会民众大会今日举行，大会号召群众，为抗敌救亡全市

下半旗，停止娱乐一日。会后十万群众示威游行，高呼抗战口号。

８月１３日　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登陆，我军奋起抵抗，展开对日

全面抗战。

８月１４日　四川省抗敌后援会议决：彻底抵制日货。各商家所存仇

货，勒令登记拍卖，如再购运，一律没收，并严惩贩运仇货奸商。

刘湘在南京参加全国最高国防会议后，于今日返省。

８月１５日　沪战发生后，上海各银行钱庄存款户纷纷提取存款，影

响金融。财政部电令沪、汉银行钱庄停止营业两日，旋制定安定金融办

法７项，对存户提存加以限制，通令全国施行。本市行庄定于今日起停

止营业，至本月２０日恢复营业。

８月１６日　刘湘在成都召集高级将领谈话，传达说明南京国防会议

的重大决定及川军出川抗战的具体办法。四川军队原定出兵十一个师，

即刘湘部六个师，邓锡侯、孙震两军各两个师，李家钰军一个师。现李

家钰部决定所属两个师全部出动，驻贵州的杨森军共两个师，亦决定全

部开赴前线，总计川军拟定出兵十四个师。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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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２１日　成都市今日首次举行防空演习，行营特派飞机三架参加。

８月２４日　四川省政府省务会议通过，设立战时统制委员会，省主

席刘湘任委员长，聘请胡文澜、张澜、尹仲锡、邵明叔、周菶池、徐申

甫、张真如、胡春藻、张凌高、温少鹤、吴寿彤、王伯康、黄墨涵、胡

浚泉、陈益廷等１５人为委员。

８月２５日　刘湘决定亲自率部出川参加抗战，昨召所属将领商议，

分东、北两路出师，驰赴前线。本日并发表 《告川康军民书》，勖勉七千

万民众奋起抗战救亡。

８月２７日　刘湘召开非常时期财政会议，宣布国民政府决定：各级

军政公务员，一律发国难薪，按薪俸实数八折支付。四川参加抗战部队

开拔费，由财政厅筹拨。四川省金融业受沪战影响，危机四伏，省府设

法救济。

８月２８日　重庆行营主任贺国光飞省 （成都），会晤刘湘商讨要事。

８月３０日　贺国光、刘湘召集川军将领会议，明确宣示：川军出川

抗战各部队，所有欠饷保证完全发清，川军部队所需军事器材，中央尽

量供给补充。

９月１日　川军出川抗战先头部队今日出发。其余部队限９月５日以

前开拔完毕。刘湘直辖之杨国桢、饶国华、郭勋祺、范绍增、陈万仞、

田钟毅、周绍轩部及四十一军的王铭章，四十五军的陈离、陈书农等军、

师、旅长，均决定亲自率部出征。

９月２日　四川本年度田赋暂加国难费三成。

９月３日抗日川军编为第二路预备军，刘湘任总司令，辖两个纵队：

邓锡侯为第一纵队司令，孙震为副司令；唐式遵为第二纵队司令，潘文

华为副司令。

９月４日　为确保后方治安，省保安处划全省为七个清乡区，分头清

剿土匪。

第二纵队各军陆续乘轮东下，行营已拨轮１５艘，专供运输。川军出

川开拔费２００万元，欠饷３００余万元，由省财政厅全数拨足。

９月５日　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在本市少城公园隆重举行欢送川军

出川抗战大会，到会的川军将士与各界民众、各大中学学生约万人。刘 ００７



湘、邓锡侯、唐式遵等均莅会慷慨致词，表示抗战决心。

９月９日　川省因正规军队大量奉调出川抗战，绥署命令保安部队负

责维持后方治安。

９月１０日　第二路预备军总司令刘湘，决定在武汉设立行营，派副

参谋长余中英赴汉筹设。

９月１２日　蒋介石电委邓锡侯为第二路预备军副总司令兼第四军团

长。

９月１３日　成都市各大中学校校长张颐等１４人，联名公宴出川抗战

将领，对他们抗日杀敌精神深表敬意。

９月１６日　成都市义勇壮丁登记处在市政府成立。

９月２１日　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四川分会在省政府成立。省主席刘

湘亲自主持，分会决定认购公债１９００万元。

成都市文化界筹组文化界救亡协会，发起人为张真如等１５０人。

９月２６日　四川省政府颁布战时粮食管理条例，加强粮食管理，保

证军粮、民食供应。

９月２７日　奉中央电令，际兹困难期间，应节省经常费开支，川省

本年度政费核定为１６００万元，不得超支。爰经省府第１７１次省务会议决

定，所有省款开支各项费用，自本年９月份起，概照上年度实支数七五

折支拨。

９月２９日　军政部在川募兵，分八个区办理，首次限期一月，募额

１５０００名。

９月３０日　四川省战时统制委员会委员胡文澜提出，凡家产超出五

万元以上者，超出部分捐献救国，经会议通过后，胡氏竟接到匿名恐吓

信，反对他的主张，案遂搁置。

１０月１日　省战时统制委员会会议通过，征收纸烟救国捐，税率定

为５０％。

本市商会电贺八路军平型关大捷。

１０月３日　成都市防空指挥部今日在少城公园检阅防空救护队。

警备部在本市东御街上海洋洋电料行内捕获女汉奸蔺叔华等五人。

１０月９日　成都市成立难民救济会，由省府各厅处派员协同各团体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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