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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一、为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客观地总结历史经验，

为统』祖国、振兴中华和振兴重庆服务，特编纂出版《重庆抗战

丛书》(下筒称《丛书》)。

二、《丛书》属学术性著作。它立足陪都重庆史实，联系全国

抗战形势，对重庆抗战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系统、深层次的研

究，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可读性为一体。既可供史学工

作者特别是抗日战争史研究者参阅，又面向社会，供广大读者和

海外有兴趣的人士阅读。

三、《丛书》包括重庆国民政府、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八路军重

庆办事处、国民参政会、重庆人民对抗战的贡献、抗战时期重庆

的经济、军事、兵器工业、防空、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对

外交往以及陪都人物、陪都遗址和大事记等16本专著。

四、《丛书》的年代断限，起于1937年7月全面抗战开始，止

于1945年9月抗战胜利。某些内在联系十分紧密的史实，可适当

将时限前屣或君延。

五、《丛书》的开本为大32开，数字用法参照《关于出版物

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注释一律采用脚注。

六、《丛书》鼹编写出版，得到中共重庆市委员会、重庆市人

民政府、政协重庆市委员会和重庆出版社、西南师范大学、重庆

师范学院、重庆社会科学院、重庆市地方志总编室、中共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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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图书馆、红

岩革命纪念馆、重庆日报社、西南兵工局、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

重庆市历史学会等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参加本书的编写人员，主

要是上述单位所属的教学、科研人员与专业干部。因此，本《丛

书》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共襄盛举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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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重庆抗战丛书》，是重庆市政协牵头编纂的一套纪念抗日战

争胜利50周年的书。这项工作很有意义。据我所知，最近一个时

闻里，其他地区、单位也将有一批抗日战争的专著和资料出版。其

中《丛书》并且不止一部。在抗日战争过去50周年之际，人们对

这段历史的研究正在掀起一个热潮。

抗日战争所以需要研究，理出不止一端。最根本的原因是这

段历史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我们只须稍微回顾

一下过去，事情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历史常有巧合，抗日战争

胜剃50周年。正值中鑫甲午战争lQG蜀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

败，进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殖民地的黑暗深渊，不能自拔。1895

年甲午战争结束到1937年抗日战争，共42年。那中间有戊戌变

法、义和镪运动、辛亥革命，它{fj都没有给中国犹刭出路。1919

年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又进行了17

年，屡起屡仆。日本军国主义却在这个时间里占领了中国东北，制

造出伪“满i}}{国”，并进而分裂华北。中国真正临到了危急存亡之

秋。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就是在这个严重形势下爆发的。八年抗战

的过程是中国历史发生巨变的过程。在那以后四个春秋，中国人

民一举取碍了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剥，紧接着又跨越了社会主义改

造的大关。时代接连不断地迅速改变面貌，令人目不暇接。现在

我们已经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过了40多年。回顾甲午战争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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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的中国历史，我们发现八年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转折

的一个关键。研究这段历史，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华民族遭受的深

伤巨痛，累累血污，也看到了它的倔强挺立高大的灵魂I不仅看

到了旧中国如何死死拖住历史前进的后腿不放，也看到了历史如

何促使人们觉醒，加速把!日中国变为一个新中国。

重庆在抗日战争中政治环境独特。它是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

央所在地，又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所在地。第

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孛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两第二次国

共合作的相当一部分活动则是在重庆进行与展开的，其中包括毛

泽东同蒋介石的会面和谈判。抗战期间，重庆本身的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也有研究整理出来，供入了解的价值，谈论抗日战争．

少不了要讲重庆的种种活动，就像少不了要讲延安的种种活动一

样。历史给予了这两城市极大的光荣。《重庆抗战丛书》一系列研

究专题和资科，涉及不少领域，具有特色。人们应该可弘从中找

到所需要的东西，去认识抗日战争特定的历史地位，以及它怎样

为后来新中国的降临作了准备。

抗日战争把全国空前未有地动员起来了。许多地区，不分前

线与后方，都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史实值得笔之于书。有了它们，就

有了我们全民族这场惊天动地的、为生存而斗争的全貌，《重庆抗

战丛书》带了一个好头。希望它是我们看到的以地区命名的第一

部大型历史书，不是这方面仅有的一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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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37年战局形势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芦沟桥事变，发动了蓄

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早在1927年6月，日本内阁首相田中义

一在东京主持的“东方会议”上，就制订了狂妄向外侵略扩张的

计划，向日本天皇“密奏”、“惟欲征服支那(中国)，必先征服满

蒙(中国东北)；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

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西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

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1931年日军侵

占中国东北。1936年日本法西斯发动政变上台，广田弘毅内阁制

订《国策大纲》：“帝国当前应该确立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

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

海洋发展。”形成了具体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占领亚洲和太平洋地

区、最后称霸世界的侵略方案。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策

源地，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战争，是反侵略的

正义之战，从开始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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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

战，才是我们的出路i”“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

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

合作宣言》。强调：“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

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7月17日，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

合作抗日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在庐山发表

讲话：“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战。我们知道

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

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

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

7月29日，El军侵占北平(今北京)的当天，决定“对青岛

及上海附近进行作战”。8月13日，日军开始进攻上海，威胁国民

政府首都南京，以期实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野心。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

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

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8月15日国民政

府下达国家总动员令，将全国临战地区划分为5个战区，建立战

时体制。 ，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红军改编的命令，

将西北地区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又按抗战战

斗序列，将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10月12日，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宣布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

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

发表了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

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共在全国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中国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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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

生决定的作用。”(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n月20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布；“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

长期抗战起见”，决定移驻重庆。这是重庆成为抗战首都的开始，

也是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进行持久战的重大战略决策。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主要军事力量对

比： ．

一、

中国军队现役兵员170万(无预备役)。陆军182个步兵师

(每师定编为10923人，实际有缺额)、9个骑兵师、46个独立步

兵旅、弓个独立骑兵旅、4个炮兵旅、坦克200余辆，另有八路军

和新四军所辖3个师、4个支队共4万多人；海军有舰艇109艘．

总排水量约7．8万吨；空军有作战飞机314架。

日本军队现役兵员38万，加上预备役和后备役兵力共计199

万。穑军现役17个常设师匿(每师圃为21945人_>、1个骑兵集鬣、

4个混成旅团、坦克650辆；海军有航空母舰6艘、驱逐舰97艘、

巡洋舰33艘：潜水艇55艘、战舰9艘、总排水量77．1万吨I空

军分鼬隶属于磕军和海军，有作战飞机270(3架，

抗战初期，日军集中优势，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国

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主要是战略防御，国民党军队广大爱国官兵虽

浴血奋战，但由于最高当局的片面抗战和消极的作战方针以及指

挥失误，因而作战失利。11月9日军侵占太原、11月12日日军

侵占上海、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

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在战局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开辟了敌后战场和坚

持了敌后作战，对华北、华中正面战场的友军作战是有力的支持。

1937年7月

7月7日 芦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驻北平(今北京)

军队在北平城外的宛平县城附近的芦沟桥龙王庙一带以进行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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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习为名，炮轰宛平县城。驻守该地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冯

治安爝吉星文匝黪爱国官兵奋起抵抗，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舶

武装进攻。抗日战争爆发。

7月8 IJ 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在重庆举行的川康整军

会议上宣布鑫本侵略军在托平市郊翦芦沟桥进攻第二十丸军的经

过，与会川军将领纷纷表示，愿率所部出川抗敌。

6月28日蒋介石电告军委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国民政府军事

委员会特设掰潦军事整理委员会于重庆，以再次整顿}{f军。该会

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任主任委员，委员长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JIl

康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六路军总司令刘湘为副主任委员。何、顾于

7月5日由南京飞抵重庆，刘湘由成都飞抵重庆；次日，整军会议

即拉开帷幕。参加会议的有主任委员何应钦、副主任委员顾祝同、

刘湘，委员贺国光、邓锡侯、刘文辉、杨森、唐式遵、潘文华、王

瓒绪、孙震、李家钰、范绍增、向传义、董宋珩、郭勋棋、许绍

宗、张邦本徐源泉、夏斗寅、李蕴珩、周浑元等19人。这次会

议要求川康军队经过整理，各军缩编三分之一；军官任免、军事

学校、航空防空、军需生产权均收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各部

队粮饷由军委会直接核实拨发。这些要求宣接危及刘湘、刘文辉

等四川(西康)实力派的利益。整军会议一开始气氛即非常紧张。

7月9日 川康整军会议闭幕。会议因芦沟桥事变，何应钦将

于10日飞返南京，草草收场。会议仅就川康军队编制问题达成协

议，要求各军于8月10】日以前完成整编，计有；

川康绥靖主任刘湘直辖部队(第二十一军、第二十三军、第

四十四军及2个独立师、7个独立旅)；

刘文辉第二十四军(辖2个癍。1个独立团)；

孙震第四十一军(辖3个师、1个独立团)；

邓锡侯第四十五军(辖3个师、2个独立旅)；

李家钰第四十七军(辖2个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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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川军整编事宜随之完结。

7月10日 川康绥靖主任兼四川省主席刘湘电呈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请缨抗敌，并通电全国各省市军政长

官，主张全国上下，同心同德，共赴国难。

7月12日 重庆市各业公会抗敌后援会成立。

7月14日 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宣布：援助华北抗日将士，目

前只在文字上宣传，暂不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7月17日 位于江北县刘家台(今重庆市江北区刘家台)的

华西实业公司制药厂生产的炸药发生爆炸，死伤500余人。

7月19日 重庆各界援助平津守土将士大会成立，并发出通

电．誓率全市40万民众为华北抗战将士之坚强后盾。

7月20日至24日 连日暴雨，川东地区几十县受灾，合川、

铜梁、永川、潼南、合江等县灾情严重。

7月30日 继7月28日日军侵占北平后，是日日军又侵占

天津，华北局势严重，重庆货物停止运往华北。

7月31日 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称：“和平既

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重庆市政府接管王家沱日本租界及其财

产。王家沱日本租界是日本帝国主义根据其强迫清王朝签订的不

平等的《中日马关条约》于1901年9月24日强租的，租期为30

年，占地约42080平方丈(约46．75公顷)。为中国西部地区唯一

被外国侵略者强租的租界。

从1929年到931年9月王家沱租界租期届满之时，重庆开展

了收回王家沱主权的斗争。各界组织了收回王家沱租界运动筹备

会，全市数万民众罢工、罢课、罢市，并举行示威游行，强烈要

求收回王家沱主权。1931年10月24日，经过重庆人民两年多的

斗争，日本驻渝的领事馆人员、侨民和兵舰撤离重庆。重庆军政

当局派军警接管了王家沱租界。1932年，日本又以看守财产为名，

经国民政府同意，派侨民再次回到王家沱租界，直到抗日战争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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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后，才又由重庆市政府接管租界财产。8月1日，日本驻重庆领

事槽谷连二和在重庆的日侨20余人乘宜阳轮离开重庆，东返日

本。

下旬国民政府决定上海及沿海各地的重要工矿企业内迁。

内迁地区以重庆为主。8月，成立工矿迁移监督委员会，负责督促

沿海地区工矿企业内迁。

重庆金融市场出现提存风潮，后经各方协商，向中央银行、中

国银行、农民银行等三家国家银行借款法币200万元，方才渡过

难关。

是月 四川省政府拟定《四川后方国防基本建设大纲》。

重庆大河(长江)上熟米每担(约50公斤)法币11．7元，麻

油每担法币20．41元，食盐每担法币9．2元，白糖每担法币20．92

元。

《新蜀报》为援助保卫华北将士，发起募捐活动，7月12 El至

16日募得法币1600多元，立即汇往北平1000元，交第二十九军

军部收转前方各将士，其余捐款存入中央银行以待后续。

8月

8月4日 凌晨1时，市区南区马路坎下岩石崩塌，压倒马房

街房屋27间，居民死20余入，伤50余人。

8月8 El 上海总商会于8月2 El电告重庆市总商会，有大

批日货由沪沿江西运。是日重庆市商会发出抵制日货紧急通告，后

于19日成立5个稽查组在沿江码头检查日货。
’

上旬重庆市抗敌经济绝交委员会成立，并电告上海同业禁

止贩运仇货。

8月14日 停靠嘉陵码头的载满汽油的民彝轮起火爆炸，烧

毁轮船、囤船各1艘，延烧沿岸居民住房701户，烧死及淹死100

余人，受灾居民2000余人，损失法币2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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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 重庆发生金融危机，全市银行停业。19日，向中

央银行、中国银行、农民银行等三家国家银行借款法币700万元。

20日，重庆市内主要银行开业。28日，为挽救重庆金融，重庆市

贴放委员会正式成立，开始办理抵押、转抵押、贴现等业务。

重庆新闻社联合会成立。新编社、励商社、新生命社为常务

理事，大陆社为常务监事。

8月16日 川康绥靖公署执行整军会议决定，先后将第二十

一军飞机队、机场和重庆子弹厂、铜元局(18日)移交国民政府

军委会重庆行营及军委会兵工署。

8月18日 刘湘约集邓锡侯、刘文辉、孙震、李家钰等商议

川军出川抗战问题。经商定共出兵11个师，计川康绥靖公署直属

的唐式遵、潘文华、王瓒绪3个军，每军出2个师；邓锡侯、孙

震各出2个师，李家钰出1个师。9月8日，李家钰宣布增加1个

师。再加上驻在贵州的川军杨森部第二十军的2个师，共14个师。

8月25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

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9月，八路军主力陆续开赴山西前线，同时，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重庆、太原、上海、南京、武汉、长沙、桂

林、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广州、香港、南宁、洛阳、贵阳

等地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或八路军通讯联络机构。中国共产党

通过这些合法机构加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动员群众，团

结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日斗争，支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

8月30日 国民政府明令征兵。9月4日，四川省政府通令

各市、县从速设立兵役股，办理兵役事宜。

7至8月 重庆学生救国联合会利用署假组织各校学生到市

内各地和附近农村进行抗日宣传。

是月 重庆工人后援会、重庆妇女救国会先后成立。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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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 川军出川抗日部队分东、北两路同时出发，第七战

区司令长官兼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刘湘指挥所属第

二十一军、第二十三军、第四十四军组成的东路集中重庆及下游

各埠，乘轮东下，开赴江浙抗日前线；北路徒步至宝鸡乘火车东

进。

重庆市防空司令部成立，重庆行营委任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

兼防空司令，重庆市长李宏锟兼副司令。指挥区域包括南岸、江

北、磁器口、广阳坝等。

9月2日 四JII省政府公布，四川是年田赋加收国难费3成，

3征共加征9成。

9月15日 怒吼剧社在重庆成立，该社由重庆电力公司、华

西公司、成渝铁路工程局的戏剧爱好者及外地流亡剧人组成。

9月21日 川康殖业银行、重庆平民银行、四川商业银行等

三家私营银行合并改组为川康平民商业银行。资本为法币400万

元，总行设在重庆，刘航琛为董事长，宁芷村为总经理。

9月24日 重庆行营与四川省政府合组之四川贸易局在重

庆成立，蔡元龙、何北衡、吴晋航分任正副局长。该局主要办理

经滇越铁路及香港进出口货物的报关、运输及保险业务。

10月

10月1日 重庆开征战时临时统税。凡进口货物，无论水、

陆、空运均一律按照转口税征7．5％。

10月2日 四川省政府制定《四川省抗战时期中心工作提

要》o

四川I省统制会议通过《战时利得税章程》。自10月1日起开

征利得税。又议决开征纸烟救国捐，税率为纸烟价格的50％。

10月8日 四JIl省教育厅遵照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呈报成

渝各大学可容纳战区大学生来川借读人数：四川大学650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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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大学815人、华西大学(成都)400人、四川教育学院(重庆)

120人。

lo月10日 四川I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制造厂在重庆建成点火

开工，资本为法币200万元。1938年2月，日产水泥900桶(150

吨)，达到设计能力。

10月11日 中央大学自南京内迁重庆，选定城郊沙坪坝松

林坡为校址，动工兴建校舍。11月正式复课。

lo月15日 上海影人剧团抵渝。该剧团由上海联华、明星、

艺华、新华4影片公司演员及少数话剧家组成。

10月18日 重庆市及江北县 巴县民众在夫子池举行欢送

出川抗敌将士大会。

10月24日 重庆市自来水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官商

合办，资本法币200万元。董事长潘昌猷，经理胡子昂。

10月25日 重庆机械、驳船、军服、熟毛、苏裱等90余工

会组织请愿代表团，向重庆行营、重庆市政府要求严肃从重处理

由重庆抗敌后援会在8月及10月多次查获的日货。26日，重庆35

所中学代表100多人亦到行营和市政府请愿，要求从严尽快处理

日货。

10月29日 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国防最高会议并在会上作题

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

方，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并表示将抗战到底。30日，国民政府

决定迁都重庆。31日，国民政府电告前线将士，政府决定迁都重

庆，继续抗战，以争取最后胜利。

是月 中共中央特派员张曙时派人到重庆，建立重庆党的特

别小组，由漆鲁鱼负责。

中共重庆党组织领导的重庆文化界救国会改名为重庆市文化

界救亡协会．公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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