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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日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关东军炮击沈阳北大营，挑起侵华战争。 1937 年 7 月 7 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仅隔月余， 8 月 14 日，日军飞机轰炸上虞曹

娥白米堪机场和绍兴县西郭火车站，日军开始将侵华战火燃到绍兴境内 。 1940 年 1 月，日

军开始窜扰绍兴县、诸暨县部分地区。 1940 年 10 月至 1942 年 5 月，日军先后发动"十月

攻势" 、 浙东会战、浙赣战役，至 1942 年 7 月，绍兴、上虞 、 诸暨 、 蝶县、新昌五县全部沦陷 。

从日军轰炸、侵袭、占领到最终投降，日军对绍兴的侵害长达八年之久。 其间，日军

在绍兴大肆烧、杀 、 淫、掠，无恶不作，给绍兴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深重的灾难，其

罪行罄竹难书。 据不完全统计，日军侵略绍兴期间，绍兴五县党政军警人员和平民直接伤

亡达 13239 人，其中死亡 7746 人，受伤 4113 人，失踪 1283 人，另有死伤不明 97 人，同时

造成难民无数;绍兴五县财产直接损失 8251 万余元( 1937 年 7 月价值，下同)，其中社会

财产直接损失 4203 万余元，居民财产直接损失 4048 万余元。

面对"九- 一八"之后国士的沦丧，饱含爱国之情的绍兴儿女迅速汇聚起一股抗日洪流，

积极开展集会游行 、 劝募爱国捐 、 取缔日货、慰劳抗日将士等救亡活动。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日军攻陷杭嘉湖地区。 12 月 24 日，日军

在占领杭州后，为实现其沿长江北上 、 进攻中国抗战中心武汉的目的，在以后较长的一段

时间里没有再向南推进。 因此，在浙江境内出现了敌我隔钱塘江对峙的局面，地处钱塘江

南岸的绍兴成为抗日前哨。 1937 年 8 月至 1941 年 4 月间，上海和杭嘉湖等沦陷区的大批爱

国青年 、 知识分子、有识之士会聚绍兴，他们与绍兴人民一起，汇成一股强大的抗战洪流。

加上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浙江的实现和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珑对抗日活动采取比较开



明的立场，在各级共产党组织的推动下，绍兴的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空前高涨的局面。 1939

年 3 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

部长的公开身份亲临绍兴视察抗战，更增强了绍兴军民的抗日斗志。

面对日军的入侵，从 1941 年开始，中共绍兴地方组织建起泉北抗日自卫队、诸北八乡

抗日自卫大队、蝶东抗日自卫队等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抗日除奸活动，粉碎了日伪军的多

次"扫荡凝聚起全民抗战的信心与力量。 在开展抗击日伪顽的斗争中，中共绍兴地方组

织创建了诸(暨)北、上虞、路西、蝶(县)新(昌)奉( 化)、诸(暨)义(乌)东(阳)、

绍(兴)蝶(县)等抗日根据地，成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后期，上虞

还成为浙东的政治、军事中心，为浙东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驻绍兴的国民政府军中许多爱国官兵也积极抗日 。 尤其是在抗战前期，绍

兴境内成为国民政府军浙江正面战场浙东方面的主战场，国民政府军浴血奋战，曾多次抵抗

和打击日军，给日军造成相当大的威慑。 为此，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有1.5

万余名官兵在绍兴境内伤亡、失踪。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在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中共绍兴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篡《绍

兴抗战图志 》 这部书，旨在通过直观的形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再现那段血泪

斑斑的历史场景 ; 提醒今人并昭示后代永远不忘侵略者的凶残与暴庚，牢牢记住绍兴人民

遭受的牺牲和苦难;歌颂绍兴军民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反抗侵略的英勇事迹;弘扬天下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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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回顾过去 ， 是为了更好地开拓未来。 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主流的今天，我们

要进一步凝聚力量，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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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11 月 14 日，日军手持 "敌国降伏"旗入侵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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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九·一八"事变和 1935 年"一二·九"运动的爆发，

激起了绍兴人民的抗日救亡浪潮，他们通过开展集会游行、劝募爱

国捐、取缔日货、慰劳抗日将士等救亡活动，使中国共产党提出的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逐渐成为绍兴全体民众的共同呼声。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旗帜下，绍兴军民积极投入这场民族解放战争。在"保卫大绍

兴，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的口号下，绍兴各界人士纷纷组织抗

日救亡团体，出版抗日书干11，开设进步书店，组织文艺宣传，掀起抗

日救亡运动新的浪潮。 1939 年 3 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

恩来代表党中央，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亲

临绍兴视察抗战，更增强了绍兴军民的抗日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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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7 月 7 日，驻华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

华 8 月 13 日，日军又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从 14 日起，日

机就不断侵袭绍兴各县。 1940 年 1 月起，不断有日军窜扰绍兴县、

诸暨县等地。 1941 年 4 月和 1942 年 5 月，日军又先后发动宁绍战

役和浙赣战役，攻陷绍兴各县。日军在窜扰和占领绍兴期间，烧杀淫

掠，无恶不作，其罪行罄竹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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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军酌侵略，不愿做亡国奴的绍兴军民，奋起抗击日军。 在

正面战场，国民党爱晴增兵多次抵抗和打击 E 军，付出重大牺牲。 在 飞挝
敌后战场，中共绍兴地方组织高举抗自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组建抗

日武装。 尤其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成立后， 三五支队、 金萧支队驰

骋会稽地区，成为绳必抗战的电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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