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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主主峰战役中的日军 ， 正在占领阵地 .

国 日本 "北进"的试探
张鼓峰之战

1938年7月 29 日-8月 11 日

相关链接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军事科学出版社)

《 日本侵华七十年史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张鼓峰是位于我国吉林省晖春市敬信镇防川村北1.5 千米的中苏国界线上的一座小山，

海拔 155.1 米 。 山的东面和北面是俄罗斯的哈桑湖和波剧特草原，西北与划，、革峰相连，西

南与14 1. 2高地相望，南面是防川村，东南约 2.5千米处是中、苏、朝三国的交界处 。 沙草

峰位于张鼓峰西北2千米处的中国境内，海拔77.1米 ， 东隔沙草峰泡子到中苏边界线1.2千米 。

"张鼓峰之战'\就是1938年7月末至8月初，日、苏两国之间围绕这两个高地进行的一场

军事冲突 。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组成轴心国，互相支持对方的侵略战争 。

而英、法等国则采取绥靖政策，怂恿日本把侵略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的苏联 。 在日本统治

集团内部， "北进"还是"南下"·的战略目标未定，所以，日本大本营决定对苏联发动一

场小规模的试探性进攻 。

苏联一方面密切注视着远东局势，相应地加强了自己的防御力量，但同时也希望避免

西对德国、东对日本两线作战，曾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

都遭到了日本方面的断然拒绝 。

1938年7月，日本政府照会苏联政府，声称日本参谋部的地图上，中苏国境线绕过哈桑

湖东岸，又说每年清明和l 中秋，朝鲜族都上张鼓峰祭扫坟墓，可见是伪满洲国领土 。 照

会强烈要求把哈桑湖一带划为日本属地 。 苏联政府断然拒绝了日本政府的这一无理要求 。

7月 15 日， 三名日本军人身着朝鲜族服装，带着照相机和望远镜，由两个向导带路，公

然进入苏联境内 。 他们一边观察张望， 一边绘制和拍摄苏联边境的军事设施 。 这时，早

已潜伏的苏军突然发也袭击，日军一头目当场丧命，其余二人慌忙逃走 。

这个事端成了张鼓峰事件的导火线 。 日本政府紧急照会苏联政府，要求苏联立即从张

鼓峰一带撤军。 苏联毫不退让，发表声明称日军侵入了苏联领土，苏军是在忍无可忍的情

况下回击的 。 7月 16 日，日军大本营向驻朝鲜日军发布了向苏朝边境地区集结的命令 。

7月 19 日，驻朝日军第19师团在与张鼓峰隔岸的图们江西岸集结部队，企图借机寻衅 。

29 日，日军渡江袭击张鼓峰附近沙草峰的另一支苏军小分队 。 随后，苏军陆续来援，

重占了沙草峰 。 31 日日军在炮火支援下，攻占了张鼓峰和沙草峰 。 此后，双方反复进行了

阵地争夺战 。 苏军除以小分队积极反击，以航空兵对日军阵地及后续部队轰炸外，大量调

集部队，准备反攻 。 到8月 5 日，苏军在张鼓峰附近地区调集了3个步兵师和3个坦克营 。 6 日，

苏军步兵第32师配备1个坦克营向沙草峰发起进攻，步兵第40师配备1个坦克营向张鼓峰发起

进攻，步兵第39师配属 l个坦克营在右翼担任掩护任务 。 经过5天的激烈战斗，苏军攻占了

张鼓峰地区的日军部分阵地 。 当时，武汉会战正烈，日军主力深陷中国内地战场，无法抽

调更多的部队，因此不得不有所顾忌 。 由于双方都不愿扩大事态，遂于10 日夜间达成停战

协议 。 11 日，全线实现停火，随后双方代表现场交涉，双方同意在张鼓峰北坡阵地上各自

后退80米，作为警戒线 。 这样日军退至图们江西岸，苏军控制了张鼓峰地区 。 8月 13 日，日

苏双方在张鼓峰东南坡交换了战死者 。 据日方统计，日军阵亡526人，伤914人;苏军(估

计)阵亡236人，伤611人，损失坦克96辆、飞机3架 。 至此，历时13天的张鼓峰战役结束 。

日本试探苏联边境防卫兵力的首次交锋以失败而告终 。

张鼓峰事件后，日军把防川一带划为禁区，强行把洋馆坪、检忠源、沙草坪、防川四

个村的 140多户居民迁走，使这里成为无人区，同时又在防川附近的图们江土立桩堵江，

封锁图们江航道 。 从此，利用图们江航道出海的活动完全中断 。

《 日本帝国的兴亡 )) (世界知识出版社)
相关链接 (

ι) ((第二次世界大战大事纪要 )) (解放军出版社)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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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鼓峰之战苏联红军战斗序列
1938年7月 29 日 -8月 11 日

步兵第32师

第39~.且击军 步兵第39师
注 : 苏军在 张鼓峰地区调集3个步兵师和3个坦

克营，另有飞机约 100架。

步兵第40师

张鼓峰之战日本侵略军作战序列

朝 第 H 第37步兵旅团司令部口第73联队主力 8月 3 日增兵

鱼羊 二 8月 3 日增兵 第74联队 8月 8 日培兵

军
。币

第75联队 首次派兵

司 首次派兵 l个大队， 8月 3 日

AτE、F 
师 8月 8 日增兵 第76联队 增兵主力 ， 国统守备队(以

「吕_._唱 团
2 个中队为基干)

长卜斗第27骑兵联队 卜斗 首次派兵

中小
尾卜寸第19山炮联队村矶 卜寸 首次派兵，主力 8月 3 日增兵 l 个大队

孝国 高

太昭 龟←斗其他 (略)
藏

郎 卜-才第19野战重炮联队卜寸 首次派兵， 8月 8 日增兵
上

中将 J情←-l第5高炮联队
将

增派炮兵 : 8 日抵达 . 野炮2个 中 队 、 重炮 l 个中队 、 高炮

E军春驻屯队 l个队 1 0 日下令增派野战重 ;也 l个联队 、 高炮4个队 . 因达
成停战协议，未参战 .

相关链接
《简明日本战史 >> (军事科学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大事纪要 >> (解放军出版社)



1938年

7月 - 日本政府照会苏联政府，要求把张鼓峰(又

称"哈桑湖" )一带划为日本属地。苏联

政府断然拒绝日本政府的这一无理要求。

7月9 日 苏军边防部队的 1 0余名士兵进入张鼓峰构

筑工事。

7月 11 日 苏军进入张鼓峰的部队增至1个排。

7月 15 日 _ 3 名日本军人进入苏联境内，制造事端 。

7月 16 日 4 日军大本营向驻朝鲜日军发布了向苏朝边

境地区集结的命令。

7月 19 日 - 驻朝日军第四师团在与张鼓峰隔岸的图们

江西岸集中了部队，企图借机寻衅。

7月 29 日 日军渡江袭击张鼓峰附近沙草峰的一支苏

军小分队。随后，苏军陆续来援 ， 重占了

沙草峰。

7月 31 日 日军在炮火支援下，攻占了张鼓峰和沙草

峰。

8月 5 日 A 苏军在张鼓峰附近地区调集了 3 个步兵师和|

3个坦克营。

苏军轰炸张鼓峰地区的日军阵地 .

关键词苏军边防部队制造事端沙革蜂日军大本营陆军省步兵师坦克营

007 



① 苏军轰炸张鼓峰地区的日军阵地 。

② 张主支峰战役时，该地附近的居民躲避战火的情景 。

③ 参加张鼓峰战役的部分日本士兵合影，后来这些人大部分

战死 .

④ 张鼓峰附近的村庄，遥遥炮火轰炸后的情景 .

8月 6 日 A 苏军步兵向沙草峰、张鼓峰发起进攻。

经过5天的激战，苏军攻占了张鼓峰地区

的日军部分阵地 。

8月 10 日 A 夜，双方达成停战协议。

8月 11 日 A 全线实现停火。历时13天的张鼓峰战役宣

告结束。随后，日军退至图们江西岸，苏

军控制了张鼓峰地区。

8月 13 日 A 日、苏双方交换战死者遗体 。

关键词 张鼓峰 i少草峰图们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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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占领张鼓峰的药;军战士 .

② 苏军在查看缴获的日军武器 .

③ 日军在搬运张鼓峰战役中的苏军尸体 .

关键词 苏军战士日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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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门罕战役中， 日 军在连花山的阵地 .

国囚日本 "北进"的再次试探
诺门罕战役

1939年5月 11 日-9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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