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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却的历史

守

}忘却的历史

月里，宜昌发生了一场对抗日战争全局

38年宜昌大撤退。这次事件集中体现了

急关头，团结一心，救亡图存，舍身为

精神。它是宜昌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极

远不能忘怀的。

J极恶的El本侵略军进攻面前，宜昌人

】员工和宜昌码头工人、三峡沿岸的纤

实业家卢作孚的组织指挥下，驾驶24艘

着敌机的轰炸，来往穿越在汹涌的长江

以及沿海地区搬迁来宜的机关团体、科

运送入JiI；将涌到宜昌的难民、难童运

E民族工业的精华和近十万吨兵工、航

r抢运AJiI。赶在长江枯水季节到来之

前，全部将其安全运送到大后方四川，

奇迹。在这次大撤退中，宜昌人被炸死

司就有1 16名员工献出了生命，61人受伤

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上海电视台、重庆台、香港凤凰卫视

深圳特区报》、《重庆El报》、《新民

外书摘》等报刊杂志，都对这次事件进

唤醒人们重温历史，勿忘“宜昌大撤

邑视台《东方时空》和《人物》栏目在

中，映出大量真实的历史画面解说道：

为川鄂咽喉。而1938年的秋天，宜昌已



不能忘却的历史

Ⅲ34。月30EJ，目目g成为全中国的咽喉。” “卢作孚和他的公司．用40天的时间，将

：喾：：篡呈“28008s‘4 Io多万吨战时物资抢运至后方重庆，挽救了当时整个中国的民族

3月．＆m日∞=目二女§工业” “那些抢运人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了一系

Ⅸt-1倡mR协i∞“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

g^#镕·％g§￡急的综台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正是这些撤退
镕， 运输到大后方的工矿企业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了大批枪

炮，为前线的将士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战争的最后

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而这一切，都归功干宜昌大撤退。”

抗战时期，宜昌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宜昌人民团结抗战精神．

使宜昌成为抗战名城。宜昌的闻名，也正是宜昌人民同仇敌忾，

共赴国难，前仆后继的一次次壮举．使宜昌这座英雄的城市历经

多年的战乱，而始终屹立在西陵峡口，与日月同辉。“宜昌大撤

退”发生后，这里叉曾是中国军队抵抗日军沿长江进犯的一道坚

强屏障。中国军队在“石牌保卫战”中，顽强地与日军作战，获

得鄂两大捷。在日军发动对“宜昌作战”的战场上壮烈牺牲的张

自忠将军是枢，运抵宜昌时，宜昌全城悲恸，老少出行，不顾日

机在宜昌城上空盘旋．冒着日机轰炸的危险，祭奠张将军．迎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不能忘却的历史

将军灵柩上船人川安葬，

如今，每当我们从电视荧屏上看到六十多年前，宜昌人民在

日军的炮火下．不畏艰险．万众一心，抢运人川物资和不怕牺牲

与日本法西斯抗争的情景，无不为之感动。重温宜昌地方史，使

我们倍受鼓舞，缅怀宜昌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在强敌人侵的危急

关头，所表现m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更激励我们建设好新宜昌

的热情．

六十多年前发乍的“宜昌大撤退”事件．早在抗战时期，人

们就将它比如同一时期在欧洲战场上发生的“敦刻尔克大撤

退”。甚至认为“宜昌大撤退”比“敦刻尔克大撤退”更艰苦、

更惨烈，后者是依靠一个同家的力量，由丘古尔指挥的军事部门

完成， “宜最大撤退”则是由宜昌民众和卢作孚的船队实现的。

这样的大撤退在中外战争史上只此一例．建国后，全国政协、重

庆市政协、湖北省政协、宦昌市政协《文史资料》都刊登了亲历；：∞∞”B±。目≈目
者的大量回忆文章．宜昌市地方志办公室近年来对这次事件的全∞8#(2003a：)



不能忘却的历史

目目自m协±％}RⅡ％

念*8＆∞gⅡip％g

先生诞&110目4日W§

过程，尤其是当年抢

运的情况，途经宜昌

人川的各界人士情况

和文化精英们的回忆

资料，都竭力进行了

认真搜集、整理和宣

传，并编辑了这部大

撤退图文志，使我们

能从多侧面了解这段

历史，做了一件很有

意义的工作。

今天，我们纪念

“宜昌大撤退”．并

用图文志的形式忠实

地记述这次事件的发

生背景和它的历史作用，就是要向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一代

宣传这座英雄城市的地方史，让他们知悉“宜昌大撤退”事件，

学习宜昌先辈们的爱国主义英勇行为，从而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

传统教育，弘扬宜昌人民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并把这种崇高

精神和光荣传统继续传承下去，与时俱进，搞好我们的各项工

作，为把宜昌建设成为世界级水电旅游名城而努力奋斗。

鲰
j’。云开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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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万

庆，

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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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发

区．

会向

“武

械化

在长

鄂四

战区

与目

现出

于大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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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曼华日军进逼武汉

舌，侵华日军加紧对我华北、华东和中

叽的狂轰滥炸中，大片国土丧失，成千

=．鼓以万计的战争难民流离失所。

面临沦陷之际．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

、团体、学校、工厂纷纷向后方撤退。

危是迁移到武汉。为了阻止日军步步进

j秘密下令炸开黄河大堤。6月18日，日

争。日军大本营认定武汉乃中国心脏地

，迅速控制这两个地区，中国政府必定

海、空三军调遣重兵，不惜一切投人

!结了14个师团、3个独立旅团、一个机

加上海军舰艇140余艘，约35万兵力，

翠队展开激战，战线扩及皖、豫、赣、

曲员和部署了14个集团军、lO+军团和

一部．先后达120+师。约1007Y兵力，

蒎备落后敌军的情况下，英勇杀敌，表

移多为湖沼港汊环绕，无险可守．不宜

兜战，lOJ；]24日．国民政府下令放弃武

辛日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中中方投入

恃最久的一次战役。会战中．全国军队

事所指出： “确实已发动了百年以来未

元战”，“保卫武投斗争的目的，一方



j 1 938年，侵华日军进逼武汉

面在于消耗敌人，叉一方面在于争取时间便于我全国工作之进

步，而不是死守据点。”

在武汉抗战进人紧要关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

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出了中国抗日战争持久战的

战略思想，阐明战争的基本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

量，消灭敌人的力量。同时，指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道路。驻武

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立即以《新群丛书》单行本的形式，大量印

制这两篇文章，并在国统区广为散发。冯玉祥、白崇禧深为赞赏

《论持久战》，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

10fJ 31日，蒋介石在中国军队撤离武汉时，于湖南发表《为

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他说：保卫武汉之军事目的．在

I：一!．事女&±5． 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

t目mRm*∞自№ 迁移我东部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南之建设，以充实西部持久



抗一饯之基础赖军民协力．不避牺牲，与暴敲进行五间．El之÷}战

恶4．卒使敌军蒙受侵战吼米最惨重之捌失．而植立我民族复兴

之门精心、，10发扬我军攻守战斗之新精神 现我后方一切布戴业

已宽牛，J，f't动放弃武汉核心之据点，惭确保武汉叫阁外怍l之兵

，，，使我军作战转入主动有利之地位，今后乃rⅡ寅施全血战争。

就在r}1 H武汉会战之际．与武汉直线距离J．z300多公唯(水路

630公‘I!)的宜吕，正靠进行着一场令【]半侵略军完仝没；仃料到

的大撤进、这场大撤退从1937qz下世q：起．就已拉开帷幕．并

“进行到宜昌沦陷前夕 而此Hf，这场大撤退i[-在彝所大抢运的

高峰期。

武汉警备司令部、全省防空司令部
为疏散人口告武汉同胞书

民国二十七[1 938]年六月七日

武阳汉三镇各界同胞们!自从抗战开始以来．日奉强盗酌空军，不顾人道．

不顾国际法规，不顾全世界舆论的谴责，对我全国大小城市，甚而至于僻静的

村庄滥施轰炸。成千威万的无辜平民．在残酷无情的敌弹之下．一批一批的牺

牲了 ．．．为着安定后方的秩序，为着减少不必要的死伤．我们急迫地要求所

有的老弱妇孺，以厦元乡逗留在武汉的人民，赶快设法离开武汉地区。乡下有

家的，回乡下去；其他地方有亲戚朋友的，就到其他地方去。至于交通方面，

已经由关系机关。对于各路火车轮船．增加班次；同时我们已通饬军警，尽最

大的可能，给予疏散民众的(以)便利。

亲爱的同胞们!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我们疏散人口，并非畏惧敌人的威胁，

鼓励民众的逃跑；我们疏散人口，除了减少无谓损害拱外，还有重大的意义。

因为后方许许多多的工作．需要我们同胞来担负；第一，我们要把城市里过剩

的人口．转移到内地去，藉此可以繁荣农村．发展后方的生产。第二，疏散剐

内地的民焱，可以把敌人残暴野蛮的行为，报导培每一个角落里的人民，使得

每一个人民，都能够起来参加杀敌救国的工作。我们希望各莽同胞．以最大的

热忱．束体认政府的意旨。自动地采完成目前选一迫切而重耍的工作。

捕自《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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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8年武昌档案资料

奉命向宜昌撤退

武昌市政处于十月二十四日奉命撤退，即将全部文卷公物厦随政府西迁员

役，分批撤运，困交通工具不敷，由水陆两路并进。水由武昌乘轮．溯江西上

至宜昌；陆由汉口乘汉宜路车抵宜昌，转巴东待命。至公营事业之水电厂．原

拟全部拆卸，固省府搬运费未能按时发足。厦交通工具缺乏之故，伍将重要机

件(电灯场机件三部，水厂机件一部)分别拆卸，运到巴东，交省府接收。在

到达宜昌后，所有职员遣散三分之二．留三分之一于宜昌西街。租赁民房．办

理结束工作，停留月余．以因战事西移，遂迁万县。至二十八年六月，所有结

束工作办理完竣后，市政处即同时奉令解散矣。

一：

|霎
戤

师磐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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