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地处中原，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在
全国抗战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浴血抗日
烽火中，河南军民前仆后继，不屈不挠，英勇
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粉碎了侵华日军无
数次猖狂进攻，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反抗外敌
入侵的壮丽诗篇，为夺取全国抗战胜利作出了
巨大牺牲和重要贡献。

正面战场：全省大部分国土沦陷

1937年年底，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和天
津后，又兵分三路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向
华北腹地大举进犯。张家口、石家庄、太原相
继失守，大片国土沦入敌手。由于华北正面战
场的溃败，河南成了保卫武汉的屏障、西北的
门户，华北抗战的后方和南北战场的枢纽，成
为中国抗战的最前线。

1937年11月上旬，沿平汉铁路及两侧南
犯的日军突破国民党政府军第一战区的漳河防
线，5日攻占豫北重镇安阳。1938年2月初，
为了策应津浦铁路作战，日军发动豫北战役，
国民党政府军新编第八师奉命炸毁平汉铁路黄
河铁桥，日军被阻于黄河以北。月底，豫北全
部沦入敌手。5月19日，沿津浦铁路南犯的敌
人占领徐州后，随即沿陇海铁路西进。6月6
日，河南省会开封失守。9日，豫东地区各县
城和主要城镇全部沦陷，中原重镇郑州岌岌可
危。1938年 9月，日军又向豫南发动进攻，
很快占领了豫南。到10月25日武汉失守时，
河南省的豫北、豫东、豫南共50余县沦陷，
半壁国土沦入敌手。而国民党一、五战区主力
控制了另外河南的约60个县，与敌对峙达6
年之久。

1944年1月，日军为防止日本本土遭受
空袭，确保中国东海海上交通通畅，决定在中
国正面战场发动一场旨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
线、摧毁中美空军基地的豫湘桂战役。河南战
役是豫湘桂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战目的
是击溃国民党第一战区部队，占领平汉铁路南
段及沿线地区，确保武汉日军及华北日军的陆
上交通。从4月18日日军进攻中牟起，在华
北日军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挥下，日军向

河南正面战场发起进攻，河南战役全面爆发。
从4月18日日军自中牟进攻起，到5月25日洛
阳失守，历时37天的河南战役，国民党军队损
失兵力二十多万人，豫中、豫西38座县城和4
万多平方公里国土沦为敌占区。至此，河南基
本沦陷，中原大地惨遭日本侵略者蹂躏。

在河南正面战场上，尽管担任正面防御的
许多国民党官兵怀着爱国热忱，对日军进行了
英勇抵抗，但由于受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
战略方针的束缚，难以充分施展战斗力，致使
部队不断陷入被动，节节败退，而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游击战争则成为打击敌人的主要力量。

敌后战场：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开辟

1937年9月，中共河南省委在开封重新
组建，成为领导全省人民抗战的中枢。河南党
组织遵照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高举团
结抗战旗帜，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宣传组织
民众，推动救亡运动的开展，组建抗日武装，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形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
潮。

豫北和豫东沦陷后，八路军、新四军根据
党中央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
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先后挺
进河南敌后，在地方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大力
支持下，配合和领导当地武装，开展了广泛的
游击战争，恢复了大片国土。邓小平、刘伯承
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山区，开辟了晋
冀豫抗日根据地（后改称太行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晋豫边游击支队与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
协同作战，创建了晋豫边抗日根据地（后并入
太岳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
在杨得志指挥下，挺进冀鲁豫边区，与直南、
豫北和鲁西南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会合在一
起，创建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彭雪枫率领新
四军游击支队从确山竹沟东征，统一整编豫
东、皖北、苏北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开辟
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李先念率领新四军豫鄂
游击大队，从确山竹沟南下，会合豫南、鄂
中、鄂东等地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开辟了鄂豫
边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使共

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有了充足的兵源和可靠的
后方，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长期生存和发展
创造了条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经过长期的艰
苦奋战，从1943年起开始逐步扭转困难局
面，成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力军。八路军太
行、太岳、冀鲁豫军区部队在人民群众的配合
下，发起了林南、卫南、豫北等战役，开展了
局部反攻，收复了豫北大片国土。1944年4
月18日，日军发动了河南战役，豫中、豫西4
万多平方公里国土沦为敌占区。7月25日，中
共中央发出向河南敌后进军的指示，对进军河
南作了全面部署。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冀鲁
豫军区先后派出南下大队、军区八团、党校警
卫团等部挺进豫东，扩大了水东（新黄河以
东）根据地，开辟了水西（新黄河以西地区）
根据地。彭雪枫率新四军主力从淮北根据地向
西挺进，经过两个月浴血奋战，歼灭日伪顽1
万余人，恢复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五
师豫中游击兵团与南下的豫西八路军第三支队
会师嵖岈山，开辟了豫中抗日根据地。

太行八路军组织的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在
皮定均和徐子荣的率领下，挺进登封、偃师、
巩县等地，开辟了嵩岳抗日根据地。豫西抗日
第二支队收复了新安、渑池、洛宁、陕县大部
分地区。为了统一领导豫西人民的抗日斗争，
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河南区党委、河南军区和八
路军河南人民抗日军。据不完全统计，到
1944年底，各抗日根据地河南部分总面积达
7.6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
44.9％，人口为1325多万，占全省总人口的
39.4％。

1945年年初，八路军在豫北发起强大攻
势，先后取得道清、南乐、安阳等战役胜利。
8月9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对日寇
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河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
向日伪军发起全面反攻，收复大片国土，与全
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巨大牺牲：人口财产损失惨重

日本侵略者在对河南军事进犯的过程中，
狂轰滥炸，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
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累累罪行，给河南人民带来
了深重灾难，严重破坏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河南人民为此付出了惨重的战争代价。

据战后统计，抗日战争期间河南全省损失
房屋156.2万间，工农业损失总值12.455亿元
法币，仅豫北25县就死亡180万人，损毁房
屋42万间。全省人口的大量伤亡和总人口
43.5%的流亡，使大量从事工业、农业、商业
等行业的人员离开家园，在饥寒交迫中痛苦地
煎熬，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日
本侵略者除在农村强征土地外，还修筑大量兵
营、演兵场等军事设施，使大片良田被毁，可
耕地迅速减少，年粮食总产量减少了48.2%，
棉花种植面积不足战前的三分之一。日本侵略
者强占工厂矿山，掠夺资金设备和矿山资源，
导致工厂关闭、工人失业、物价飞涨、民不聊
生。全省煤炭战前每日总产量为24310吨，战
后每日产量为3720吨。郑州豫丰纱厂等厂被
迫停产西迁，豫北较大的十余家纺织厂被摧毁
达70%以上。

日军的侵略行为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1938年6月9日，为了阻挡日军，国民党政府
在郑州花园口掘开黄河堤坝，阻挡日军西进。
黄河决堤的洪水固然迟滞了日军攻占郑州沿平
汉铁路南下武汉的计划，但淹没了豫东、皖
北、苏北40余县的大片土地，近90万人葬身
洪水，上千万人流离失所。黄河水夹带着大量
的泥沙，洪浪所至，地貌面目全非，农民无法
生存，流离失所，形成连年灾荒的黄泛区，直
到解放后还灾荒连年，给广大人民造成极大的
灾难。由于豫东地区离黄河决堤口门最近，地
势较低，成为黄泛区的中心地带，遭受洪水冲
击最大的44个县中，河南省就占了20个。

抗战期间河南境内自然灾害频发，1941
年至1943年全省连续发生了旱灾、涝灾、蝗
灾等严重的自然灾害，受灾面积之大、灾情之
重是历史上罕见的。1942年全省民众饿死者
150 万人以上，逃亡在外者 300 万人以上。
1943年，灾情继续发展，南自武胜关，北至
太行山脉，西起紫荆关，东至淮河流域，全被
旱魔笼罩，大小麦颗粒无收，早秋全被旱死。
秋后又发生了涝灾、蝗灾。蝗虫迅速蔓延，所
过之处禾苗荡然无存，受灾地区迅速扩大到豫
北、豫中、豫西42县。因战争原因救灾不
及，致使饿殍遍地，数百万灾民背井离乡，四
散逃亡，使农业产量大幅下降，人口大量减
少。全省人口 1940 年为 30666255 人，到
1942年则减为24710986人，其中一半是饥饿
而死。中原大地满目残垣断壁，田园荒芜，昔
日千里沃野之地顿成狐兔出没之所。

由于河南大部分地方处于抗日战争的正面
战场，战争使国民党统治区政府和百姓丧失了
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沦陷区的民众更是没有
抵御灾害的能力，仅冀鲁豫区的灾民就达120
万人，太行区灾民亦在35万人以上。加之驻
扎在河南的国民党军汤恩伯部，鱼肉百姓，为
祸中原，强征粮食，仅1942年就向河南国统
区民众勒派小麦2.8亿公斤，百姓生活雪上加
霜，当时河南民间流传着“河南四荒，水旱蝗
汤”的民谣。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河南人民以民族
大义为重，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
为抗日战争贡献了巨大的人力物力。3000万
人民忍着家破人亡的伤痛，勒紧腰带，义无反
顾地将自己的儿郎、丈夫送上抗日前线，慷慨
无私地把手中的保命粮送给抗日将士。以吉鸿
昌、杨靖宇、彭雪枫等为代表的中原人民的优
秀儿女前赴后继、踏冰卧雪、栉风沐雨，浴血
奋战在长城内外、白山黑水、淮河两岸。河南
人民还先后为八路军、新四军输送了十多万子
弟兵，先后有两万多人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
躯。仅在睢（县）杞（县）太（康）地区，先
后就有沈东平、马庆华、韩达生、唐克威4位
共产党的特（地）委书记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
壮烈牺牲。

1937年～1945年的抗日战争中，河南各
抗日根据地军民先后抗击和牵制了二十余万日
伪军，对日伪军作战1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
及争取伪军反正十万余人，攻克县城40余
座，收复国土十多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2000余万，建立了90余个县级抗日民主政
府、18个行政专署。中原人民用鲜血和生命
谱写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气壮山河的英雄史
诗，为夺取全国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
重要的历史贡献。 据《河南日报》

艰苦卓绝的河南抗日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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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览

日本投降的消息播出后，很多政治家、
军事家和文化人的回忆录和日记里都记载了
当时的喜悦心情。

黄炎培夜不能寐读杜甫诗

民盟发起人黄炎培时在重庆，得知日本
投降后夜不能寐。据《黄炎培日记》记载：

“8月10日，夜八时，喧传日本乃真投降，一
时远近欢呼，爆竹之声迸发。是夜辗转不能
成寐。自七七以来，八年又卅天。自九一八
以来，十四年不足卅八天，中间残杀我国同
胞。此数年更残杀我盟国同胞，不知多多少
少。天网恢恢，元恶终归殄灭，而死者岂可
复生。以我一人论，十四年来之努力，徒为
抗敌救国耳。今日者故妻何在？长子何在？
读少陵《闻官兵收河南（河）北》诗，感不
绝心。忽然想起刘湛恩，忽然想起张在森，
以此终夜不能自制。刘湛恩、张在森何止千
万。8月 11日，参政会举行游行，打车三
辆，国旗、爆竹、欢呼，夹道民众鼓掌，儿
童忧狂，参政会同人有拥抱接吻者，道旁挑
水夫数十人举扁担相舞。”

顾颉刚全家举办胜利公宴

顾颉刚是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历史地理学
和民俗学开创者。1945年8月10日，顾颉刚
阖家欢庆胜利。当天他的日记记载了市民庆祝
的盛况：“今晚坐院中，听四面爆竹声，……
必日本投降也。继而大明工厂之汽笛声作，附
近某工厂应之。继而探照灯发光，市街喧声大
作……叔棣来，谓见号外，知日本今日下午四
时三十分向盟国宣布投降，惟请求保留天皇，
此八年又一个月之战事遂告结束。阖家狂欢，
明日添菜庆祝。”

柳亚子赋诗庆祝

爱国诗人柳亚子时在重庆，欣喜之下，
作成《八月十日夜电传倭寇乞降，十二日补
赋一首》诗：“殷雷爆竹沸渝城，长夜居然曙
色明。负重农工嗟力竭，贪天奸幸侈功成。
横流举世吾滋惧，义战能持国尚荣。翘首东
南新捷报，江淮子弟盼收京。”

闻一多剃光胡须

8月15日时，闻一多正在昆明城外文科
研究所所在地司家营。直到第二天其子闻立
鹤怀揣胜利号外奔往司家营报喜后才得知。
得知胜利消息后，闻一多直奔附近的龙泉
镇，找到理发店，把自己蓄了八年的胡须剃
了精光。吴晗闻讯来看密友，闻先生笑眯眯
地回答：“实践诺言啊！”

郑洞国咏杜甫名句夜不能寐

无独有偶，郑洞国将军也反复吟咏杜甫诗。
据郑洞国回忆录记载，“8月15日，重庆

广播电台播音员以激动得颤抖的声音播放出
日本战败投降的特大喜讯，许多人竟不敢相
信自己的耳朵。人民终于确信这是铁一样的
事实后，整个大后方顿时沸腾了!……那些
天，我反复吟咏杜甫的名句：‘剑外忽传收蓟
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
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
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
阳。’兴奋得夜不能寐，甚至情不自禁地走上
街头，加入欢庆胜利的人流中。今日回想起
来，当年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些日子，是
我一生中最喜悦的时光之一。” 本报综合

名人怎样庆祝
抗战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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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心，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
大国地位，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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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值8月15日，让我们追忆峥嵘岁月，缅怀革命英雄。

平型关大捷（油画） 孙 浩 作

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1945年8月10日

日本天皇颁布《终战诏书》。1945年8月14日

日本天皇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接受《波茨
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15日

1945年9月2日 日本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

1945年9月3日 中国举国欢庆3天。

1951年8月1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规定9

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通告。

关于抗战胜利日的历史回放

延安火炬（油画） 蔡 亮 作

狼牙山五壮士（油画） 詹建俊 作 地道战（油画） 罗工柳 作 黄河在咆哮（国画） 杨力舟 王迎春 作

美
术
作
品
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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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大刀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雕塑雕塑）） 潘潘 鹤鹤 梁明诚梁明诚 作作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