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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路线图和时间表
1937年11月30日，日军攻陷广德，12月5日攻陷郎溪，6日攻陷宣

城，10日攻陷芜湖。不久后，江淮大地大部分地区相继被日军占领。

1937 年12 月下旬，津浦路南段阻击战打响，战线绵延滁州、

明光、定远、凤阳、蚌埠、和县、含山、巢县、合肥等地，历时4个月，

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1938年2月2日，日军第十三师团，自明光、池河分路进攻定远、凤阳

及临淮关，包围蚌埠。国民党军第三集团军迎击，日军攻势猛烈，临淮关失

守。午后，定远、凤阳、蚌埠相继失守。4日，日军第十三师团以橡皮船偷

渡淮河，被国民党军第三集团军第五十一军击退。5日，日军强渡淮河

得逞，并进占怀远。8日，日军抢占小蚌埠。

1938年3月22日，郎溪两次被日军侵陷。4月5日，日军向宣城出

动。15日，日军相继占领芜湖沿江一线，安徽南北失去联系。

1938年5月14日，合肥失陷。

1938年5月18日，日军第九师团攻陷萧县城，21日，攻陷宿县。

1938年5月24日，日军第十六师团自徐州进陷砀山。30日，

攻陷亳县、涡阳。

1938年6月3日，日军占领淮南煤矿。

1938年6月11日，日军大举进攻安庆，在枞阳、大王庙登陆，

被国民党军击退。12日6时占领安庆机场，安庆失陷。

1938年8月26日，日军第十师团犯皖西六安，被国民党军第

五十一军之一一四师击退。29日，日军攻陷六安。

1938年10月22日，日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大别山防御。

1938年11月29日，日军宣布封锁长江。

1939年4月26日，日军进犯亳县，亳县再度沦陷。

1939年11月8日，日军“扫荡”皖南，新四军展开反“扫荡”作

战，收复繁昌县城。

1940年1月4日，日军向合肥大蜀山方向进犯。

1940年3月16日，日军“扫荡”萧县、宿县南部地区，新四军第六

支队展开反“扫荡”作战，半月之间，击毙日军佐野联队长、北山大

尉、板木什平少尉等官兵数百人，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1940年9月3日，日军分批到达天长、来安、张八岭等地区，分10路向

津浦铁路东地区大举“扫荡”历时12天。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组织所属

部队举行反“扫荡”，给日军以重创，日军于9月15日撤回。

1940 年 10 月 10 日，日军犯南陵、泾县、青阳，新四军奋起反

击，犯南、泾、青的日军全线崩溃，新四军攻克南陵。

1940年10月，日军向淮北路西地区进攻，新四军在蒙城板桥

集展开反击作战，乘胜收复蒙城、涡阳。

1940年11月19日，日军向涡阳进犯，新四军一部给予痛击，

日军溃退至涡河北岸。

1941年1月底，日军向豫皖边“扫荡”，占领蒙城、涡阳。新四军

第四师尾追日军，进行反击，夺回蒙城、涡阳，收复龙亢。

1942年2月，日伪军从宿县进犯蒙城。

1942 年 11 月，日军从江宁、当涂、溧水 3 县集中日伪军对当

涂县横山地区进行“扫荡”，并随即“清乡”。

1942 年11 月底，日军由明光、滁县、来安等据点出动兵力向

定远地区“扫荡”，被新四军粉碎。

1943年1月2日，日军由茅坪进犯立煌。国民党军于长岭阻

击日军，日军攻陷立煌。5日，日军沿立（煌）叶（集）公路进攻叶

集。6日，日军忧于孤军深入撤走。

1943年10月1日，日军再陷宣城。10月2日，再陷广德。10

月3日，再陷繁昌。

1943年11月初，日军纠集日伪军向宿县、萧县、泗县地区“扫荡”。

1943年11月，日军纠集日伪军向淮北地区“扫荡”。

1943 年 12 月 19 日，日军对大别山南麓进行“扫荡”，连陷桐

城、潜山、太湖、宿松等县城。

1944 年 4 月 14 日，安徽沿江日伪军陆续开往汉口。4 月，日

军犯皖南。

1944年4月27日，日军攻陷颍上。

1945年2月14日，日伪军分别从五河、淮阴、天长等地出动，

北犯龙岗、金沟、蒋坝、双沟、浮山、顺河集等地，新四军第二、四

师给日伪军重创。

1945年8月，新四军第二师、第四师、第七师纷纷发动攻势作

战，相继收复大批失地。

1945 年 8 月 11 日，张爱萍、邓子恢、韦国清以新四军第四师

兼淮北军区名义向驻淮北日伪军发出命令，敦促日伪军和伪组

织向新四军投降。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9月24日，蚌埠举行日军投降仪式，李品仙以受降主

官身份接受日军投降主官十川次郎投降。

长江奔腾，淮河咆哮，为历史作证 同我们一起，铭记历史，致敬老兵
市场星报推出烽火江淮——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特别报道

□ 记者 李皖婷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八年抗日战争中，
安徽人民浴血奋战，为民
族的解放和革命事业的发
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皖北平原到皖南山
区，从国民政府抗日主战
场到皖东新四军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整个江淮
大地四处烽火，国军、新四
军和地方游击队，始终活
跃在抗日最前线。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
网联合安徽省军区推出纪
念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
特别报道——烽火江淮，
寻访安徽昔日抗日战场和
皖籍抗战老兵。市场星报
将通过报纸、网站、微信、
微博等全媒体手段，回访
安徽大地在抗日战争中曾
经发生过战斗的知名战
场，寻访健在的抗战将士
或其遗属，整理挖掘相关
史料，全方位、多层次呈现
发生在江淮大地的英勇抗
战事迹；写抗战老区故事，
讲述当年抗日情景，还原
当年的抗日片段，挖掘其
中的英雄故事，全景再现
安徽抗日战场的风云。

我们祈祷充满硝烟的
时代不会再来，然而历史
不该被遗忘。我们记录和
还原历史，但不仅仅是为
了纪念，还为让每个人的
心灵都直面民族创伤，让
战争的记忆成为民族的思
想资源。请跟随市场星
报、安徽财经网一起，回顾
那段峥嵘岁月，探寻安徽
抗日战场的激荡风云。

1937 年 7 月 7 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同年 11 月 26 日，日军侵入安徽，国民党第二

十三集团军之一四五师在广德一线顽强抵

抗，揭开安徽抗战的序幕。

1945年9月24日，蚌埠举行日军投降仪

式。李品仙以受降主官身份接受日军投降主官

十川次郎投降。安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项来自安徽省抗战损失调研课题组

的调查显示，抗战期间，有据可查的安徽省

人口直接、间接伤亡约为 449178 人；总财产

损失折合 1937 年 7 月物价指数（1937 年法币

币值）约 47.87 亿元，其中直接损失（不包括

矿产、文物古迹等的损失）10.86 亿元，间接

损失 36.96 亿元。

1945年秋，新四军破击津浦路徐州、固镇段。
图为当地群众参加破坏铁路情形

日本侵略军缴械投降时的情形

新四军部队在进行战略反攻动员

战斗中的新四军第七师指战员

安徽人民庆祝抗战胜利

新四军军部成立时合影。左起：陈毅、项英、袁
国平、李一氓、朱克靖、粟裕、叶挺

概述篇

八年抗战，我们没有忘记

新闻链接

解读篇

愿重温历史以慎终追远

战略防御阶段：国共合作，携手抗敌
在安徽初期抗日正面战场中，国民党爱

国官兵英勇战斗，顽强迎敌，血洒疆场，体现

了中华民族抗击外侮的爱国传统。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新四军和地方抗日武装，从最初的

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逐渐成长壮大为

华中敌后抗战的主力军。

1937年11月23日，日军牛岛师团（第十八

师团）由太湖窜抵宜兴、长兴一带，犯泗安、攻广

德，旨在进取芜湖，威胁南京。蒋介石令第二十

三集团军总司令刘湘派下辖二十一军军长唐式

遵率集团军阻截。唐委派第一四五师中将师长

饶国华率部镇守广德。饶国华在广德战场上与

日寇浴血奋战三天三夜后于1937年12月1日

凌晨以身殉国，时年43岁。日军占领广德。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从 1937 年 2 月到

9月，国共两党代表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

等地，就两党关系、工农红军、游击队的改编

等问题先后进行了 6 次谈判。9 月 28 日，国

民政府军委会正式通报，“任命叶挺为新编第

四军军长”。此后，经过国共两党3个月的反

复磋商，将原来活动在湘、赣、闽、粤、浙、鄂、

豫、皖8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变为

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下辖4个支队。

12 月 25 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

1938年1月6日迁至南昌，叶挺任军长，项英

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随后，新四军分

为四路，挺进苏南、皖南、皖中、皖东，开辟了

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江

（宁）当（涂）溧（水）抗日游击根据地和芜当宣

抗日游击根据地，先后取得了 5 次繁昌保卫

战以及大小关、范家岗、椿树岗、棋盘岭、铁树

岭、三十里岗等战斗的胜利。

战略相持阶段：新四军建立3大抗日根据地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新四军，采取坚决抗战的方针，开创了豫皖

苏、皖东北、皖东和皖江根据地，后来发展成

为皖中、淮南、淮北 3 块抗日根据地，雄踞华

中，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19 块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抗日民

族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9 年 5 月，新四军成立江北指挥部，7

月对江北部队进行整编，以第四支队第八团

为基础，组建第五支队。第四支队随后开

辟了以定远藕塘为中心的皖东津浦路西抗

日根据地，第五支队开辟了以来安半塔集

为中心的皖东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1942

年后皖东抗日根据地改称淮南抗日根据

地，曾是中共中央中原局、华中局、新四军

军部所在地。

1941年8月23日，华中局决定将邳睢铜

地区和淮宝县与皖东北地区合并，定名为淮

北苏皖边区。从此，皖东北根据地成为淮北

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组成部分。

皖江抗日根据地位于安徽省中南部长江

两岸地区，东起江浦、当涂，西至怀宁、彭泽，

北濒滁河、合肥，南抵宣城、南陵。1939 年 1

月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二纵队改编为新四军江

北游击队，在皖中地区（主要包括无为、庐江、

舒城、桐城、巢县、含山、江浦等地）开展敌后

抗日斗争，开辟抗日根据地。1941 年 1 月 7

日发生皖南事变后，突围的 700 余人先后到

达无为，成为创建新四军第七师和皖江抗日

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战略反攻阶段：全面展开攻势，抗战最终胜利
继1943年2月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

转折，1944 年春，华北、华中、华南解放区战

场向日伪军全面展开攻势。

1944年8月15日，彭雪枫与吴芝圃、张震

率第四师主力西进豫皖苏边，在西进的4个多

月中，协同兄弟部队歼灭敌伪军万余人，接受

起义、投诚者3000余人，拔除据点36处，控制

了东起津浦铁路，西至商亳公路，北抵陇海铁

路，南讫涡河的广大地区，解放人口250万。

1945 年大反攻中，新四军第四师部在津

浦铁路徐州至固镇段破袭站中向日军发起攻

击，解放了灵璧、泗县、五河、涌城、萧县、宿

迁、睢宁等 8 座县城。1945 年新四军第七师

皖南部队解放了北至当涂、南到青弋江、东达

宣城的广大地区。

1945年8月11日，张爱萍、邓子恢、韦国

清以新四军第四师兼淮北军区名义向驻淮北

日伪军发出命令，敦促日伪军和伪组织向新

四军投降。9 月 24 日，蚌埠举行日军投降仪

式，李品仙以受降主官身份接受日军投降主

官十川次郎投降。安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

最后胜利。

战役篇

揭露日军罪行，直面民族创伤

广德保卫战：日军入侵安徽第一战
1937 年 11 月，日本侵华军华中派遣军占

淞沪后，兵分 2 路进攻首都南京。其中一路向

苏浙皖边界迂回，断南京国民党守军退路。

20 日，蒋介石令第二十三集团军刘湘部 5

个师、2 个独立旅分防广德、泗安一线，确保京

（南京）芜（芜湖）侧背之安全，以掩护国民党军

队撤退。

当时刘湘部尚在四川，部队转运不及，集

团军代理司令官潘文华便率先头部队第一四

四、一四五师抵达皖南。鉴于广德关系南京安

危，即令第一四五师中将师长饶国华镇守。饶

国华抵广德后，立即部署兵力，构筑工事，激励

全体官兵与进犯日军血战到底。

23 日，向苏浙皖进攻之日军第十八师团，

由太湖分乘汽轮及橡皮艇百余艘，窜抵宜兴、

长兴一带，而后兵分2路进犯广德、临安。进攻

广德之日军约 4000 余人。攻击前，集中 27 架

飞机及其他重火器对广德前沿阵地实施狂轰

滥炸，将国民党军工事摧毁。

饶国华亲率第四三三旅官兵奔赴广德前

方约5里的界牌，凭险据守，顽强抵抗。日军进

攻受挫，不断从东洞庭山、西洞庭山抽调精锐

部队增援，多次发起攻击，饶部损失惨重，退入

广德城内。

26 日，日军兵临广德城下，强行攻城，第

四三三旅官兵死伤枕藉，城内房舍建筑被摧

毁殆尽。饶部在广德激战 2 日，被日军三面包

围，宣城至广德的交通被日机炸毁，补给中

断。因团长刘汝斋怯战，擅自后撤，致使日军

于 29 日攻破广德。潘文华闻讯率部退至太

平、青阳一线。

30日，饶国华率残部一营兵力，组织反攻，

被日军包围于十字铺。饶为实践“以保卫国土

为己任”的誓言，带着卫兵连直奔飞机场，向仓

库内的油桶猛烈进行发射，油库陆续起火焚

毁。然后，饶国华回到广德东门外，拨出所佩

手枪自戕成仁。这场战役就是著名的广德保

卫战，安徽抗战的序幕就此拉开。

蒋家河口之战：新四军建军后的第一战
1938 年 4 月，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部由

大别山挺进皖中，开展敌后游击战争。5 月 12

日上午，占领巢县的日军坂井支队以小股武装，

于早饭后强抢民船由水路向蒋家河口进发。

高敬亭部获悉后，即遣第九团第二营配合

侦察队运用有利地形，对其进行伏击，以打击

其嚣张气焰——侦察队埋伏在河口堤埂后面，

正面进行迎击；第四连则以 2 个排埋伏在河口

北侧的小高地，随时准备阻击增援的日军，另

一个排埋伏在堤埂后的村庄作预备队。

8 时左右，日军 10 余人乘一艘小船驶抵蒋

家河口。正当日军下船登岸之际，侦察队即向

其开火，日军猝不及防，全被击毙，缴枪11支及

日军旗一面。

此战规模虽小，但系新四军建军后的第

一战，首战告捷，军民为之振奋。国民政府军

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于 5 月 16 日致电新四

军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赞扬道：“贵军四支

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希继续努力

为要。”

击毙冢田攻之战：击毙日军最高职军官一战
1942 年 12 月 18 日，日军第十一军团司令

官冢田攻中将，在南京参加中国派遣军各军司

令官会议后，率军高级参谋藤原武大佐等 9 名

军官，乘七九式飞机返回武汉。

当 日 浓 雾 弥 漫 ，能 见 度 极 低 。 11 时 左

右，飞抵太湖上空。驻该地张家坂以南高

山之国民党军第一三八师第四一四团重机

枪连，听到从南京方向传来机声，在副团长

指挥下，估约在日机飞抵顶空时，循机声方

位导前 200 米，突以密集火力对空射击，约

20 分 钟 后 ，机 声 停 止 ，只 见 一 燃 烧 物 从 天

空坠下，日军第十一军团司令官冢田攻机

坠身亡。

日军第十一军团获悉后，即令靠近大别

山的第三师团、第六十八师团主力及第四十

师团一部抵大别山南部搜索；日军第十三军

团也派出第一一六师团一部予以协助。25

日，日军第六十八师团在太湖县弥陀寺、田

家滩、筋竹冲一带，寻获飞机残骸和 11 具尸

体遗骸。返回时，沿途大肆烧杀淫掳，以示

报复。冢田攻为日本侵华军在中国战区被

击毙的军职最高的军官。

繁昌保卫战：先后五次皆取胜
1939年，新四军先后取得了五次繁昌保卫

战的胜利。

1939 年 1 月 10 日，日军分 2 路向繁昌县

“扫荡”，翌日占领繁昌。13 日，新四军第三支

队游击小组对占领繁昌之日军不断袭拢，并集

结主力准备反攻。日军闻讯即向峨桥、横山撤

退。第三支队收复繁昌城。

3月10日，新四军第三支队一部在孙村附近

阻击“扫荡”的日军，峨桥日军步骑炮兵300余人，

乘机绕道进占繁昌县城。第三支队集结主力反

攻，日军不支撤退，新四军再次收复繁昌城。

5 月 20 日至 23 日，日伪军 1000 余人“扫

荡”繁昌县，第三支队及第一团先后在铁矿山、

乌金岭、顺安、枯竹岭、观音庵、余沟等地，与日

军激战，历时4天，终于将日军“扫荡”粉碎。

11 月 8 日始，日军先后出动 3000 余人对

繁昌县进行第四次“扫荡”，新四军第三支队副

司令员谭震林指挥所部顽强抗御。23 日晨日

军仓皇撤退，第三支队乘胜追击，繁昌县城失

而复得。

12 月 20 日 8 时，集结在三山、横山的日军

卷土重来，“扫荡”繁昌县。新四军第三支队第

五团将其击退。翌日日军再度进攻繁昌县，12

时繁昌县城被日军占领。第三支队遂集中主

力向日军发起总攻击，战至15时30分，终将日

军击溃，其余部向横山桥一带退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