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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会战：
中日双方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

时间：1937年8月13日～11月11日

影响：“八一三”淞沪会战是抗战爆发以来，中日双

方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日军投入9个师团和2个旅团

30万余人，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75个师和9

个旅75余万人，自己统计死伤33万人；至1937年11月12

日上海沦陷，淞沪会战结束。国民革命军在付出33万多

人的巨大损失后，最终被迫匆忙撤退，并直接导致了南

京会战的失利。

太原会战：
中国军队伤亡10万人以上

时间：1937年9月13日～11月

影响：太原会战历时 2 个月，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

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战绩最显著的

一次会战。日军参战总兵力约合4个半师团共14万人，

伤亡近 3 万人；中国军队参战总兵力 6 个集团军计 52 个

师(旅)共28万余人，伤亡10万人以上。

南京保卫战：
三十多万战俘平民遭屠杀

时间：1937年12月1日～12月13日

影响：南京保卫战，是1937 年11月国民革命军在上

海淞沪会战中失利后展开的一次保卫上海以西仅300余

千米南京的作战。该战役由唐生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

官，指挥15万国军与日军抵抗作战。12月13日，南京沦

陷，不足五万人的日军入城，由此开始了连续八个多月，

对三十多万战俘平民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徐州会战：
中国约100万人参战

时间：1938年1月～5月21日

影响：此战，日军动用8个师、5个旅约30万人，中国

参战部队前后有70个师约100万人，历时5个月，中国军

队以伤亡 6.5 万余人的代价，毙伤日军 2.6 万余人，除予

日军以巨大打击外，还迟滞了日军进攻速度，为部署武

汉会战赢得了时间。

兰封会战：
掘开花园口黄河大堤

时间：1938年5月21日～6月

影响：1938年5月爆发的兰封会战，是抗日战争中徐

州会战中的一个支作战，中国军队12个师的豫东兵团，

在薛岳指挥下在河南省兰封地区，对日军孤军深入的土

肥原贤二部（第 14 师团）的进攻作战。最后迫不得已掘

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意图以此阻滞日军进攻，结果使当

地百姓遭受了巨大伤害。

武汉会战：
正面抵抗，毙伤敌军4万人

时间：1938年6月～10月

影响：历时 4 个半月的武汉会战虽然最终以武汉失

守为结束，但国民革命军的正面抵抗取得了毙伤敌军 4

万人，近10万日军因战斗、气候、疾病等原因暂时丧失作

战能力的巨大战果，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抗

日战争从此进入相持阶段。

第一次长沙会战：
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第一次大攻势

时间：1939年9月14日～10月

影响：日军动用10万兵力，却在第九战区第十五集团

军等国民革命军的抵抗下损失惨重。在国民革命军反击

下，日军伤亡达2万人，被迫撤退，国民革命军伤亡3万多

人。 第一次长沙战役（又称为“第一次长沙会战”、“湘北

会战”，日本称“湘赣会战”)，指1939年9月至10月抗日战

争期间，中国第九战区部队在以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接壤

地区对日本军队进行的防御战役。这次战役是继“二战”

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

百团大战：
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

时间：1940年8月20日至12月15日

影响：百团大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八路军

与日军在中国华北地区发生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

最长的战役。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 1824 次，共计毙、

伤、俘和投诚日伪军达 46480 人。其中包括：毙、伤日军

20645 人，伪军 5155 人；俘虏日军 281 人，伪军 18407 人；

日军自动携械投诚者47人，伪军反正者1845人。

晋南（中条山）会战：
中国军队苦战突围

时间：1941年5月

影响：此次战役日军的目的是“在华北要歼灭山西

南部的国民革命军中央军”。日第 1 集团军为夺取中条

山战略要地，进而控制黄河北岸，窃窥豫北，于1941年5

月调集 6 个师又 3 个旅共 10 余万人，向中条山地区发起

大规模进攻。中国第 1 战区为确保晋南战略要地，以战

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率领主力7个军约18万人，在晋南中

条山组织防御，阻止日军进攻。至 12 日，日军与中国守

军各部在中条山各隘口苦战，中国军队损失惨重，因山

地补给不足，于13日开始转移。19日前后，各军主力均

突出重围，转向敌后。27 日，双方停止行动，会战结束。

国民革命军伤亡 4.2 万余人，被俘 3.5 万余人，日军伤亡

仅为国民革命军的1/12。

第二次长沙会战：
中国军队伤亡失踪7万人

时间：1941年9月～10月1日

影响：国民革命军第六战区在正面战场主动发起1941

年以来惟一一次主动进攻作战，歼灭日军7000人。日军一

度攻占长沙，中国军队伤亡失踪7万人，日军伤亡2万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
国军日军各打了半段胜仗

时间：1941年12月23日～1942年1月6日

影响：国民革命军第九战区制定了坚壁清野，诱敌

深入的战略，取得了长沙会战大捷，共毙伤日军 5 万余

人。成为“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以来，同盟军惟一

决定性之胜利”。总体来说，国军日军各打了半段胜战。

滇缅之战：
此役在国际上博得崇高荣誉

时间：1942年1月-1945年8月

影响：中国远征军于 1942 年深入缅甸与日军作战

失利后，一部分撤到印度境内，后又陆续空运补充一部

分中国军队到印度，接受美国的装备和训练。1943 年

10 月，揭开了缅北滇西反攻的战幕。日军的缅甸方面

军有 11 个师团，近 30 万人马。中国驻印军从印度的列

多发南地区出发，身侵缅日军攻击．我官兵经一年多

作战，先后赢得了胡康河谷战斗，孟拱河谷战斗以及密

支那等战役的巨大胜利，在中国远征军的配合下，攻克

八莫，南坎等地，乘胜向滇西畹町推进。1944年5月，中

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天险，从滇西开始反攻。将士们坚

持血战 8 个月，连克日军重兵防守的腾冲，松山，龙陵，

芒市等重要城市。

浙赣会战：
日军战史记载伤亡17148人

时间：1942年4月～7月28日

影响：日军大本营决定摧毁浙赣两省国民革命军机

场，打通浙赣铁路，最后基本实现预定目标，曾经占领衢

州机场，但遭到严重损失，第15师团师团长阵亡，日军战

史记载伤亡 17148 人。 浙赣会战，是 1942 年夏季，日军

为摧毁中国在浙江前进机场，打击国军第三战区主力而

发动的一场战争。

常德会战：
收复常德等阵地，毙伤日军2万人

时间：1943年11月2日～12月

影响：在日军3万优势兵力进攻下，国民革命军第74

军57师9000余人孤军誓死抵抗长达16天。最终国民革

命军收复常德等阵地，毙伤日军2万人。

豫中会战：
日军占领古城洛阳

时间：1944年4月～5月25日

影响：豫中会战仅 30 余天，日军即打通了平汉路南

段，并占领了沿线各要点及古城洛阳，击溃了第一战区

的主力部队，实现了战役企图。第一战区的军队损失严

重，第 36 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撤退中牺牲。据记载，

第一战区在此次战役中伤亡官佐817员、士兵18327 人，

日军伤亡4000人。

桂（林）柳（州）会战：
20余万平方公里国土沦丧

时间：1944年8月～12月10日

影响：日军为摧毁大西南的空军基地发动桂柳会

战。国民革命军在明显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未能取得

空地配合，导致桂林和柳州仅数日即遭到沦陷。国民党

军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人，丢弃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

福建、贵州等省的大部或一部，使 20 余万平方公里的国

土沦丧敌手，6000余万同胞处于日军铁蹄蹂躏之下。

一场场战役 记录烽火岁月
抗日战争中十几次大会战铸就民族魂

□星级记者 俞宝强 整理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斗中，中国人民力量从血泊中站起，拿起武器，同日本进行了殊死战斗。中国人民通过一个又一个战役
行动，奏响反法西斯宏大壮观的交响曲，一步一步地把法西斯送进了“坟墓”，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市场星报、安
徽财经网记者按照战役发生的时间顺序，梳理了抗日战争中的十几次大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