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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豫湘桂战役爆发，洛阳在这一年不幸沦陷，由
之前中国抗战的“桥头堡”转变为北方尤其是豫西的抗日根
据地。

洛阳保卫战从1944年5月7日晚至25日凌晨结束，洛
阳守军顽强抵抗，战况空前激烈，据守卫洛阳的第15军战后
统计：自5月7日至24日，在洛阳保卫战中，毙敌20000余
人，毁敌战车60余辆，我伤亡、失踪军官530员，士兵13339
名，突围者不足千人。

洛阳保卫战不仅牵制了日军西进，还为中国军队在豫西
山区、豫陕边界布防、保卫西北大后方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洛阳及豫西沦陷后不久，中共洛阳地下党迅速恢复
各级党组织。1944年9月，八路军挺进豫西，在一年多的
时间里，八路军前后作战352次，歼日伪军近万人，发展壮

大了人民武装力量，正规军由6000余人发展到3万余人，
民兵发展到5万余人，开辟了以洛阳为中心的豫西抗日根
据地。

至洛阳光复前，豫西军民收复2万多平方公里国土，解
放800余万人民，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了武装力量，沟
通了陕北和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阻止了日寇的西
进，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中国赢
得抗战胜利。此后，洛阳地区成为全国16个受降区之一。
被日军占领一年多的古都洛阳，终于又回到了中国人的
怀抱。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70多年前的血与火值得我们时
常回望，以纪念曾经的苦难和不屈，凝聚奋发向前的力量。

七十多年前，洛阳在全民族抗战洪流中被赋予特殊的政治军事地位，
山雨欲来之时，洛阳成为各方角力之地

若论抗战兴废事 不忘古都血与火

□记者 赵硕

逢“5”之年对中
国人意义特殊，1945
年以来，我们纪念
抗战胜利的热情丝
毫不减，这是为了
不忘前人的不屈精
神，铭记落后必挨
打的历史教训。

为何要回望抗
战中的洛阳？

时光倒流 70 多
年，其时政治地位、
军事地理优越的洛
阳因背靠西北大后
方，同时面对北方、
华东滚滚而来的战
火，一跃成为全国
抗战的“桥头堡”。
纵观整场抗战，从
某种意义上讲，时
势走向如何，窥洛
阳可知全局。

从 今 日 起 ，本
报推出《烽火洛阳
城》大型系列报道，
带 您 回 顾 那 段 历
史，重读可歌可泣
的洛阳抗战故事。

历史进入20世纪30年代，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二八
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目光投向了内地，在洛阳度过了暂
时的危机，保证了全国政局的基本稳定。此后，洛阳作为国
民政府行都的地位保留了下来。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洛阳的战略价值更多地体现
在其全国国防基地的地位上。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接受德国

顾问的建议，在全国自东南沿海至北方构筑三条战略防线，洛
阳成为第三条防线巩洛段的核心，这条西起陕州、东至现巩义
的防线，沿黄河南岸和邙岭一线向东延伸与汴郑段连接。

此时，国民政府还在洛阳修建了用于战备的西工机场和
洛潼公路。这些战备建设在日后不仅在军事上威慑了日军，
还保证了洛阳转运人员和战略物资的枢纽安全。

战局瞬息万变，时事云谲波诡。自1938年至1941年，
经过中条山战役，北线日军将兵锋推至黄河北岸，隔河虎视
洛阳；因国民政府掘开黄河花园口，东线日军被阻于新黄河
以东；南线日军则攻陷信阳，切断平汉铁路。

此时的洛阳，因三面对敌而被推上风口浪尖，洛阳的交
通、军事、政治和宣传地位飙升，牵一发而动全局。

对日军而言，洛阳隔阻了南北战场，阻断了平汉线；
对中国军队而言，洛阳成为南北战场的纽带；对中共而
言，洛阳是连接延安与华北、华中根据地的重要通道。当
时，陇海线郑州至宝鸡段成为中国政府控制的唯一一条
仍在运行的铁路，大批作战物资、医疗药品、食品被服由

西北和西南大后方源源不断地运到洛阳，再由洛阳转运
到华北前线。

1938年6月之后，国民政府在河南的政治、军事重心移
到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河南省政府、国民党河南省
党部相继迁至洛阳，在洛的国民政府各级机关、军警宪机构、
社会团体等达100多个。当时在老城，各部队驻洛办事处、
通讯处就有14个，其中包括第十八集团军驻洛办事处。设
在洛阳的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在抗战期间照常开课，为抗战部
队培养了大批军事指挥人员。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多次在洛阳举行高级军事会议。
1937年年底和1938年年初，蒋介石两次到洛阳主持军事会议。

沦陷 赢得战略时间，成为豫西抗日中心

战时 三面对敌，成为抗战“桥头堡”

战前 登上抗战舞台，成为国防基地

洛阳抗战大事记（1936年至1945年）（部分）

张学良乘飞机
护送蒋介石飞往南
京途中，于洛阳短
暂停留。

1936年
12月
12日

张学良、杨虎城在发动西安事
变，扣押蒋介石后，电令驻洛阳的东
北军炮六旅旅长黄永安、中央军校
洛阳分校军士教导总队第一大队队
长赵云飞占领洛阳，策应西安，黄拒
不执行命令，并将电报交给中央军
校洛阳分校主任祝绍周。赵云飞当
即被扣。

25日
侵华日军第

一次轰炸洛阳，
在北关和城内投
弹两枚，有人畜
伤亡。

1937年
1月
18日

居住西安的
外国侨民因惧怕
中日战争爆发开
始撤到洛阳。

9月
18日

洛阳举行纪念
“九一八”救亡游行
大会。

12月
12日

1938年
蒋介石在洛

阳召开一、二战区
军事会议。

1月
15日

为阻挡日军
西进，国民政府下
令将陇海铁路郑
洛间线路拆除。
12 月 16 日，拆至
洛阳车站东五里
处停工，自此，陇
海铁路只有洛阳
发往西安的车辆。

2月

第 一 战
区长官司令
部由郑州迁
到 洛 阳 ，自
此，洛阳成为
抗战第一线。

6月

日 军 飞
机两批 11 架
次轰炸洛阳
老城，炸死炸
伤200余人。

7月
3日

洛阳举行
“七七”周年纪
念和向抗日烈
士致祭活动。

7月
7日

河南省
政府在洛阳
设立防空司
令部。

8月

第十八集
团军驻豫通讯
处 在 洛 阳 建
立，后改为第
十八集团军驻
洛阳办事处，
1942年撤销。

10月

国民
党河南省
党部由南阳
迁到洛阳。

12月
6日

1939年
1月
11日

卫立煌
到洛阳就任国
民党第一战区
司令长官。

25日

日军
飞机轰炸
洛阳。

8月
17日

日 机
19架次轰
炸洛阳，造
成60余人
死伤。

10月
5日

卫立煌
就任河南省
政府主席，省
政府由镇平
迁到洛阳。

1940年
7月
18日

洛阳
各界人士
追悼张自
忠将军。

1941年
5月
17日

日机
百余架轰
炸洛阳。

6月
7日

日军
在今吉利
区柳沟杀
害170多
名村民。

12月
13日

洛阳各
界3万余人
举行河南党
政 军 民 拥
护 对 日 德
意 大 宣 战
示威大会。

1942年
蒋鼎

文任第一
战区司令
长官。

1月
5日

2月
1日

八路
军驻洛工
作人员全
部撤离。

1944年
5月
9日

4万日军围攻洛
阳，国民党第15军64
师、65师和第14军94
师顽强抵抗守军歼敌
2万，自身伤亡13000
余人，25日洛阳沦陷。

6月
10日

日军数
百人攻打郊
区 王 山 寨
村 ，杀 害
500余人。

10月
22日

皮徐支队在
偃师县佛光乡建
立偃师县抗日民
主政府，这是豫
西建立的第一个
抗日民主政权。

1945年
1月
5日

王震南
下支队途经汝
阳上店时，与
日军及县保
安团交战，生
俘日伪军100
余人。

11日

数百名驻偃
师日伪军突然包
围彭店寨，王仲伟
率武装人员下地
洞抵抗，拒绝投
降。敌人向洞内
施放毒气，致使王
仲伟等20余人死
亡，仅1人幸免。

2月
12日

豫 西 抗
日先遣支队
攻 克 偃 师 、
登 封 、巩 县
交界处要冲
佛 光 峪 ，全
歼守敌。

3月
23日

皮徐支队
3团、5团和当
地武装在皮定
钧司令员的指
挥下，攻克偃
师缑氏镇南部
日伪军的 3 个
据点，歼敌千
余人。

7月
7日

驻洛宁故
县国民党第38
军第17师一部
在团长刘威诚
率领下起义。

8月
15日

中共豫西一
地委指示洛阳县
委，调查日军各方
面情况，派人控制
伊、洛河各渡口，准
备迎接八路军到
洛阳。同时，皮徐
支队向洛阳挺进。

21日

国民党
划洛阳为第
十一受降区
受降点，胡
宗南为受降
主官。

9月
20日

洛阳受降区
在西工接受日军
投降，全城鞭炮齐
鸣，欢庆胜利。

1943年
春旱

严 重 ，收
成 大 减 ，
人多以树
皮 充 饥 ，
灾民相继
逃亡陕西。

一
九
四
四
年
十
一
月
，伊
川
县
抗
日
政
府
成
立
，当
地
群
众

纷
纷
捐
献
钱
物
支
持
抗
战

（
资
料
图
片
）

（记者 赵硕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