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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大后方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
重大惨案的时空分布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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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1.马克思主义学院;2.历史文化学院、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重庆市400715)

摘 要:抗战时期,侵华日军为了彻底摧毁中国政府和人民抗战的意志和决心,对大后方实施了惨绝人

寰的空中杀戮,制造了死亡100人以上或死伤500人以上的重大惨案共达86次。这些惨案在时空分布上呈

相对集中的鲜明特征。具体来看,在时序分布上,惨案集中在抗战相持阶段,1940年达到最高峰。另外,因为

地形和天气的影响,夏季是惨案的高发期。在空间格局上,惨案集中在四川、重庆战略核心地区;水路、铁路和

公路等交通干线所在区域是重灾区;县级及其以上城市最为惨重。这种时空分布格局彰显了侵华日军企图通

过制造重大惨案,造成恐怖气氛,达到动摇抗战大后方民众意志,迫使国民政府妥协屈服,实现占领和殖民中

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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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大后方,是抗日战争时期支持和支援前线战争的战略基地,地域上主要指西南的重庆、四
川、云南、贵州、广西和西康,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抗战时期,日军对中国抗战大后方不设

防城市实施无差别轰炸所犯下的罪行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日军的狂轰滥炸造成了大量惨绝人寰

的重大惨案①。这些重大惨案伤亡人数之多,时间跨度之长,地域范围之广,在战争史上是少见的。
除西康、青海两省在日机轰炸下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外,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陕西、
甘肃和宁夏均有重大惨案分布,其中重庆、成都和昆明等城市最为惨烈。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
界开始涉猎抗战大后方无差别轰炸重大惨案时空分布研究,涌现出了一批相关性学术成果②。其

①

②

现代汉语词典把“惨案”定义为:一是反动统治者或外国侵略者制造的屠杀人民的事件;二是造成人员大量死亡的事件。不同

时期、不同语境下,学界对惨案死伤的人数界定不同。因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大后方制造的惨案数量众多,本文仅以“重大惨案”作为研

究对象。加之,部分文献资料未将“死亡”、“受伤”人数分开统计。这里的“重大惨案”指某天或连续几天,日机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地域实

施无差别轰炸,造成死亡100人以上或死伤共500人以上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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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为值得关注的是潘洵等著的《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一书,书中“日机轰炸重庆的过

程与特点”部分,对重庆大轰炸的时空分布进行了初步考察和分析,但目前学界鲜有涉及本选题的

专题性研究。因此,笔者试图在对抗战大后方无差别轰炸重大惨案时空分布作全面考察和深入分

析的基础之上,探讨重大惨案时空分布与日军侵华目标的内在关系。

一、日军无差别轰炸与重大惨案的发生

20世纪初期,航空飞行器迅速发展并被运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极大地影响着战争的规

模和进程,标志着“空中恐怖”时代的到来。针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差别轰炸给人类社会造成

的严重后果,1923年海牙《空战规则草案》第22条规定:对一般民众进行威吓,对于不具有军事性

质的目标,以破坏、毁坏私有财产、造成非战斗人员伤亡为目的的空中轰炸应予以禁止[1]。尽管国

际成文法和习惯法规定禁止使用飞机对非军事设施、非战斗人员进行空中轰炸。但抗战期间,日本

公然违背国际法规对中国各地,尤其对抗战大后方实施无差别轰炸,造成无数生灵惨遭涂炭,中华

文明遭受浩劫。
日军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实施无差别轰炸战略经历了一个动态发展过程①。据前田哲男研究,

早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扩张主义理论家石原莞尔就提出“最终战争论”,强调通过使用飞机实施

战略轰炸,夺取对华战争的胜利。1931年10月8日,在他的指挥下,日军首次对中国锦州城市居

民实施无差别轰炸。1937年7月7日至1938年10月,日本利用强大的现代化陆海军,大举侵略中

国,先后占领天津、北平、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
退守后方,坚持抗战。至此,日军速战速决占领中国的战略方针宣告流产,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面对中日战争发生的深刻变化,日本确立以政略进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新方针。在实施这一方

针过程中,日军逐渐形成了无差别轰炸大后方的战略。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华中

派遣军司令部根据战争形势决定:“今后除以空军进行作战外,不谋求大规模的作战”[2]53。理由是:
目前尽管国民党军队战斗力有所下降,但仍拥有相当强的军事实力,因此“以空军不断消耗敌兵力,
挫败其士气”,最终“促使蒋政权崩溃”[2]54。12月2日,日本以天皇名义下达“大陆命令第241号”,
指出: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的主要任务就是“担任华中及其华北的制空进攻战,特别是压制和扰乱敌

人的战略及政略中枢,并秘密和海军合作,努力歼灭敌人的空中作战力量”[3]285。这道命令表明:在
抗战相持阶段,日军的重要军事行动就是对中国的战略要地和政略中枢实施轰炸,由华中派遣军负

责具体实施,地域主要为后方战略基地。在接到命令当天,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立即向现地三司令官

下达“大陆指第345号”命令:在航空进攻作战时,“攻击敌战略与政略中枢须抓准时机,集中战斗

力,特别要捕捉敌最高统帅及最高政治机关,一举歼灭之”[4]51。也就是说,日本航空作战要抓住时

机,集中优势兵力,攻击中国战略要地,特别是战时首都重庆,达到一举摧毁中国最高统帅及其最高

政治机关的目的。

1938年12月,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和海军部共同制定的《陆海军中央航空的协议》规定:“陆海

军航空部队协同在全中国各要地果敢地进行战略、政略的航空作战,挫败敌人继续战斗的意志”,陆
军航空兵团和海军航空队协同对大后方战略要地实施无差别轰炸。兵力部署:陆军包括飞行第59
战队(战斗机20架)和飞行第12战队(战斗机15架),航空兵团第1飞行团(侦察机18架、战斗机

12架、重轰炸机45架)和第3飞行团(侦察机9架、战斗机24架、轻轰炸机45架)。海军有第2联

合航空队(舰载机54架、舰攻机24架、舰轰机12架、中攻机26架),第1联合航空队(中攻机24架)

① 潘洵和前田哲男对日军轰炸大后方战略形成和实施作过系统阐述和深入分析。潘洵:《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商务

印书馆2013年版,第68-108页。前田哲男:《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二战时期的战略轰炸》,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第

13-64页。



和第3航空战队(水侦机24架)[2]71-72。需要指明的是,日军武汉汉口 W 基地主要负责对中国大后

方实施轰炸。与此同时,日军山西运城基地部分负责对中国大后方实施轰炸。从1938年10月武

汉、广州沦陷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日军航空部队对中国大后方轰炸的范围遍及渝、川、康、滇、

黔、桂、陕、甘、宁、青等地,其中重庆、成都和昆明等城市遭受轰炸最为惨烈。据不完全统计,1939
年日军派出飞机14138架次,对中国大后方城市进行2603次轰炸,炸死居民28463人,炸伤31546
人[5]152。1940年,日机向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和陕西五省投弹25770枚,炸死伤人员20655人,其

中向四川投弹15245枚,占总数的59.2%,炸死伤人员14359人,占总数的69.5%[6]。1941年,日机

向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和陕西投弹16248枚,炸死伤人员11972人,其中向四川投弹8134枚,占总

数的50.1%,炸死伤人员7810人,占总数的65.2%[7]。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抗

战大后方的轰炸转为战略轰炸为主、政略轰炸为辅,其轰炸核心区域集中在云南。1941年12月8
日,美国政府对日宣战,此后以陈纳德为首的飞虎队进驻云南。1942年4月18日,美国飞行员吉

米·杜立特中校成功轰炸东京。为了减轻盟军飞机轰炸日本本土的压力,1942年至1944年间,日

机对云南尤其是云南驿机场多次狂轰滥炸,肆意杀戮普通民众。1942年,日军出动飞机315架对

云南实施55次轰炸,投弹567枚,炸死人员3852人,炸伤人员339人[8]。总之,抗战时期,为了彻底

摧毁中国政府和人民坚持抗战的意志和决心,实现最终征服中国的目的,日军对大后方实施疯狂的

“空中大屠杀”,制造了一桩桩惨绝人寰的血案。其中,日军对大后方实施无差别轰炸,造成死亡

100人以上或死伤500人以上的重大惨案多达86次(如表1)。
表1 重大惨案情况统计表

省

份

序

号
重大惨案名称 时间/地点 日机/投弹 伤亡总数 备注

重

庆

①

1 1939年重庆1.15大惨案
1939年1月15日

重庆市区

日机27架

投弹58枚

死亡401人

受伤636人

2 1939年重庆5.3大惨案
1939年5月3日

重庆市区

日机36架

投弹166枚

死亡673人

受伤350人

3 1939年重庆5.4大惨案
1939年5月4日

重庆市区

日机27架

投弹126枚

死亡3318人

受伤1973人

4 1939年重庆5.25大惨案
1939年5月25日

重庆市区

日机39架

投弹110枚

死亡404人

受伤516人

5 1939年重庆6.11大惨案
1939年6月11日

重庆市区

日机27架

投弹139枚

死亡181人

受伤90人

另说:投弹133枚,死亡85人,
受伤180人

6 1940年重庆5.28大惨案
1940年5月28日

重庆市区 投弹140枚

死亡174人

受伤382人

7 1940年重庆5.30大惨案
1940年5月30日

重庆

日机27架

投弹96枚

死亡175人

受伤84人

8 1940年重庆6.12大惨案
1940年6月12日

重庆市区

日机117架

投弹308枚

死亡333人

受伤503人
另说:日机154架

9 1940年重庆6.16大惨案
1940年6月16日

重庆

日机117架

投弹263枚

死亡286人

受伤108人

10 1940年重庆8.9大惨案
1940年8月9日

重庆市区

日机90架

投弹278枚

死亡201人

受伤173人

11 1940年重庆8.18大惨案
1940年8月18日

重庆市区 投弹264枚

死亡138人

受伤134人

12 1940年重庆8.19大惨案
1940年8月19日

重庆市区

日机178架

投弹500余枚

死亡181人

受伤132人

① 1929年重庆建市,为四川省所辖。1937年10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最高会议,议决国民政府迁重庆办公。11月

2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内迁重庆。随后,政府各部、中央党部及各国使节先后迁重庆。1938年12月8日,蒋介石率最高国防军事委员

会进驻重庆,尽管直至1939年5月5日,国民政府才发布《国民政府为改重庆市为直属市令》,而实质上,重庆战时首都的地位此时已经

形成。因此,1938年12月8日以后重庆发生的重大惨案,均不再列入四川省范围。



重

庆

13 1940年重庆8.20大惨案
1940年8月20日

重庆市区

日机126架

投弹422枚

死亡133人

受伤208人

14 1941年重庆6.2大惨案
1941年6月2日

重庆市

日机27架

投弹278枚

死亡124人

受伤86人
另说:死68人,伤75人

15
1941年重庆6.5大隧道

惨案
1941年6月5日

重庆大隧道

日机24架

投弹69枚

死亡1010人

受伤86人

16 1941年重庆6.29大惨案
1941年6月29日

重庆市区 投弹139枚

死亡175人

受伤145人

17 1941年重庆8.13大惨案
1941年8月13日

重庆市区

死亡161人

受伤11人

四

川

1 1939年万县2.4大惨案
1939年2月4日

万县市区

日机18架

投弹100余枚

死亡300余人 另说:伤亡近1000人;伤亡300
余人

2 1939年万县2.6大惨案
1939年2月6日

万县

日机18架

投弹99枚

死亡235人

受伤150人

3 1939年梁山3.29大惨案
1939年3月29日

梁山县市区

日机18架

投弹92枚

死亡240余人

受伤200余人
另说:死亡269人;受伤200人

4 1939年成都6.11大惨案
1939年6月11日

成都市区

日机27架

投弹111枚

死亡226人

受伤432人

另说:死120余人,伤310余人;
死亡168人,受伤576人。

5 1939年奉节6.28大惨案
1939年6月28日

奉节永安镇

日机27架

投弹129枚

死亡1013人

受伤1264人

6 1939年巫山7.12大惨案
1939年7月12日

巫山 投弹61枚

死亡106人

受伤59人

7 1939年乐山8.19大惨案
1939年8月19日

乐山城区

日机36架

投弹100余枚

死亡838人

受伤380人
另说:死亡4000余人

8 1939年泸县9.11大惨案
1939年9月11日

泸县县城

日机36架

投弹10枚

死亡1160余人

受伤1145人
另载:死亡385人,受伤445人

9 1939年奉节9.30大惨案
1939年9月30日

奉节永安镇 投弹300枚

死亡120人

受伤145人

10
1939年南川10.13大惨

案
1939年10月13日

南川城区

日机18架

投弹93枚

死亡151人

受伤142人
另说:投弹130枚

11 1940年北碚5.27大惨案
1940年5月27日

嘉陵江三峡乡村建

设实验区

日机36架

投弹93枚

死亡140余人

受伤115人

另说:北碚黄桷伤亡200余人,
余区伤亡300人以上。

12 1940年合川5.30大惨案
1940年5月30日

合川

日机27架

投弹30余枚

死亡174人

受伤149人

13 1940年綦江7.5大惨案
1940年7月5日

綦江

日机63架

投弹209枚

死亡150人

受伤245人

14 1940年涪陵7.18大惨案
1940年7月18日

涪陵城区

日机18架

投弹100余枚 伤亡七八百人

15 1940年合川7.22大惨案
1940年7月22日

合川县政府等地

日机98架

投弹502枚

死亡630人

受伤300人

16 1940年成都7.24大惨案
1940年7月24日

成都

日机33架

投弹148枚

死亡103人

受伤114人
另载:炸弹138枚

17 1940年万县7.28大惨案
1940年7月28日

万县

日机80架

投弹321枚

死亡367人

受伤422人

18 1940年涪陵7.31大惨案
1940年7月31日

涪陵

日机18架

投弹161枚

死亡470人

受伤340人

19 1940年泸县8.2大惨案
1940年8月2日

泸县

日机34架

投弹100余枚

死伤1045人
另载:死伤300余人

20 1940年隆昌8.2大惨案
1940年8月2日

隆昌县城

日机45架

投弹119枚

死亡166人

受伤195人

21 1940年泸县8.12大惨案
1940年8月12日

泸县城区及郊区

日机54架

投弹109枚

死亡307人

受伤362人

22 1940年自贡8.12大惨案
1940年8月12日

自贡

日机90架

投弹267枚

死亡139人

受伤258人
另载:死亡92人,受伤157人

23 1940年合江8.16大惨案
1940年8月16日

合江县

日机27架

投弹百余枚

死亡304人

受伤293人





四

川

24 1940年富顺8.17大惨案
1940年8月17日

富顺县城

日机27架

投弹百余枚

死亡140人

受伤145人

25 1940年永川8.17大惨案
1940年8月17日

永川

日机26架

投弹136枚

死亡147人

受伤257人

26 1940年渠县8.21大惨案
1940年8月21日

渠县

日机36架

投弹40余枚

死亡400余人

受伤200余人

另载:投弹371枚,炸伤133人,
炸死29人

27 1940年广安9.3大惨案
1940年9月3日

广安县城

日机27架

投弹219枚

死亡101人

受伤169人
另载:死亡70人,受伤141人

28 1940年南充9.3大惨案
1940年9月3日

南充市区

日机36架

投弹288枚

死亡453人

受伤251人
实际死伤各1000多人

29 1940年成都10.4大惨案
1940年10月4日

成都

日机27架

投弹93枚

死亡105人

受伤225人
另载:日机36架

30
1940年成都10.12大惨

案
1940年10月12日

成都市区

日机27架

投弹101枚

死亡108人

受伤125人

另载:日机29架。死亡111人,
伤95人。日机46架,投弹119
枚,死亡216人,受伤者509人。

31
1940年成都10.27大惨

案
1940年10月27日

成都市区

日机21架

投弹100枚

死亡482人

受伤593人

32 1941年松潘6.23大惨案
1941年6月23日

松潘

日机27架

投弹80余枚

死亡198人

受伤497人

另载:投弹245枚,伤亡1100人

左右

33 1941年成都7.27大惨案
1941年7月27日

成都市区

日机108架

投弹446枚

死亡698人

受伤905人

另载:日机投弹339枚,死亡574
人,受伤573人等

34 1941年自贡7.28大惨案
1941年7月28日

自贡

日机99架

投弹375枚

死亡104人

受伤133人

35 1941年宜宾8.11大惨案
1941年8月11日

宜宾

日机27架

投弹100余枚

死亡100余人

受伤100余人

36 1941年阆中8.16大惨案
1941年8月16日

阆中

日机27架

投弹170余枚

死亡158人

受伤210人

云

南

1 1938年昆明9.28大惨案
1938年9月28日

昆明

日机9架

投弹34枚

死亡119人

受伤233人

2 1939年蒙自4.13大惨案
1939年4月13日

蒙自县

日机19架

投弹166枚

死亡186人

受伤182人

另载:日 机23架,投 弹200余

枚,死亡173人,受伤156人

3 1940年白寨2.1大惨案
1940年2月1日

滇越铁路白寨大桥

日机27架 死亡153人

受伤71人

4
1940年个旧12.13大惨

案
1940年12月13日

个旧

日机8架

投弹34枚

死亡112人

受伤113人
另载:日机18架

5 1941年保山1.3大惨案
1941年1月3日

保山

日机9架

投弹50多枚

死亡106人

受伤142人

6 1941年昆明2.26大惨案
1941年2月26日

昆明

日机37架

投弹106多枚

死亡103人

受伤91人

7
1941年昆明12.18大惨

案
1941年12月18日

昆明

日机10架

投弹23多枚

死亡365人
另载:死亡147人,受伤218人

8 1942年祥云3.*大惨案
1942年3月

云南驿机场

日机36架 死亡250余人

9
1942年保山5.4-5大惨

案
1942年5月4-5日

保山

日机54架

投弹三四百枚

死伤万余人

10 1942年祥云6.26大惨案
1942年6月26日

云南驿机场
死亡308人

11 1943年祥云3.*大惨案
1943年3月中旬

云南驿机场

日机18架

死亡约2700人

12 1943年昆明4.28大惨案
1943年4月28日

昆明
死亡130人

受伤70余人

13 1943年祥云5.29大惨案
1943年5月29日

云南驿机场

死亡433人

受伤388人
另载:死亡308人,受伤324人

14 1944年祥云3.26大惨案
1944年3月26日

云南驿机场

日机54架

投弹300多枚

死亡1000多人





贵

州

1 1939年贵阳2.4大惨案
1939年2月4日

贵阳市

日机18架

投弹129枚

死亡597人

受伤1526人

2 1939年独山7.29大惨案
1939年7月29日

独山县

日机7架 死亡200多人

受伤70多人



广

西

1
1937年桂林10.15大惨

案
1937年10月15日

桂林县城及城郊

日机数十架

投弹约50枚

死伤500余人

2 1938年桂林12.2大惨案
1938年12月2日

桂林

日机21架

投弹70余枚

死伤1000余人 另载:日机19架

3 1939年柳州7.15大惨案
1939年7月15日

柳州

日机18架

投弹百余枚

死亡384人

受伤245人

4 1939年柳州7.22大惨案
1939年7月22日

柳州

日机18架

投弹300枚

死亡151人

受伤129人

5 1939年梧州7.26大惨案
1939年7月26日

梧州

日机18架

投弹268枚
死伤800余人

6 1939年南宁8.30大惨案
1939年8月30日

南宁市区

日机9架

投弹61枚
死伤500余人

另载:死亡200多人,伤者不计

其数

7 1940年南宁5.12大惨案
1940年5月12日

邕宁县坛洛乡

日机3架

投弹50余枚

死 亡 400余 人

受伤780人
另载:5月14日

8 1940年灵川8.*大惨案
1940年8月某日

灵川县

日机12架

投弹79枚

死亡143人

受伤42人

9 1941年桂林8.4大惨案
1941年8月4日

桂林

日机21架 死亡200余人

受伤400余人



陕

西

1 1939年西安3.7大惨案
1939年3月7日

西安城区

日机14架

投弹百余枚
死伤600余人

2 1939年西安5.24大惨案
1939年5月24日

西安桥梓口防空洞

日机20余架

投弹3枚

死亡1000余人

窒息死亡

3 1939年宝鸡7.*大惨案
1939年7月

宝鸡县城

日机36架
死伤约2000人 连续2天

4
1939年南郑10.26大惨

案
1939年10月26日

南郑县

日机16架

投弹105枚

死亡100余人

受伤34人

5 1940年安康9.3大惨案
1940年9月3日

安康县城

日机36架

投弹200余枚

死亡850余人

受伤2300余人
另载:死伤800余人



甘

肃

1 1939年平凉2.9大惨案
1939年2月9日

平凉城区

日机21架

投弹70余枚

死亡126人

受伤51人

2 1941年武威6.22大惨案
1941年6月22日

武威城隍庙

日机26架

投弹170余枚

死亡228人

受伤154人

另载:日 机56架,投 弹162余

枚,死亡228人,受伤154人



宁

夏
1 1939年银川3.6大惨案

1939年3月6日

银川

日机12架 死亡210人

受伤75人



  注:以上表格资料来源:美国国家档案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重庆市、四川和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成都、重庆、云南、贵州、

广西、甘肃等抗战时期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资料,《申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祥云县志》《泸县志》《独山县志》《桂林市志》《广西

通志》等,李秉新等编的《侵华日军暴行总录》、谢世廉编的《川渝大轰炸:抗战时期日机轰炸四川史实研究》、潘洵和周勇编的《抗战时期

重庆大轰炸日志》以及唐润明编的《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轰炸经过与人员伤亡(区县部分)》等。表格中的*表示资料只记载到月份,具

体某日不详

对表1作总体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方面是惨案极度残忍残酷。根据人员伤亡情况,伤
亡500人以上的惨案有39次,占总数的44.9%。其中,伤亡500~800人的惨案有14次,占总数的

16.1%;伤亡801~1000人的惨案有6次,占总数的6.9%;伤亡1000人以上的惨案有19次,占总数

的21.8%。另一方面是惨案时空分布相对集中。从时间分布上看,1939-1941年共发生重大惨案

76次,占总数的88.4%,其中1940年发生次数最多,共34次,占总数的39.6%;从空间分布上看,惨
案主要集中于重庆、四川和云南,共有67次,占总数的77.9%,四川发生惨案次数最多,共36次,占
总数的41.4%,其次是重庆,发生惨案17次,占总数的19.5%。

二、重大惨案的时序差异及其变动态势

自1931年10月8日,侵华日军以两个飞行中队对锦州实施无差别轰炸始,至1945年抗战结



束止,日军凭借优势的航空兵力,对中国1000多个城镇进行不区别军事和民用设施的无差别轰炸,
其中对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宁夏和陕西等实施的滥炸,制造了86次重大惨案。

(一)从不同年度看,重大惨案呈倒“V”字形分布

图1 抗战大后方重大惨案在不同年度分布的次数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至抗战

全面爆发前,抗战大后方尚未遭受日机轰炸,
无重大惨案发生。抗战全面爆发初期,抗战

大后方发生一次重大惨案。1937年10月15
日,日机数十架轰炸桂林,在城内投弹8枚,
炸死市民53人,炸伤市民200人,城郊被炸

乡村九处,死伤农民逾300人[9]。此后,抗战

大后方重大惨案逐年增加,1938年出现两

次。1938年9月28日,日机9架轰炸昆明,
投弹34枚,炸死119人,重伤173人,轻伤60
人[10]416。1938年12月2日上午,日机19架侵入

桂林,投弹70多枚,燃烧半天,市民死伤1000余人[11]66。从1939年开始,抗战大后方重大惨案次数

急剧上升,多达28次。1940年重大惨案为34次,达到历史最高峰。此后,大后方重大惨案呈急剧

下降趋势,1941年为14次,1942年下降至3次,1943年同1942年持平,均为3次,1944年仅为1
次,1945年没有发生重大惨案。抗战14年间,大后方重大惨案呈倒“V”字形分布(如图1)。

(二)从不同阶段看,重大惨案呈不均衡分布

图2 日军侵华战争不同阶段中重大惨案的分布

  抗战时期,日军对华侵略主要

分为四个阶段。在不同阶段,日机

在大后方制造的重大惨案次数呈不

平衡分布(如图2)。第一阶段,即
1931年“九 一 八”事 变 至1937年

“七七”事变前。这一阶段,日军的

战略目标主要是占领东北、华北和

华东,尚未对抗战大后方实施战略

轰炸。第二阶段,即1937年“七七”
事变至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

陷。这一阶段,日军发动全面侵华

战争,日机空袭频繁,主要目的是配

合地面作战部队展开军事行动。因

此,日机对抗战大后方主要是骚扰

性轰炸,仅制造2次重大惨案,占重大惨案总数的2.3%。第三阶段,即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

陷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阶段,日军改变其“速战速决”的战略,转而对国民党

实施“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停止对正面战场实施大举进攻。为了达到对国民政府

“以炸迫降”,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目的,日军凭借绝对的空中优势,对以重庆、四川为主要目标的大

后方进行大肆狂轰滥炸,重大惨案频繁发生,次数多达76次,占重大惨案总数的88.4%。第四阶

段,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至1945年抗战胜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从中国战场抽调部分

兵力投入太平洋战场,日机无力承担对抗战大后方的大规模集中轰炸。但为了切断中国抗战最后

一条国际交通线,即滇缅公路,并扫除盟军飞机的进攻,日机主要对云南,尤其是机场实施重点轰

炸,制造了8次重大惨案,占重大惨案总数的9.3%,其中5次发生在云南驿机场。



  (三)从不同月份、季节看,重大惨案集中在五、八月和夏季

图3 不同月份中重大惨案的分布

  天气的好坏直接影响飞行员的视野

和投弹的有效性。正是如此,抗战期间,
日军在大后方制造的重大惨案在月份、
季节上分布呈不均衡态势。

从不同月份分布情况看,从1月到

12月,重大惨案呈折线分布(如图3)。
其中,8月份发生重大惨案最多,达19
次。7月份次之,为14次。这两个月是

大后方一年中天气清晰度最好的月份。
这对日机实施轰炸,尤其是投掷燃烧弹

最为有利。因此,这两个月大后方发生

惨案最多。10月份天气转冷,11月份四

川盆地和重庆均进入多雾季节。这种天

气严重影响飞行员的视野,对实施轰炸非常不利。因此,重大惨案次数明显减少,11月下降为零,

12月3次,1月2次,2月6次,3月6次,4月2次。之后,重庆、四川等有雾天气减少,天气逐渐变

好,重大惨案从4月开始明显递增。

图4 不同季节中重大惨案的分布

  从不同季节分布来看,重大惨案夏季最

多、冬季最少(如图4)。春季,即3月、4月和

5月,共发生重大惨案19次,占重大惨案总

数的22.1%,其中5月发生11次,是春季发

生重大惨案最多的月份。夏季,即6月、7月

和8月,共有重大惨案44次,占重大惨案总

数的51.2%,其中8月共有19次重大惨案,
是夏季发生重大惨案最多的月份。秋季,即
9月、10月和11月,共发生重大惨案12次,
占重大惨案总数的14.0%,其中11月没有发

生重大惨案。冬季,即12月、1月和2月,共
发生重大惨案11次,占重大惨案总数的12.
8%,其中2月共发生重大惨案6次,是冬季

发生重大惨案最多的月份。

三、重大惨案的空间布局以及地域特征

根据各省战略地位的差异性,“抗战大后方”空间地域分为:核心地区、拓展地区和外围地区三

个层次。具体来说,核心地区即重庆、四川;拓展地区即包括西南的云南、贵州、广西和西康以及西

北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外围地区即包括除上述地区以外的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12]。因外围

地区是动态变化的,本文研究的抗战大后方仅为核心地区和拓展地区,因青海和西康没有发生重大

惨案,故涉及的地域为:西北的甘肃、宁夏和陕西;西南的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
(一)从行政区划看,重大惨案以重庆为中心,向周围地区扩散

从重大惨案发生地看,核心地区即四川和重庆分布最密集。其特征为:以重庆为中心,向周围

地区扩散,部分地区多次发生重大惨案。重庆作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是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
济、文化和外交中心,从而成为日机政略轰炸的重点。重庆市区共发生17次重大惨案,占总数的

19.8%。四川地区发生重大惨案次数最多,共36次,占重大惨案总数的41.9%,其中省会成都发生



6次,万县和泸县均为3次,奉节、涪陵和合川均为2次,其余地区均为1次。其他拓展地区的分布

情况为:云南分布次数较多,共14次,占重大惨案总数的16.3%,其中省会昆明发生4次,祥云发生

5次,保山发生2次,其余地区均为1次。广西共发生9次,占重大惨案总数的10.5%,其中省会南

宁发生2次,桂林发生3次,柳州发生2次,其余地区均为1次。陕西共有5次,占重大惨案总数的

5.8%,其中省会西安2次,宝鸡、南郑和安康分别为1次。贵州共2次重大惨案,分别在省会贵阳和

独山县。甘肃共2次,即武威县1次、平凉县1次。宁夏银川1次。
(二)从交通网络看,重大惨案多集中在重要水路、铁路和公路

从水路看,发生在黄河、长江、珠江流域及其重要支流沿岸的重大惨案多达58次,占大后方重

大惨案总数的68.2%。黄河流域共发生4次,即黄河沿岸城市银川1次,黄河重要支流渭水沿岸的

西安和宝鸡共3次。长江及其重要支流分布重大惨案共51次。其中,长江沿岸地区,即巫山、奉
节、万县、涪陵、重庆、合江、泸州和宜宾,共30次,占重大惨案总数的34.9%。长江上游水量最大的

支流即岷江,其沿岸的松潘、成都和乐山,共8次,占重大惨案总数的9.3%。长江主要支流沱江沿

岸的富顺发生1次。沱江的一级支流釜溪河沿岸的自贡发生2次。长江上游南岸支流綦江上的綦

江县发生1次。长江上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嘉陵江沿岸地区,即阆中、南充、合川和北碚,共发生5
次。嘉陵江的重大支流渠江沿岸,即渠县、广安,共发生2次。长江最大支流汉江上的安康、南郑共

发生2次。珠江流域共发生3次,即西江上的梧州发生1次,西江一级支流邕江上的南宁发生2
次。从铁路看,处于铁路沿岸的重大惨案共发生13次,占15.3%。其中滇越铁路沿线的昆明、蒙
自、白寨和个旧共发生7次,湘桂铁路沿线的灵川、柳州和桂林共发生6次。从公路看,国际公路沿

线共发生9次,即滇缅公路沿线的保山和祥云共发生7次,其中5次发生在祥云的云南驿机场;甘
新公路上的武威发生1次;西兰公路上的平凉发生1次。省际公路沿线共发生6次,即川湘公路上

的南川发生1次、成渝公路上的永川发生1次,川滇东路上的隆昌发生1次,川鄂公路山的梁山发

生1次,滇黔公路、川黔公路上的贵阳发生1次,黔桂公路上的独山发生1次。
(三)从城乡分布看,重大惨案在城市分布最多,乡村分布较少

在这86次重大惨案中,发生在县级及其以上的城市共74次,占总数的86.0%。其中陪都重庆

17次,银川、西安、成都、贵阳和昆明省会城市14次,县城及同级别的省辖市43次。发生在场镇上

的仅为2次:一是1939年7月29日,7架日本飞机轰炸独山县麻尾老街,此日适逢赶集,导致死亡

200多人,伤70多人[13]17;二是1940年5月14日,日军飞机狂炸南宁郊区坛洛圩,恰逢四月初八农

具节圩期,死400多人,伤780多人[14]216。发生在乡村的重大惨案为8次,其中5次在飞机场即云

南驿机场。1次在火车上,即1940年2月1日云南屏边县白寨大桥惨案。真正完全发生在乡村的

仅为2次,即1940年5月30日合川县郊惨案和1943年4月28日昆明县云卫乡、莲德镇、义和乡惨

案,占重大惨案总数的2.4%。此外,据笔者目力所及,尚有2次重大惨案尚不能确定发生在县城还

是乡村,即1939年2月6日万县惨案、1939年7月12日巫山惨案。
综上所述,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日军为了彻底摧毁中国政府和中国

人民抗战的意志和决心,对抗战大后方重要省份和重要城市实施了旷日持久的空中杀戮,制造了死

亡100人以上或者伤亡500人以上的重大惨案多达86次。从时序分布上看,这些重大惨案多集中

在抗战相持阶段到来至太平洋战争爆发,1940年达到最高峰。由于地形和天气的影响,夏季成为

重大惨案的高发期。从空间格局上看,重大惨案聚集在重庆、四川战略核心地区。水路、铁路和公

路等交通沿线地区成为重灾区域。尽管惨案遍及城乡,但县级及其以上的城市人员伤亡最为惨重。
这些重大惨案之所以在时空分布上呈现相对集中分布的特征,其背后有其深刻的影响因素。克劳

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这样写道,战争犹如两个人的一场“搏斗”,“每一方都力图用体力迫使对方服

从自己的意志;他的直接目的是打垮对方,使对方不能再作任何抵抗。因此,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

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15]23。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后,日本在兵力、财力和物力上越发

紧张,已无力发动大规模、持久的正面军事进攻。面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顽强抵抗,日军企图通过



对中国大后方实施政略轰炸,制造重大血案以造成恐怖气氛,动摇后方民众意志,“以炸迫降”,达到

迫使国民政府妥协屈服,最终实现占领和殖民中国的目的。早在1937年11月,日本在制定的《航
空部队使用法》第103条中规定:政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内重要的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

机关,或者直接空袭敌国国民给其造成极大的恐怖,重要的是挫败他们的战争意志”[16]554。1939年

7月24日,日军参谋部对中日战争形势判断时再次强调,陆军航空部队对中国后方的轰炸,就是

“不但要给予敌军及其军事设施以物质上的损害,更要对敌军及其普通民众形成精神上的威胁。让

他们在极度恐慌之余产生精神衰弱,期待着他们掀起狂乱的反蒋和平运动”[17]339-340。1941年12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中国抗战大后方的轰炸又从政略轰炸为主又转向战略轰炸为主,尤其是

对云南实施轰炸,旨在配合地面进攻、截断国际交通线和阻止盟军对日本本土的轰炸。以上事实充

分说明了日军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实施无差别轰炸,制造重大惨案的动机和目的。但事与愿违,中国

人民面对日机制造的重大惨案,用血肉之躯构筑钢铁长城,谱写了“愈炸愈勇”的壮丽诗篇,挫败了

日本灭亡中国的图谋。正如曾在抗战时期任航空委员会防空厅长的著名将领总结:“抗战到底不屈

不挠的精神,经过无数火煆弹飞的熬炼,而愈显得坚强奋发。日本军阀狂妄的企图,终于粉粹”[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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