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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与持久消耗战略

王文滋

　　武汉会战, 从 1938 年 6 月 12 日安庆失守算起, 到武汉失守,

时间长达 4 个半月, 大小战斗数百次, 战场范围包括鄂、湘、皖、赣

4 省。日军投入兵力 14 个师团, 加上会战中补充人员, 共约 30 万

人。中国军队投入 124 个师, 兵力高达 100 万人。这是抗日战争中

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 这次会战不仅粉碎了日本妄图以武力迫使

国民政府屈服的战略目的, 而且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武

汉会战后, 日军再也无力继续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 抗日战争进

入了相持阶段。作为武汉会战指导思想的“持久消耗战略”在会战

中的作用, 大多数人认为, 中国军队是消极防御, 单靠阵地战消极

抵抗, 结果是节节败退, 最后只有弃城而逃。本文根据大量的原始

资料, 通过具体分析武汉会战的“持久消耗战”战略和战役战术后,

认为: 武汉会战中, 中国军事领导集团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作战指导

思想和作战方式的转变, 中国军队不仅有节节抵抗的阵地战, 也有

主动围歼敌人的运动战和袭扰敌人的游击战, 在达到消耗敌军争

取时间的战略目的后, 便主动撤出武汉, 保存了继续抗战的实力。

可以说, 此役中国民政府的“持久消耗战”战略基本上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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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武汉会战中敌我双方的战略部署

武汉位于长江中游,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 既有长江水路联络

东西, 又有平汉、粤汉铁路贯通南北。南京陷落后, 国民政府西迁重

庆, 但国民党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仍在武汉。中国共产党在武汉

也驻有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徐州撤退后, 中国军队的主力也集

结在武汉周边地区。武汉成为指挥全国继续抗战的中枢。日军进

攻武汉之前, 近卫智囊团昭和研究会提出的《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

根本办法》中就强调: 从政略上看,“只要国民政府还盘踞在汉口,

汉口就是主要以西北各省为其势力范围的共产军和控制着西南各

省的国民党军之间的结合点和国共合作的楔子⋯⋯所以, 首先为

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 攻下汉口是绝对

必要的。因为占领了汉口, 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 并可能

产生两党的分裂”。① 日本军部也认为, 攻占汉口, 蒋政权只能遁入

西南边境地区, 失去中原的蒋政权可能沦为中国的地方政权, 再难

支撑全国抗战的局面, 这时要寻找愿与日本合作的傀儡政权则易

如反掌; 在攻占汉口的同时占领广州, 对中国的海上封锁将使蒋政

权失去与外国的联系, 使其无法获得外国的援助; 占领了华中地

区, 也就是夺取了中国最主要的粮仓——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

省的粮食。这样一来被紧紧卡住脖子的蒋政权除了投降之外, 别无

选择。因此, 日军对武汉会战极为重视, 战前作了充分的准备, 并且

经几次御前会议商定后, 1938 年 6 月 18 日, 日大本营下达了实施

汉口作战准备的第 119 号命令:“一、大本营企图于秋初攻占汉口。

二、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于长江及淮河正面逐步向前方占据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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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地, 准备以后之作战。三、华北方面军为策应华中派遣军作战, 应

准备进行部分作战, 牵制敌人于北方。”① 参谋总长也于同日下达

类似命令, 对战术作了指示。为达到“尽量消灭敌军”“把蒋政权逐

出中原”的目标, 7 月中旬, 华中派遣军命第二军 (以第三、第十、第

十三、第十六 4 个师团为基干) 向庐州附近集结兵力, 负责进攻六

安、霍山, 再向大别山进犯, 直趋信阳, 切断平汉线, 迂回武汉之北,

转攻武汉; 命第十一军 (以第六、第九、第二十七、第一○一、第一○

六 5 个师团和波田支队为基干) 向黄梅、九江附近集结兵力, 切断

粤汉线, 迂回武汉之南, 从正面进攻武汉; 命第十五、第十七、第十

八、第二十二、第一一六 5 个师团确保上海、南京、安庆等占领区的

安定; 航空兵团、海军一部协同作战。武汉会战正激烈进行时, 日大

本营又下达大陆第 201 号命令:“大本营企图与进攻汉口互为先

后, 夺取华南敌后之重要根据地, 并切断其主要对外联络补给路

线; 占据广州附近要地。”② 由此可见, 日军是企图以大包围大迂回

的战略, 先求从战略上截断武汉守军的退路和外援, 彻底动摇武汉

守军的意志, 以最终合围中国的主力部队, 达到“速战速决”的战略

目的和使中国投降的政治目的。

蒋介石等人也深知武汉会战的重要性, 认为: 要粉碎日本帝国

主义“速战速决”、“不战而胜”之企图, 只有用持久战的战略一方面

消耗日军的实力, 一方面保存自己的军力, 才能达到长期抗战, 驱

除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之最高政略。南京失守时, 国民政府军事委

员会在其制定的《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中即提出:“国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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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武汉为核心, 持久抗战, 争取最后胜利。”① 在准备阶段, 徐州

会战, 花园口掘堤、武汉外围与武汉核心地区的江防、湖防、陆防工

事的构筑, 都是中国方面为争取推延会战时间和为尔后节节抵抗

所作的准备。那么如何从战略战术上组织好武汉会战呢? 中国军

队在上海吃过地域狭窄、优势兵力变为密集轰击目标的苦头, 在南

京也有过被围城中, 犹如瓮中之鳖之教训, 而武汉无险可守, 加上

城区被长江、汉水隔断, 城外湖沼遍布, 显然不是久战之地。所以统

帅部在《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中指出:“欲确保武汉应东守宿

松、太湖, 北扼双门关, 大胜关, 武胜关诸险, 依大别山脉以拒敌军,

并与平汉北段之积极行动相呼应⋯⋯如此方可制胜, 方可确保, 否

则据三镇而守, 于近邻而战, 则武汉对我政治经济资源上之重要性

已失所保者, 仅此一片焦土而已⋯⋯故欲确保武汉, 应战于武汉之

远方, 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② 这种部署, 不仅有利于抵

抗日军进攻, 且利于武汉地区人力、物力、财力之转移, 不失为明智

之举。6 月中旬, 军委会制定了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 也规定了以

下战略方针:“守备华南海岸及华东、华北现我阵地, 并积极发展游

击战争, 妨碍长江下游的航运, 牵制和消灭敌人; 另外支援马当要

塞在鄱阳湖以东迎战敌人, 阻止他们溯江攻向九江; 在武汉外围布

置主力军, 利用鄱阳湖及大别山的地障与长江两岸的丘陵、湖沼作

持久之战, 特别把重点放在外翼, 争取行动上的自由, 预期可与敌

人的主力作战 4 至 6 个月, 予敌以最大之消耗, 粉碎其继续攻势的

能力。”③ 其中心思想是: 立足外线, 保持部队高度的机动性,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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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和工事, 逐次抵抗消耗日军, 以空间换时间, 最后转变敌攻我

守的战争态势。按此计划, 蒋介石自任总指挥, 调集第五、第九战区

全部兵力和海空军各一部, 沿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 组织防

御, 准备持久作战。其具体作战部署是: 第九战区负责长江南岸的

作战, 第一兵团薛岳所部防守南浔线, 并沿鄱阳湖配置兵力, 以南

昌为基地, 以外线之势击破西进日军, 防止日军进攻南昌及迂回长

沙; 第二兵团张发奎所部确保九江至瑞昌线正面, 并沿江构成阵地

带, 防止日军由瑞昌西进, 直趋岳阳、蒲圻、咸宁; 汤恩伯军团控制

于各重要据点之间, 以便随时策应一线作战。第五战区负责江北作

战, 命第四兵团李品仙所部为右翼兵团, 利用长江北岸大别山南麓

丘陵湖沼的有利地形遏敌取捷径攻略武汉; 以第二十一集团军廖

磊所部为中央兵团, 布置于太湖、潜山西北山地, 相机南下侧击西

进之敌; 以第三兵团孙连仲所部为左翼兵团, 控制于大别山北麓与

淮河之间, 利用地障, 重在阻敌迂回武汉之北; 命第二十四集团军

韩德勤所部担任敌后游击; 以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所部为第二

线兵团, 策应一线作战。这种战略部署, 体现了以外线进攻为主, 阵

地防御和游击为辅的战略防御格局, 总体上看, 是符合持久战的战

略要求的。

二　战略上的战而不决与战役战斗

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

日本经过蓄谋已久的战争准备, 经济、军事上又都强于当时的

中国, 因此, 中国军队虽进行了一些大会战, 给日军重大打击, 但到

武汉会战时为止, 敌我双主力量对比并未达到质的变化, 敌攻我守

的战争态势也尚未改变。“要在敌人战略进攻的阶段就阻止敌人向

内地深入是不可能的。广大中国领士沦陷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军队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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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敌人出境也决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①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会清醒地认识到日军是想通过会战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 结束战

局, 所以中国军队必须力求战而不决。因为“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

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 而在于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 战争胜

败之关键系于主动被动成分之多寡, 我之所以待敌者, 即为久战不

屈, 使敌愈深入而愈陷于被动”。② 在军事委员会制定的《武汉会战

目的方针与策略指导》中决定:“武汉会战之兵力消耗, 以 60% 为

标准, 其余 40% 备作第 4 期战之基础, 预料其在攻占武汉后, 敌当

作较长时间之考虑, 我可得恢复实力之机会。”③ 武汉地区虽然丧

失了, 但还有更广阔的西南、西北战场, 还有广大的回旋余地, 还有

足以最后致敌于死命的力量。这正如毛泽东当时所说的:“不决战

就必须放弃土地, 这是没有疑问的, 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 (也仅仅

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勇敢地放弃。情况到了这种时候, 丝毫也不

应留恋, 这是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政策。历史上, 俄国以避免决战,

执行了勇敢的退却, 战胜了威震一时的拿破仑, 中国现在也应该这

样干。”④

武汉会战的总体战略是消耗战与持久战。战略上的持久是战

役战斗的速决的结果, 战役战斗的歼灭战是达到战略上的消耗战

的手段。日军分兵两路向武汉地区进攻, 日军是处于战略外线, 中

国军队是处于战略内线, 但是由于武汉外围战场的广大和敌我兵

力对比大约为 1: 3, 我军就可以用一部分兵力坚守阵地, 大部主力

置于侧翼或者二线, 以几倍甚至十几倍对日军, 从战场的外线,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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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包围其中孤立突出的一路, 迅速歼灭它并随即脱离战场。所以,

国民政府军委会强调,“特别把重点放在外翼, 争取行动上的自

由”。①实际上就是强调部队要有运动性, 要实施外线攻势防御。蒋

介石在指挥作战中也十分强调攻势作战, 在致徐永昌的电文中指

出,“战争贵攻击, 纯取守势似非得策”。② 在致白崇禧的电文中也

指出:“非以攻为守, 转守为攻, 不能保卫大武汉, 无以收抗战成果,

希即部署所属并咸喻斯旨, 以旺盛之企图, 转移攻势, 努力杀

敌。”③ 当日军由黄梅、叶家集两路向西进犯, 而徐源泉集团恰好处

于其侧背威胁有利态势, 向其中任何南北一路进攻, 都可以抄断敌

军后路时, 蒋介石即电令白崇禧:“仰白代长官迅给徐集团以适当

之任务, 令其努力侧击, 以收协同一致之效。”④ 在致陈诚的电文

中, 他也指示:“该战区应以在后方控制及能抽调各部队, 编为挺进

军, 不受任何情况牵制, 选择敌军最感痛苦方面, 断行挺进攻击, 须

以主力猛攻敌之背后, 一部掩护主力行动, 并扫荡敌军后方, 协同

正面部队包围歼灭敌人。”⑤ 诸如此类的电文、指示很多。陈诚、李

宗仁、白崇禧、薛岳、李品仙、张自忠、孙连仲等高级将领在战役中

也较好地执行了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一战术。白崇禧在致蒋电

文中说:“对敌之策, 惟有取机动姿态, 求敌侧背相机攻袭, 而不限

以一地一城之死守。如此, 则能常保持有用之力量, 获得作战之自

由。”⑥ 8 月上旬, 日军第六师团攻占黄梅, 与江南日军主力相距数

百公里, 中间又隔长江, 而远在合肥、舒城的第二军主力尚无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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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静, 这样第六师团成为一支孤军。白崇禧抓住这一时机, 决定利

用长江北岸港湾密布, 大别山南麓居高临下之有利地形, 从侧面反

击孤立的第六师团。8 月 16 日, 白崇禧命令李品仙率 7 个军, 以大

别山南麓为根据地, 并切断敌之退路, 对第六师团逐次侧击, 全部

包围消灭。虽然由于日军火力强大, 援军机动快, 空中支援及时有

力而免于灭顶之灾, 但给第六师团以沉重打击, 是役日军被歼数千

人。8 月上旬, 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在南浔铁路沿线的山岳丛林地

带巧摆“反八字阵”, 诱使日军第一○六师团进入包围圈后, 在金官

桥一带指挥部队猛烈进攻, 毙伤日军 8000 人, 击毙 2 个联队长, 中

小队长伤亡大半。该师团经几次补员后才得以成军。10 月初, 薛岳

又在南浔、瑞武线之间引诱第一○六师团再陷“反八字阵”, 并成功

地阻击了第一○一师团和三个强大支队的驰援, 在万家岭地区歼

第一○六师团 1 万余人。而整个会战中, 日军未曾全歼中国军一个

整师, 正是通过许多次规模或大或小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 中国

军队才遏制了日军凌厉的攻势, 使武汉会战达成了“与敌主力作战

4 至 6 个月”的战略持久目的。

三　武汉会战的作战形式

前几次大会战的经验和教训, 使国民政府最高军事领导集团

开始意识到单一的阵地战式防御的巨大局限性, 认为武汉会战的

作战形式应该是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有机结合。先拿阵地战

来说, 因为武汉会战是以保卫武汉为初始目的战役, 且日军积极进

攻, 所以阵地战无疑占有重要地位。只有依托阵地, 节节抵抗, 才能

拖住敌人, 消耗敌人, 争取充裕的时间, 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或组织

退却。早在 1935 年夏, 陈诚担任陆军整理处处长时即策划武汉的

国防工事: 把北面的武胜关, 南面的城陵矶, 东面的田家镇连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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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构成一条向东的孤形防御工事。经过 2 年多的建设, 已有一定

的基础。陈诚担任武汉卫戍总司令后, 就在 1938 年 1 月 26 日召开

构筑工事会议, 把国防永久工事分为十区施工, 加紧建设。长江两

岸也构筑了众多游动炮兵阵地。长江航道也被阻塞以防敌舰溯江

而上。我军利用这些人工防御工事和大别山等天然屏障构成了一

道道坚固的防御阵地, 不但顽强地抗击了日军的进攻, 而且把大批

的日军吸引在阵地之前, 从而有利于外线部队的作战或二线部队

的调整。如由于白崇禧对日军第二军主攻方向判断的失误, 把防御

主力布置在右翼, 而关键的左翼却兵力不足。因此, 战区整个防御

部署必须调整。为了阻敌南下, 宋希濂军在富金山一带以阵地战抗

击日军。从 9 月 2 日至 9 月 11 日, 日军第十三师团和第十师团弃

尸 7000 余具也未能越过富金山大峡口。东京的报纸哀叹:“此 (富

金山) 役由于受敌主力部队宋希濂军的顽强抵抗, 伤亡甚大, 战况

毫无进展。”①万家岭大捷, 阵地战也有一份功劳。如 10 月初, 第一

○六师团企图突围, 但被俞济时所部第七十四军阻击在张古山阵

地前, 扎住了布袋口子, 使其只能固守待毙。可见, 中国军队要保卫

武汉, 阵地战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关键是指挥者对地点、时机、部队

的把握。

运动战是歼灭敌人的主要作战形式。集中兵力, 采用包围迂回

技术是实施运动战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在当时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中达成了较一致的认识。日军采用的是大迂回大包围之战术, 企图

合围中国军队主力于武汉地区。中国军队只有在内线中取外线攻

势, 才能有效防御。军委会作战计划中特别强调了, 要“把重点放在

外翼, 争取行动上的自由”。② 实际上就是强调部队要有运动性,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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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攻势防御。田家镇要塞失陷后, 武汉门户洞开, 日军凭陆、海、

空之优势溯江西上, 蒋介石乃电令白崇禧等人:“以五、九战区各一

部兵力迟滞敌之前进, 主力概转移至武汉南北两侧, 待敌迫近武汉

本阵地, 即分别断行袭其侧背, 予敌以决定的严重打击。”① 这里强

调的就是以运动战为主的积极防御。为了使炮兵发挥“战争之神”

的威力, 蒋介石致电顾祝同:“战车炮及山炮应适合各种地形及运

动性, 适时机动, 变换阵地, 于敌未确定其位置企图登陆妨碍前, 业

已射击完了, 另行变换阵地, 如是, 则沿江皆我炮兵活动阵地, 随时

可射击敌舰。”②这说明, 他认为炮兵部队也应该以运动战为主。白

崇禧、陈诚等高级将领也比较注重于运用运动战来进行积极防御。

白崇禧在部署广济和商固作战之时, 致电蒋介石称:“利用大别山

地, 改取机动配置, 正面仍以一部守御, 主力集结在敌之侧背, 求其

弱点, 相机攻击, 断其后方联络线, 以此广大地域, 运用广大面之运

动战, 如此则易死路为生机, 变被动为主动。”③ 为此, 他命令李品

仙兵团先让出广济城, 在两侧山地重筑防线, 再用运动战战术分割

消灭敌军。此役不但打死打伤日军精锐第六师团数千人, 而且牵制

了敌军主力转移, 策应了田家镇要塞保卫战。陈诚部署第九战区兵

力, 主力置于德安、瑞昌以西及南昌附近, 主要也是基于有利部队

机动, 在运动中歼敌之考虑。日军在进攻南浔线、瑞武线的每一个

战略要地时, 不仅正面遭到中国守军的激烈抵抗, 而且侧翼或背部

也被突击或切断退路, 以致进展缓慢。仅东西孤岭、金官桥、万家岭

三役日军就死伤 3 万人左右。至于各集团军防御区内进行的外线

的速决的歼灭战就更是不胜枚举。总之, 武汉会战中国军队能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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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精锐主力作战 4 个多月, 是与他们较好地实施了运动战战术分

不开的。

游击战在这场大会战中将扮演什么角色呢? 1938 年 8 月 21

日, 蒋介石在接见伦敦《每日捷报》记者时发表谈话:“战争愈展开,

流动之游击队将愈占重要地位, 在未来保卫武汉之决战中, 游击队

必将有重大贡献。”①为了扰乱、疲惫、分散和吸引敌人, 7 月 5 日蒋

介石致电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现值青纱帐起, 正是游击最好

时期, 各该战区指定担任游击部队应积极行动, 努力袭击敌人, 尽

量破坏交通、通信, 以分散进攻武汉兵力。若认为游击实力不足时,

须酌量增派, 务使彻底遮断敌交通线为要。”② 当武汉会战进入白

热化阶段时, 蒋又电告程潜, 要趁敌后方空虚之机, 发挥游击战争

之威力, 协同武汉战场作战, 他要求程潜令缪 流军、韩德勤军、石

友三军团、独立第二十八旅等在鲁南、豫东、皖北、豫南等地积极游

击, 彻底破坏交通。军委会的《武汉会战作战计划及指导要领》中规

定:“第五战区应指定 12 个师以上兵力, 在大别山分区设立游击根

据地, 向安庆、舒、桐、合、大及豫东、皖北方面挺进游击。尤须积极

袭击沿江西进之敌。苏北兵团应向淮南游击, 破坏交通。”“第九战

区应以 4 个师以上兵力在九宫山建立游击根据地, 常常向敌后方

游击”。③ 各战区、各兵团、各集团军也就游击战问题发出了许多指

示, 如《第九战区作战计划》中要求:“位置敌后方之游击队, 积极活

动, 破坏敌之交通通信, 增加其困难。”④ 八路军、新四军在大江南

北的各个战场上也积极以游击战袭扰日军。如从 5 月 13 日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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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2 日,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等部队对平汉铁路、正太铁路、道清铁

路进行了 10 次总破袭, 比较彻底地破坏了这些铁路的运输。国共

两党军队的游击战牵制了大量敌人, 减轻了武汉战场之压力。日军

承认;“武汉会战时, 虽然大本营要求平汉路方面日军越过黄河向

郑州进攻, 但在山西游击战的袭扰下。终难遵命前往。国民党的中

条山游击根据地曾经牵制了日军 3 个师团。”①

当然, 就武汉会战中游击战的总体作用来说, 仍只是配合正规

战的一种辅助形式。“只有在敌人占领与包围区域, 主力部队不易

立足和不易集中行动的条件下, 才以游击战为主”。②

综观整个武汉会战过程, 不难发现, 中国军队既有英勇悲壮的

阵地战以阻击迟滞敌人, 又有规模宏大的运动战以歼灭敌人有生

力量, 也有深入广出的游击战以袭扰敌人。三者的重心是运动战,

但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机、不同的部队各有侧重, 并交互使用。

三者的合力产生了巨大的威力, 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实力。武汉会

战以后, 日军再也无能继续发动全面的进攻作战。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中国军队统帅部在武汉会战中, 审

时度势, 制定了比较适合我军的战略方针, 对武汉会战战役发展和

整个抗日战争产生了积极影响, 日军伤亡 10 万余人, 损耗大量装

备, 并未达到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之目的。中国军队虽然在战役战斗

上也还存在许多失误, 以致于自身伤亡 20 余万人, 但是保存了主

力, 武汉周围的大别山、幕阜山、鸡公山及鄂西大部仍然在中国军

队手中, 且造成了围困武汉的持久态势。武汉沦陷后, 日华中派遣

军司令官 俊六大将在《关于武汉、广州两战役后善后处理的形势

判断》中说:“自中日开战以来, 虽给中国军队多次打击, 但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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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中国还有相当大的兵力, 其主力仍存在。国共统一战线暂时还

不会破裂。”① 这无异于承认, 日军进行武汉会战的政略和战略目

的均告失败。在此意义上, 武汉会战可视为一次胜利的战役。

(作者王文滋, 1970 年生,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97 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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