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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抗战精神的建构与诠释1

李 斌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3）

【摘 要】：“九一八事变”后，湖南社会各界抗日团体纷纷成立，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抗战相持

阶段，国共合作，军民协同，众志成城，与敌人血战到底；湖南人民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积极支援抗

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构建和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和攻坚克难、血战到底、精诚合作、

坚忍不拔的湖南抗战精神。湖南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伟大抗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

大民族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对激发人民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凝聚民族力量

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湖南；抗战精神；构建；诠释

抗日战争期间，湖南战场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九一八事变”后，湖南各党派、

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战争相持阶段，国共合作，军民协同，众志成城，与敌人

血战到底；湖南人民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积极支援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广大军民在顽强抗击日军的

过程中，构建和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和攻坚克难、血战到底、精诚合作、坚忍不拔的湖南抗战精神，增强

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伟大的抗战精神，他指出：“伟大的抗战精

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

力。”①2在新时代疏理湖南抗战精神，进一步弘扬伟大的湖南抗战精神，对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凝聚民族力量

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一、众志成城、同仇敌汽：社会各阶层共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

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各党派、各阶级、各阶层积极投入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既有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也有广大

三湘儿女和非湘籍爱国人士的重要贡献。正如《香港星岛日报》在对湖南抗战的报道中所指出的：“抗战所以能够一天比一天

接近胜利，固由于前方将士的流血效命和后方民众的出钱出力，但各党派、各阶层的团结一致，和衷共济，不能不说是一个有

力的因素。”①

（一）社会各界构筑起抗日救亡精神文化城

“九一八事变”后，湖南社会团体掀起抗日救亡高潮，积极发起建立抗日救亡组织，以实际行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直接领导和组织的抗日救亡团体，仅在长沙一地就有 35 个之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抗日救亡团体组织有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

会、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国记者协会长沙分会、民族解放先锋队等②。这些社会团体是抗日救亡活动的一支重要力量。省

城各抗日救亡团体组织反日宣传队，深入大街小巷、各单位、学校、剧场、影院以至村落农舍，利用各种宣传形式，向群众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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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野心，唤起民族的觉醒。抗日救

亡宣传从城市到乡村，从学校到兵营，渗透社会各阶层，提高了民众抗日觉悟，为全民抗战在政治上思想上进行广泛动员，有

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全国文化界人士汇聚长沙，掀起文化抗日救亡运动，自觉地“把文化工作与抗日救国结合

起来”，使文化服务于抗战，激发了湖南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各界文化人士把自己看成是抗日救国力量的组成部分，这

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未有的现象”④。淞沪会战发生后，各地文化教育机关纷纷迁入湖南。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

长沙联合成立了“临时大学”。北平民国大学、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国立杭州艺专、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央日报社、

国际新闻社、东方杂志社等陆续迁到湖南。一大批文化名人、学者如郭沫若、茅盾、闻一多、朱自清、胡愈之、张奚若、吕振

羽、翦伯赞、范长江、谭丕模、曹禺、田汉、阳翰笙等约 700 余人云集长沙。他们“不作战时古城的难民过客，而是抗日烽火

的文化传人”⑤，明确提出“全民众的精神武装和物质的武装同等重要”，主张实施“文化总动员”，“用集体的力量去担荷民

族抗战的文化任务”⑥3。这些文化名人与湖南文化界汇合，高举抗日救亡旗帜，在湖南办学校、书店，编辑出版报刊，举行演讲、

巡回宣传、戏剧演出等活动，进行文化抗战总动员，在三湘大地播下爱国救亡的种子。因此，当时的长沙被称为抗战“文化城”。

（二）中国共产党凝聚各界“团结御敌”精神

中国共产党对湖南抗战起了重要的发动和推动作用，极大地鼓舞了社会各界、各阶层、各阶级“团结御敌”的抗战精神。

一是在抗战救亡团体中发挥中坚作用。湖南各抗日救亡团体均以团结、爱国、抗日为宗旨，大多数建立了党支部，或是共产党

员在其中起骨干作用，使长沙成为当时全国抗日文化的中转基地，成为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传播中心。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

会是当时中共湖南地方组织领导下的一个最大的全省性抗日救亡团体，该会成员发展到 1000多人。1937年 7月 9日，长沙各报

用大字标题报道了日军进犯卢沟桥和中国军队英勇抗战的消息，中国共产党动员湖南民先队队员和救国会成员宣传中共的抗日

主张，号召“国人迅速抵御外侮”，动员组织工人、学生、店员、妇女、文化界和机关职员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以实际行动支

援前方抗战①。1938年 11月 12日，长沙各界文化团体在长沙师范学校举行孙中山诞辰 72周年纪念大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

话，强调必须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②。周恩来、叶剑英在长沙的多次讲话，鼓舞了

湖南人民团结御敌的勇气，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二是在新闻出版界宣传抗日救亡主张。长沙会战前，湖南新闻报刊杂志、

图书出版发行业日臻繁荣。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在长沙创办《反日专刊》《抗日特刊》《抗日》《抗日救国》《抗战日报》《观

察日报》《中苏》《抗战文化》《前进》等 40 多种报刊③。这些刊物发表大量宣传抗日救亡的散文、诗歌、小说、通讯、报告

文学作品，激发人民的抗战斗志。长沙的书店、出版社等由原来的 60多家发展到 125家，影响较大的有战时书报发行所湖南分

所、生活书店湖南分店、大众书店、三一出版社、中华书局等，这些书店和出版社发行《抗战小丛书》《中苏小丛书》《经济

丛书》《农民抗战小丛书》以及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抗战论著，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了湖南抗日救亡运动的

高涨。

（三）湖南地方政府发动民众“毁家纾难”，共赴国难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湖南地方政府开展了系列动员群众支持抗战的活动，激发了湖南民众“毁家纾难”的抗战精神

和决心。湖南省党政当局，于 1937年 7 月 18 日邀集省民众教育馆、省农民教育馆、省人民提倡国货救国会、省民众常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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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省会民众国术俱乐部、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和市政府等单位成立长沙市人民抗敌后援会。24 日，长沙市人民抗敌后援会扩大

为湖南省人民抗敌后援会，并宣布“本会以统一湖南人民意志，集中力量在党政上级机关指导下，努力抗战工作”，提出“抱

定决心长期抗战，团结精神严守纪律，镇定沉着安定后方，肃清汉奸以消隐患，捐款劳军毁家纾难”等作为该会的宗旨
④
。湖南

省政府在长沙举办两期民训干部训练班，学员结业后，被派往各地组织训练民众。半年之内，在乡村训练了 70多万民众。中共

湖南省委负责人任作民说：“张治中开办干部训练班，训练后派往各县工作，把革命的种子都撒播到各县去了。”⑤4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湖南人民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发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各种实际行

动迅速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二、自立自强、无私奉献：全民共筑攻坚克难的抗日精神

抗战时期，面对强敌入侵，面对各种艰难险阻，广大湖南人民发扬自立自强、无私奉献的精神，积极从事生产建设，自愿

节衣缩食，参与各种经济物质支援抗战活动，为持久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

（一）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展示奋发图强的湖南抗战精神

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是坚持抗战的基础。“九一八”事变后，在“提倡国货、发展实业”的刺激下，湖南兴建了一批近

代工矿企业。1932年至 1936年，先后创办了国货陈列馆、湖南机械厂、湖南工业试验所、湖南锑业联合贸易处、湖南造纸厂、

湖南炼锌厂、郴州协康铅磺股份有限公司、湖南酒精厂、桃源冷家溪金矿等数十家企业。此外，还有一大批抗战初期从沿海、

沿江地区转移到湖南的工矿企业和科技文化人才。在兴建、搬迁工矿企业的艰难历程中，湖南人民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

精神，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

（二）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体现自强救国的湖南抗战精神

随着抗日救亡宣传的开展，湖南人民开展了深入持久的抵制日货运动和国货运动。抗战时期，抵制仇货的群众运动蓬勃兴

起。抵制仇货、断绝供给，是对日经济绝交的具体措施，直接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抵制日货的同时，湖南人民发起了国货运动，

主张“提倡国货、发展实业”，使湖南实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支持了抗战。“九一八事变”后，长沙各界反日情绪高涨，

严厉查处“仇货”，积极开展国货运动，因为“提倡国货是扶危救亡的唯一出路”，“提倡国货是雪耻复仇的根本要图’，“提

倡国货可以发扬民族精神”，“提倡国货可以恢复民族固有美德”。1932年 10月 1日，国货陈列馆开业，何键在开幕式演讲中

指出，要救贫救国，不但要发展国际贸易，而且要提倡国货，而“提倡国货为最应注意者”
①
。全面抗战爆发后，湖南各界掀起

更大规模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体现了湖南人民强烈的爱国情感和抗日决心。

（三）积极捐钱捐物，体现无私奉献的湖南抗战精神

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广大湖南人民积极开展各种募捐活动。1933年 2月 16日，由湖南学生抗日救国会发起，省会

各界成立了湖南航空救国会，推教育界名流胡庶华等人为委员，积极“筹款购机救国”。为支持长沙邮政员工集资购置“邮工

号”飞机，各县、市商会纷纷成立捐资机构，“募捐购机”②。“七七事变”以后，在中共各级组织和爱国人士的推动下，人们

积极献金献物，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38年 7月 7日，长沙各抗日救亡团体和各界民众在教育会坪举行纪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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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一周年大会，张治中到会讲话，倡议在全省开展抗战一周年纪念献金运动，动员群众献粮、献金、献物。献金运动的第一天，

就收到募捐款 96087元③。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积极为湖南抗日战场捐款的，有全国寒衣总会、全国慰劳总会；有各地祝

捷大会，如广东、贵州各界祝捷大会、浙江宁波国庆纪念大会；有各抗敌总会如福建抗敌后援会、浙赣铁路抗敌后援会各、

武同抗敌后援会；有学校如国立师范学院、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大埔县立第一中学、明德中学、周南女子中学、明宪女子中

学、大麓中学、精炼职业学校、长郡中学、建德小学、蓝田镇立高级小学，等等④。湖南抗日战场得到省内外各界爱国人士的支

持，体现了湖南抗战是中国人民伟大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

在抗日救亡潮流的激励下，湖南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积极兴办工矿企业、抵制日货、提倡国货、

献金献物，使湖南成为全国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也为湖南战场持久抗战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三、军民协同、不畏强暴：共筑血战到底的抗战精神

湖南战场的军民充分发扬湘军“吃得苦，霸得蛮，扎硬寨、打硬战”优良作风，军民协同、忠勇用命、不畏强暴，与日军

血战到底。1938年至 1941年，一批批记者在湘北战场采访，亲历各种生动感人的抗战场面，见到许多浴血奋战的士兵和不畏牺

牲的普通百姓，他们感叹说，湘北战场上“士兵之忠勇用命，壮烈牺牲，老百姓之协同合作，实为历次战争所仅见”⑤。这是对

湖南抗战军民不畏强暴、誓死抗敌精神的充分肯定。

（一）民众积极参军抗敌，奔赴前线，体现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

全面抗战爆发后，湖南人民以舍我其谁的牺牲精神掀起奔赴抗战前线的热潮。1937年 8月至 10月，先后有 10余批，1700

人奔赴淞沪战场支援抗战⑥5。1938 年 4月 16 日至 22 日，长沙各抗日救亡团体协助省政府举行全省兵役宣传周活动，各界代表

纷纷表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参军参战义不容辞。经过广泛动员，长沙城乡广大青年，特别是各校学生纷纷报名应征，

要求奔赴延安和参加新四军、八路军。仅长沙县参军赴抗日前线的热血青年就有 6523 人①。各地将年满 18岁至 45岁的男子组

织起来，编成抗日自卫团，普遍开展民训，并于 1939年 12月和 1940年 1月先后建立志愿兵营和国民兵团，为支援前线抗战准

备了可靠的兵源。同时，湖南工人、学生、妇女、教师、职员、退伍军人，自动组织敢死队、义勇队、汽车队、战地服务团和

慰劳队，奔赴抗日前线。参军参战是全民抗战的重要内容，也是抗战必胜的重要条件。三次长沙会战期间，敌我双方都竭尽全

力激战。在这种情况下，弹药及物资补给非常重要。在民众的帮助下，第九战区兵站人员组织民众，冲破敌人的封锁、冒着敌

人的炮火，排除万难，设法将补给送到前线。有战地记者指出：“三次长沙会战全期，粮弹运输补给的数量，为数不下百万担，

在这交通彻底破坏后的湘北，运输工具落伍的中国，人力减少缺乏的战时，要想完成这一繁重而又艰巨的任务，委实不是一件

容易办到的事，但在我兵站人员的努力苦干之下，除依靠了有限的铁肩队少数输力以外，复陆续发动了十余万湘北有组织的民

众，大家起来，共负责任，在流汗出力的军民合作口号下，总算完成了这任务。”②广大湖南民众，正是以各种支援前线的抗敌

形式，建构起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抗敌精神丰碑。

（二）民众自卫武装，开展各种抗日活动，体现不畏强暴的抗战精神

湖南人民发扬大无畏的奉献和牺牲精神，以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直接支援守军作战。在湖南战场上，先后有 100 万民众

                                                       
5①湖南省国货陈列馆编查股：《湖南省国货陈列馆开幕纪念特刊》，1932年印行，第 1页。

②范忠程：《九一八事变后湖南的抗日救亡运动》，《求索》1994年第 1期。

③《中国共产党长沙县历史》第 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75-176页。

④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译组编：《长沙会战纪实》，中信书店 1940年 6月发行，第 373-374页。

⑤《洞庭静波》（上编），1941年 10月编印，第 72页。

⑥范忠程：《湖南抗战论述》，《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 4期。



5

组织侦察队、交通队、运输队、救护队、慰劳队，帮助守军侦察敌情，布雷、毁路、破坏敌人水陆交通，运送军粮、弹药。敌

寇侵掳岳阳临湘以后，民众破坏铁道公路，焚毁敌人军库粮栈，剪割敌人的电话线，使敌人辎重部队失去作战优势，物质资源

紧张，通讯受阻。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湘北有 4万余农民共破坏公路 1230余公里。衡阳工人、市民在保卫战中舍生忘死援助守

军，“配合作战、构筑工事之民夫，葬身枪林弹雨中者，即达 3174 名”
③
。抗战后期，湖南民众抗日游击队和自卫队有大小数

百支，人数近 10万④。我游击队神出鬼没，防不胜防⑤，敌人提心吊胆，严密戒备。此外，广大老百姓在炮火线上努力从事生产

之外，还挺身而出，随时替军队当侦探、送茶饭、抓汉奸，并自愿到游击区带路打击日军，体现了视死如归、不畏强暴的抗战

精神。

（三）民众救死扶伤、接济难民，体现舍生取义的抗战精神

湖南民众以舍己为人、不畏强暴的精神及时安抚伤兵、难民，鼓舞了浴血奋战的将士，稳定了战场后方。淞沪抗战后，长

沙作为战略大后方，大批负伤的前线官兵和流亡的难民源源不断来到长沙。为帮助难民渡过难关，长沙抗日团体发起救济难民

活动。工商界知名爱国人士徐天钧、丁子钦等发起组织“省会各界救济难民协会”，并在长沙城内设立了 10 个难民收容所、7

个难民读书班⑥。长沙县各地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为流亡到长沙县农村各地的难民安排住房、粮食等生活用品，动员富户接济

难民。长沙会战期间，受伤战士“或是由各部队的担架输送，或是由民众义勇队抬运，到达指定地点，又有人紧接向后输送，

所以，在这次会战期间，临近战斗的几个县城，很少看到一个流离失所的负伤同志。”“凡是由湘北战场下来的负伤同志，大

部都在衡阳集中，再由衡阳向外转运”⑦6。衡阳各车站码头，由各服务团体为负伤同志而设处招待茶水稀饭的，遍地皆是。服务

伤兵、救济难民活动的开展，维护了战时社会秩序，激励了抗日将士的杀敌斗志。

三湘七泽，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自 1938年冬，湖南直接开始遭受日寇入侵，人民饱受惊险心酸，但湖南人民始终不屈不

挠，英勇抗敌。正如时人所指出的，湖南战场的抗敌功绩，“除精忠军的忠勇用命外”，民众的踊跃助战，“也同样有其不可

磨灭的光荣价值”①。

四、宣传报道、祝捷庆贺：诠释百折不挠、忠勇救国的抗战精神

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必胜信念。

国内外记者蜂拥至湖南战场，各界纷纷开展新闻报道、出版书籍、开庆祝会等活动，对三次长沙会战胜利作了广泛的宣传，为

建构、诠释湖南抗战精神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宣传报道，诠释湖南抗战精神

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组织外国记者、武官前往湖南战场及后方参观采访，国内各大小报纸、电台记者云集长沙。中国共产

党、国民党及各地报纸作了广泛的宣传。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华日报》对长沙会战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体现了长沙会战的精神价值。《新华日报》在 1940年 1月

11日的社论中写道：“此次长沙大捷，是有着国际意义的。”②叶剑英指出：“给全国将士以战则必胜的兴奋，给全世界援助中

                                                       
6①《中国共产党长沙县历史》第 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78页。

②朱振声：《三捷长沙》，长沙忠文书店 1942年出版，第 40页。

③衡阳《大华晚报》，1947年 8月 10日；《衡阳文史资料》第 4辑，第 26页。

④《湘北大捷》，1942年编印，第 7页。

⑤《湘北大捷》，1942年编印，第 10页。

⑥《中国共产党长沙县历史》第 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79页。

⑦《湘北大捷》，1942年编印，第 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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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友人以满意的答复，给一切反对侵略的人们证明中国军队英勇的作战，是可以把侵略军击退的。”③国民政府《中央日报》

从对内宣传抗战、对外争取舆论支持两方面着手宣传长沙会战，争取最大范围内支持抗战。

《中央日报》对会战进程、劳军活动、物资捐赠、典型人物、日寇暴行等进行了一系列相关报道，大力宣传湖南战场军民

合作抗敌、不畏牺牲的抗战精神。国内外大量报刊对长沙会战作了广泛的宣传报道，对长沙会战精神作了深入的探讨。1939 年

10月至 11月，对长沙会战作了宣传报道的有：《重庆大公报》《香港星岛日报》《湖南国民日报》《香港华侨日报》《香港中

国晚报》《香港国民日报》《重庆时事新报》《耒阳国民日报》《衡阳大刚报》《香港工商日报》《香港珠江日报》《茶陵开

明日报》《江西前沿日报》《香港星报》《桂林扫荡报》《香港大公报》《香港工商晚报》，等等。美联社、合众国际社、泰

晤士报、塔斯社等国际知名媒体组织联合阵地记者团，纷纷赴湖南战场采访报道。历经抗战烽火的三湘大地，特别是三次长沙

会战的胜利，坚定了中国抗战胜利的信心，也从多层次诠释了湖南抗战精神。

首先，诠释了“精忠救国”“彻底牺牲”的湖南抗战精神。前线慰劳团于斌在长沙会战慰劳词中指出，“长沙市民是最勇

敢，同时也是最光荣的，在三捷长沙里，有着最灿烂的一页历史，全国人士，都心向往之。”这种光荣的获得，完全是湖南精

神，尤其是“长沙精神”的发扬光大，即“精忠救国”、“彻底牺牲”精神的发扬光大④。时人朱岳曾概括长沙三捷的基本精神

为：认清了自己战斗的责任、通过了充分的准备、具备了必胜的信念、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⑤
。正是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无畏的牺牲

精神，引领着广大军民浴血奋战，抗击日寇。

其次，宣扬“军民协同”“忠勇用命”的湖南抗战精神。1939年 10月 26日，薛岳对湖南《国民日报》记者谈话，指出长

沙会战致胜的原因，在于“坚韧沉着，快速机敏，军队忠勇用命，民众动作协同”⑥7。广大军民充分发扬“扎硬寨、打死战”的

精神，在湖南战场各次会战中英勇抗敌，对中国坚持持久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湖南抗战的实践

证明，湖南人民具有与强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坚毅决心，有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强能力。1939年 11月 2日，《湖南国

民日报》指出，长沙会战密切地关联了民族和国家的光荣，从各种不同的视角里，集中了广大群众的视线。民众面对敌人的奸

淫烧杀，更坚强地反抗，没有任何人屈服。“这是抗战精神在战时一度颠扑不破的最有意义的试炼”①。“特别重要的是，使我

们以敏锐的注意，来鼓舞我们精神的力量，以摧毁敌寇军事进攻以外的政治的经济的进攻”②。

再次，揭示“更英勇更有力”的抗战文化。日本帝国主义不仅通过血腥的军事战争侵略中国，更在文化方面侵害和破坏我

国的文化事业。但在湖南，“我们旧的文化和新的文化却在敌人的炮火中交织着，更英勇更有力地成长起来了，尤其是大捷之

后”③。敌人的轰炸，摧毁了部分生命财产，也摧毁了一些散在农村中的文化与教育机关，但这种惨无人道的事实，深深地印在

每一个人的内心里，反而激发了人民更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1939年 10月 19日，《湖南国民日报》刊文指出，三次长沙大捷，

“不独影响了湖南的文化，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同时将影响到全世界的文化；这好像是向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一颗石子一样，

会掀起无数的波纹，波动了全湖的每一个角落。从艰困的奋斗中，才能播下新的种子，创造新的生命；我们有了这次湘北的大

会战，才能够在文化上，给一种新的刺激，使文化方面的同志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更加努力，更加奋斗，更加密集起来，用一

种更新的姿态打击敌人，打击阻隔世界文化进步的一切障碍物，使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更英勇地前进，创造新的收获”④。

（二）发贺电与诗文，赞颂湖南抗战精神

为庆祝长沙会战胜利，全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纷纷发出的贺电如雪片般飞向湖南战场。从中央机关、地方军事机构、行

                                                       
7①《湘北大捷》，1942年编印，第 41页。

②《新华日报》，1940年 1月 11日社论。

③叶剑英：《论长沙的胜利》，《新华日报》1939年 10月 7日。

④《湘北大捷》，1942年编印，第 53页。

⑤《第三次长沙会战纪实》，1942年 6月编印，第 477-481页。

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译组编：《长沙会战纪实》，中信书店 1940年 6月发行，第 185页。



7

政机关、各级党部、参议会，到抗敌团体、教育界、文化界，无不发出贺电。有以全体名义来电祝捷者，有以代表资格称贺者，

更有当代名流、各界耆宿祝贺者，函电计达万余件⑤。蒋介石在接连发出的几封嘉奖慰问电中称赞军民合作，特别是湖南民众的

牺牲精神和英勇气概。他指出，湘北大捷：“重创敌寇，一方固由我作战将士，忠勇许国，经验增多，一方尤赖我战地人民，

深明大义，志切同仇，协助杀敌，有以致之。迩者中正在湘，迭据各军长官面报，均谓军民合作，得力最大。一般战地民众，

无论男女老少，一致随军进退，且皆听从军令，一如士兵；对于破坏交通，运输军实，侦探敌情等工作，莫不奋勇从事，获助

至多。其最使人感动者，更有多数壮丁，携其妻女，向后方逃难之际，因见我军，爱护同胞之笃，敌人残杀民众之惨，乃将其

眷属，安顿后方，而自身仍亟返赶回本乡协助军队作战，迨至击退敌军，始返后方，寻觅妻孥，略加安置之后，遂即志愿投军。

又有若干民众，知其乡里，已为敌所占，乃引导军队，自效前驱，冲入敌阵，拼命杀敌，受伤不退，直至敌溃之后，竟至伤重

殒命。凡此奋勇壮烈之事状，尤足以挫敌势，而致伟绩。”⑥8 这封电文充分反映了湖南人民在抗战中的英勇表现和爱国主义精

神，极大地鼓舞了湖南战场军民，激发了广大军民的抗日斗志。

对三次长沙会战，许多亲历者或作战场报道，或写会议录，或赋诗文，以表心志。率部参加长沙会战的第九战区前敌总司

令、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作诗五首，描述长沙会战胜利场景及湖南抗战精神。其中有称颂道：“长沙形胜中兴地，犄角

平浏鼎足看，天遣风云来四会，阵如鹅鹳拥千官；一言师直歼倭易，三犯旌旗掳岳难，此役成功非幸至，全凭热血障狂澜。”

“元戎一怒安天下，兵法心传语至精，惧则常衰谋自固，耻能生勇胜无争，迎春桴鼓全民奋；着力乾坤八表营。从此五洲连奏

凯，大同篇好颂升平”①。第九战区参谋长吴逸志在《第三次长沙大捷喜赋》中写道：“尔度狂澜靖洞庭，又传笳鼓马前听，星

沙依旧金汤固，一样丹心照汗青。”“助战雨师夜达明，湖山重洗愈峥嵘，只今涤秽除凶处，湘水长流荡寇名。”“千里长围

欲撼难，从头收拾旧河山，但凭救国精忠志，苦斗终能克险艰。”“会当扫荡超东海，笑折樱花一醉歌，大汉雄风依样在，共

挥逐日鲁阳戈”②。各种诗文描绘了湖南军民抗敌的英勇场面和精忠报国的无畏精神，更激发了军民强烈的抗敌意识和抗战必胜

的信念。

（三）开祝捷大会，激发抗战精神

三次长沙会战胜利，激励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广大人民踊跃欢欣，“普天同庆，举国若狂，洵一时盛事也”③。上海“自

从租界当局限定悬旗日子后，孤岛上已经四、五个月不见国旗了，正当湘北大捷声中，青天白日旗又满街飞舞，激动每一个人

的热情，吐出一口窒息已久的长气”④。重庆、衡阳、昆明、贵阳、韶关、宁波、恩施、桂林等共一百多个县市，乃至湖南各乡

镇“无不举行湘北胜利庆祝大会参加民众，多者数万，少者数千。或飞电祝捷，或宣言讨汪，或举行提灯，或集合演剧。天涯

地角，无非胜利之欢呼，水际山头，尽是飞扬之喜气”。各地祝捷大会反映了湖南“通都大邑，僻壤穷乡，咸具同仇敌忾之心，

见义勇为之志”⑤9，进一步激发了湖南民众乃至全国民众的爱国精神和抗日救亡情怀。

湖南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从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组织爱国团体，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到国共合作抗战、

军民团结抗敌，再到对湖南战场军民抗战的宣传，湖南抗战精神得到不断的构建和诠释。湖南抗战精神的构建与诠释，进一步

                                                       
8①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译组编：《长沙会战纪实》，中信书店 1940年 6月发行，第 194页。

②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译组编：《长沙会战纪实》，中信书店 1940年 6月发行，第 195页。

③陈是训：《湘北大捷与文化事业》，《湖南国民日报》1939年 10月 19日。

④陈是训：《湘北大捷与文化事业》，《湖南国民日报》1939年 10月 19日。

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译组编：《长沙会战纪实》，中信书店 1940年 6月发行，第 405页。

⑥《湘北大捷》，1942年编印，第 103页。
9①罗卓英：《长沙三次大捷》，朱振声：《三捷长沙》，《诗》，长沙忠文书店 1942年出版。

②吴逸志：《第三次长沙大捷喜赋》，朱振声：《三捷长沙》，《诗》，长沙忠文书店 1942年出版。

③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译组编：《长沙会战纪实》，中信书店 1940年 6月发行，第 357页。

④《孤岛的国庆困》，《香港大公报》上海通讯，1939年 10月 18日。

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译组编：《长沙会战纪实》，中信书店 1940年 6月发行，第 357-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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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坚定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必胜信心。在新时代进一步弘扬伟大的抗战

精神，对激发人民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凝聚民族力量，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