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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抗战史研究：现状与未来
1
 

郭辉 

湖南师范大学 

摘要：湖南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主要战区，向前线输送了大量物资与兵源，为抗战胜利提供了重

要保障。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下，湖南各民族人民构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钢铁长城，涌现出无数英雄事迹，生动诠释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在全民族抗战和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史中具

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术界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湖南抗战史开展了相关研究。特别

是，对发生在湖南的会战战役，战时湖南的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对相关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进

行了反思，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进一步推进湖南抗战史研究，应在历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上下大气力，在此基

础上开展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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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作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洗刷了中国屡遭外来侵略的百年耻辱，重新

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习近平指出：“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面对侵略者，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捍卫了中华民族

5000 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捍卫了人类和平事业，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
①
然而，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

“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

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②
。 

湖南为全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全民族抗战和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史中具有举足轻

重的历史地位。在厘清湖南区域抗战意义的基础上，对湖南抗战史的研究现状和努力方向进行分析，不仅有助于相关研究的进一

步深入，而且有助于深入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

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等重大问题。 

一、湖南抗战的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将占领湖南作为进攻两广、滇黔进而威胁重庆的重要战略，是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关键。湖南作为正

面战场的主要战区，向前线输送了大量物资与兵源，为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的抗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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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统一战线领导下，湖南各民族人民构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钢铁长城，涌现出无数英雄事迹，生动诠释了伟大的抗战精神。 

(一)为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湖南自然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钨砂矿产区，“钢铁为工业军用之要素，而钨又为制造高钢之必要原料”
①
。抗战时期，湖

南钨砂为抗日武器装备制造提供了必备的原材料。当时的国民政府还以湖南矿产资源作为抵押，换取同盟国的大量贷款。抗战爆

发后，沿海大批工商企业内迁，湖南加快交通网络建设，举全省之力抢修粤汉、湘桂与湘黔铁路，湘潭、醴陵与衡阳成为新的国

防工业中心，再加上前线伤兵转移，湖南成为全国战略资源集散地、中转站与休养所
②
,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的后勤保障。 

作为抗战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主要战区，湖南战时向前线输送士兵数量居全国第二
③
,在湖南先后发生了 6 次大的会战，其

作战时间之久、战争之激烈与伤亡之惨重，在抗战史上十分罕见。第一次长沙会战不仅挫败了日军嚣张气焰，向世界证明中国具

备打败法西斯的坚定意志与坚强能力，更是中国“后方民众的兴奋剂”,坚定了广大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念
④
。衡阳保卫战中守城官

兵创造的城市保卫战奇迹，《解放日报》赞之曰“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
⑤
。湘西会战则拉开了全国抗战战略反攻的序幕。习

近平指出：“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铁骨铮铮、视死如归，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
⑥
湖南军民的顽强抵抗和巨大牺牲奏响了中国人民的英雄凯歌，为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二)构筑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钢铁长城 

1931 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时，中国共产党就毅然决然地高举起抗战的旗帜，成为中国人民奋起反抗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早宣传者、动员者、抗击者
⑦
。在湖南，1932 年 3 月，团湘鄂西省委发布《关于对日宣战问题告全体同志

书》,提出“组织革命的民族战争，消灭反革命的战争，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
⑧
;同年 4 月 27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

维埃执行委员会通过《准备对日宣战的决议》
⑨2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组织成立“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号

召“全省人民为求民族生存，团结一致，坚决抵抗日寇的侵略”
①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省，湖南各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团结抗日。1935 年 8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委湘鄂川黔分会在湘西少数民族聚居区明确提出“驱逐日本强盗，收

回已失领土”的口号
②
。全面抗战爆发后，湖南回族爱国人士在长沙成立了“中国回教救国会湖南分会”,后又在邵阳成立了“中

国回教救国会邵阳分会”,宣传鼓舞了一批又一批回族青年走上战场，与日军殊死战斗，证明了“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
③
。 

1938 年 10 月，蒋介石在南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应邀参加，会议接受了中共中央关于共同创办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由叶剑英负责，带领部分干部和工作人员参加训练和工作。训练班在南岳举办了 3期，

后南迁祁阳、零陵等地开办。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培养出数千名游击干部，成为全民族团结抗日的重

要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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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动诠释了伟大的抗战精神 

抗战期间，湖南大部分县市遭到空袭轰炸，日军还在湖南实施惨无人道的细菌战、毒气战，并制造了仅次于南京大屠杀的

“厂窖惨案”。据统计，抗战中全省伤亡人数 262 万，其中死亡 92 万、致伤残者 170 余万；财产损失 121922 亿元，其中直接损

失 115044 亿元、间接损失 6878 亿元
④
。面对日军的残暴进攻，湖南军民开展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 

抗日战争中，湖南人民先后组织了数量众多的义勇队、敢死队奔赴战场，承担抢运军事物资、抢修或破坏铁路、运送伤员与

建筑工事等任务。日军由湘潭、衡山南下时，湘江船夫不愿被敌人利用，将船只击沉，还有许多群众挖战壕、修暗堡、抢救伤员，

他们被称为誓死“不愿做亡国奴”的英雄
⑤
。正是这种宁死不屈、抗战到底的精神，使湖南成为日军最难征服的战场之一，彰显

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气节和浩然正气，生动诠释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坚定了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 

二、湖南抗战史研究现状 

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南地区的抗战为夺取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湖南抗战史的研究和分析也因

此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学者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了探讨。 

(一)宏观研究 

学术界对湖南抗战史的宏观研究，主要是从总体上对湖南抗战的地位、意义等进行分析。相关成果往往被冠以“述评”“述

略”等标题，并集中出现于 20世纪 80到 90 年代。学者们多视湖南为抗战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主要战场
⑥
,分析湖南战场军事活

动的重大作用和深刻影响
⑦
,认为湖南人民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积极抗战和巨大牺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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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⑧3
。通过学者们的持续努力，湖南抗战的地

位已取得共识。 

(二)微观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湖南抗战史的微观研究，主要集中于发生在湖南的会战战役与战时湖南的社会两个方面。相关学者通过史料

考证认为，三次长沙会战是胜利的会战，澄清了以往学界在相关问题上的错误看法，并对三次长沙会战的重要意义予以充分肯

定。常德会战作为中国抗战史上的典型战例，得到了学者们的较多关注。已有研究对常德会战的历史背景、中美空军的对日作

战、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从国际形势和国内战局的发展变化出发，对余程万案进行了研究
①
。因此，常德会

战的战争史事得到了充分考察。 

1944 年 5 月底到 9 月初的长衡会战，是中国抗战史上敌我双方伤亡最多、交战时间最长的城市攻防战。其中，1944 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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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1996 年第 4期。 

(8)李斌:《湖南抗战精神的建构与诠释》,《求索》201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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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6 月在长沙及湘北地区进行的战斗又称第四次长沙会战，1944 年 6 月至 9 月在衡阳及湘中地区进行的战斗又称衡阳保卫战。

有学者对长衡会战的结束时间和中日军队的参战兵力进行了细致考察
②
,还有学者从记忆史与纪念史的角度进行观察，并分析了

“衡阳抗战纪念地”在文化传播、认同建构等方面的功能
③
,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取得了新的突破。1945 年春夏之交的湘西

会战是正面战场的最后一次会战，此战挫败了日军占领芷江机场的图谋，提高了中国军队的士气，也是中国抗日战场从防御转入

进攻的重大转折点。关于这场会战中的一些军事问题，如钦迪特支队、中美空军对日作战等均得到了学者关注
④
,但和其他几场会

战相比，湘西会战的相关研究尚存在不少可以进一步开掘的空间。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日渐兴盛，以往较少被关注的战时湖南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问题逐渐引

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其中经济方面的研究重点在于抗战时期湖南的工业、矿业和手工业。这一时期，不少沿海企业内迁湖南，促

进了湖南近代工业的发展。有学者对这一时期湖南工业迅速发展的原因、进程、特点和作用进行了探索
⑤
;还有学者对抗战时期湖

南的商业、贸易、金融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形成了专门著作，指出这一时期湖南的现代化水平虽较以往有所发展，但在日

军发动“一号作战”后，这些成果被侵略者摧毁殆尽
⑥
。种种研究，均丰富了人们对战时湖南社会的认识。 

抗战时期湖南的文化发展也颇具特色。抗战爆发之初，作为大后方的湖南是全国抗战文化运动兴起最早、声威最壮、影响最

大的省份之一，“七七事变”后则发展成为全国抗战文化的传播和辐射中心。但随着战火不断南移，湖南成为相持阶段正面主战

场，相关文化活动无奈终止或停办。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作为文化重要内容的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发展，如湘西地区教育

走向大众，培养了大量适应战时需要的人才，为民族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⑦4
。 

一般认为，抗战时期是湖南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湖南人口发生了剧烈变动，给地方社会带来了重

要影响
⑧
。频繁与惨烈的战争导致出现了大量难民，社会救济、社会重建等问题成为重中之重。学术研究表明，在政府及民间团

体努力下，湖南省的难民压力得到缓解，抗战胜利后湖南农业的善后救济有效缓解了相关灾情，部分农村地区的重建工作也得到

了国际社会的参与。 

在开展具体研究的同时，学术界也对湖南抗战史的既有范式和话语体系进行了反思。笔者曾以衡阳保卫战为例，对当下区域

抗战史的研究现状进行述评，思考其未来的研究进路，并将其置于湖南抗战史与豫湘桂会战史的学术脉络中进行审视，深化对抗

战史内涵的理解。新文化史的引入是这一时期史学研究范式变迁和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湖南抗战史研究领域，抗战记忆

史研究十分繁盛，总体上丰富了既有研究的内容。 

三、湖南抗战史研究的未来 

笔者认为，进一步推进湖南抗战史研究，应在历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上下大气力，在此基础上从 8 个方面开展实证研究。 

 
4 (1)严海建、施祺:《军法惩处的轻与重:余程万弃守常德案研究》,《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0 年第 1 期。 

(2)柯育芳:《论长衡会战第二阶段战役——从长衡会战结束时间的角度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6 年第 4 期;柯育芳:《长衡

会战日军参战兵力述考》,《抗日战争研究》1998 年第 3 期。 

(3)邓庄、周丹:《纪念性空间文化传播与认同的建构——以衡阳抗战纪念地为例》,《新闻传播》2018 年第 11 期。 

(4)王楚英:《湘西会战中的钦迪特支队》,《军事历史》2008 年第 3 期;柏晓斐、罗玉明:《制胜与致胜:湘西会战中美空军对日

作战述论》,《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0 年第 3 期。 

(5)萧栋梁:《抗战时期的湖南工矿业》,《求索》1992 年第 2 期。 

(6)刘国武:《抗战时期湖南的现代化》,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9 页。 

(7)暨爱民、刘鹤:《论抗战时期的湘西教育》,《抗日战争研究》2012 年第 3 期。 

(8)何多奇、黎程、刘乃秀:《抗战时期湖南人口变迁及其社会影响》,《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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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历史资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湖南抗战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首先需要加强对相关历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当前，湖南抗战

史资料的收集整理虽已取得部分成果，但多为零星的和分散的。未来应加强国内外档案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并注意报刊、图片影

像等多方面资料的抢救与整理。 

一是湖南省内各档案馆保存的相关资料。这些档案馆所藏湖南抗战档案较为集中，对于构建湖南抗日战争史全貌，特别是中

国共产党与湖南抗战的具体情况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的整理与发掘仍相当有限。一些地方市县档案馆的抗战档案存量丰富且

保存较为完整，不仅涉及战时湖南各地方情况，也涉及某些“中观”问题，这些档案的发掘可以有力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抗战

中的作用。 

二是省外各档案馆保存的相关资料。由于战时湖南地方的各类文件、报告、调查等，多呈送至上级部门，故在省外相关地方

也多有保存。现今这些档案多集中收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我国台湾地区、湖北省、重庆市等地的档案馆中。深入发掘和整

理这些资料，不仅有助于厘清湖南抗日战争中的某些具体问题，而且有助于观察当时各战区之间的互动，了解湖南抗战与其他区

域抗战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苏联、美国等同盟国也派遣力量参与湖南抗战，如苏联曾组织援华航空志愿队，美国则

通过租借法案向中国提供战机。现今俄罗斯、美国等国家的档案馆中也保存有大量与湖南抗战有关的历史资料，加强对这些档案

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利用，有助于证明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等关键问题。 

除了集中收藏于档案馆的历史资料外，一些零散资料也对进一步开展湖南抗战史研究很有助益，但亟待收集整理。如战时湖

南报刊资料，目前保存环境不容乐观，急需抢救性整理。再如外国记者随军拍摄的战时图片影像资料、抗战老兵及其他战争亲历

者的口述资料，以及战争期间一些商品包货纸、宣传标语等实物资料，民间族谱家谱等文献资料，皆有待进一步收集和整理。 

(二)实证研究 

在全面收集与整理资料的基础上，未来关于湖南抗日战争的实证研究可从以下 8 个方面进行深化和推进。 

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湖南抗战的研究。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在湖南，中共中央委派徐特立等在长沙建立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发展党组织，进行文化统战工作。湖南各地党组织还组织数百支游击队与近 6

万人的自卫队
①
,活跃于湘南、湘北、湘中、湘东等敌占区，在侵扰敌人后方、保护人民群众、配合正面战场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

用。1944 年，八路军南下支队在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的率领下抵达平江，先后在湘阴等地建立了民主政权，八路军在

湖南的抗日活动鼓舞了全省人民的抗战斗争。目前，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湖南抗战的已有研究虽然数量较多，但多为宏观性分

析，偏重于活动描写与史实叙述，未来需要在充分收集史料的基础上，进行更细致的实证研究。 

二是对湖南军民支援抗战的深入研究。抗战期间，湖南不仅每年供应军用棉花 70000 担、军布 300 余万匹、军粮 1000 万担
②
,还接济邻省。对于湖南普通民众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往研究多偏重于宏观性论述。抗战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面

对日军疯狂进攻，三湘儿女不分党派、民族，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家园，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作出了

巨大牺牲，付出了巨大努力。历史研究需要回归现场，研究战争中普通人的生存与命运，而目前湖南抗战史研究在这个方面的分

析还比较缺乏。 

三是对湖南少数民族参与抗战情况的进一步研究。湖南是少数民族聚居大省，面对日本侵略，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开展民族解放斗争。中央红军及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路过湘西时，桑植、江华、通道、

新晃等地的瑶族、侗族、土家族、白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子弟随军长征北上抗日。全面抗战爆发后，湖南各少数民族仁人志士积

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全民族抗战的号召，积极投身抗战前线。在湘南瑶族、壮族聚居地，瑶族爱国人士冯绍异组织成立“湘南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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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请缨自卫团筹备处”,不久又发布《告湘南瑶族同胞加入抗战军队书》。此外，湖南回族、维吾尔族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

救亡运动。正是在各族人民的团结一心下，湖南抗战才能不断取得积极成果，全民族抗战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在这个问题上，

以往研究多将视角置于湘西，着重研究这一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抗战情况，对于湖南其他地区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分析相对较少，

未来应加强相关研究，以深化湖南抗战史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是对战时湖南社会的系统分析。关于战时湖南的社会情况，当前学术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已开展了一定的研究，

但某些问题还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如经济方面，1936 年 6 月，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曾提出一份《中国工业发展三年计

划》,设计十大工业建设项目，其中不少安排在湖南。自抗战爆发至 1940年 6 月，沿海及长江一带迁湘的工厂共计 121 家，占内

迁工厂数 26%,其中大多数分布在常德、沅陵、辰溪、祁阳、耒阳等地
③5
。当时经济部核准设立的矿区数量，湖南居全国前列，不

仅为抗日战争作出重要贡献，而且成为日后湖南湘潭、株洲等地工业发展的基础之一。至于抗战时期湖南的学术史、科技史、金

融史、美术史、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目前几乎仍是一片空白，尚有待开拓性的专题研究，如此方能更全面地观察战时湖南的社

会情况。 

五是对湖南抗战军事史的细致研究。目前，学术界对于湖南抗战军事史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多为描述性研究，对于梳理

战役会战的基本情况产生了一定作用，但对于军队统帅部及战区的指挥运作、战略方针和部署、战术运用、军队状况、军事训练、

政治工作与动员、作战能力、后勤保障、战区与后方关系、军政关系、军事动员、供给支援、军种协调、战区配合等更深一层的

细致研究则着墨不多。此外，对于湖南会战中的“敌情研判”与决策机制、国防地理与作战地域分布、战绩评价问题、兵役制度

的实施与武器装备等问题也尚未有更深层次分析。 

六是湖南战区与全国其他战场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湖南战场并非孤立存在，如第一次长沙会战，实际涉及湘北、鄂南、赣

西等战场。湘西会战时，浙西战役实为配合行动。湖南正面战场关涉全国战场，如湖南战场战事活动与国民党当局对日战略变

化，南岳军事会议和长沙会战与国民政府持久消耗战略，湖南省和第九战区与国民党军队的粮食供给，这些问题都有相当关联。

再如湖南和广东两地的抗战斗争存在很强的战略联系，相互支撑，当时湖南的人事、资源等皆与广东密切相关。总之，湖南战场

是全国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湖南抗战史的研究需要从抗战全局出发，进行系统性的观察和分析。 

七是对湖南抗战研究史本身的学理分析。抗日战争史研究经过几十年发展，不仅需要实证研究，也需要理论支撑，湖南抗日

战争史研究亦如此。湖南抗日战争研究如何服务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亟待

从宏观角度考察，进行相关理论思考。具体而言，湖南抗战史研究的学术史回顾、研究史料的科学运用、研究意义的理性分析、

研究方法的恰当使用、话语体系的深度建构等，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些内容中应特别关注“湖南战场是相持阶段主战场”等

研究话语的提出与流衍。另外，需要从理论高度归纳出湖南抗战不同于其他省份或区域的特点，在理论建构下指导实证研究，然

后撰写出多卷本的《湖南抗日战争史》。 

八是对芷江和平文化的实证研究。和平文化历来是湘西抗战乃至整个湖南抗战研究的重点，湖南省举办有“中国芷江·国际

和平文化节”,2021 年 2 月，芷江获准成为“国际和平城市”。和平文化在湖南抗战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与抗战胜利中“芷

江受降”等有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即建在芷江。但这些年来，和平文化研究多停留于宏观叙事，实证研究不足，

有必要大力推进实证研究，丰富对和平文化的史实认识。这对于加强国际和平主义，弘扬和平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强化爱国主

义教育等均有一定作用。 

 
5 (1)王娅妮泰:《长沙文夕大火》,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第 255 页。 

(2)萧栋梁、余应彬:《湖南抗日战争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0 页。 

(3)钟启河、刘松茂编著:《湖南抗日战争日志》,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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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作为全国抗日战争的一部分，湖南的抗战斗争在整个抗战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厘清湖南区域抗战作用、意义的基础上，对湖

南抗战史的研究现状和努力方向进行分析与思考，不仅有助于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而且有助于深入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的伟大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

键等重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