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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
人口伤亡数量再研究

潘 洵
(西南大学a.历史文化学院,b.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重庆400715)

  摘要:抗战时期日军对战时首都重庆的无差别轰炸,曾是一个国内外多方关注的焦点事件,轰炸造成的人口伤

亡也是日本对华侵略非人道暴行的典型体现。关于重庆大轰炸造成的人口伤亡状况,既有战时和战后初期的调查

统计,也有后来学者的研究与探讨,但由于调查资料的庞杂和混乱以及研究视野的局限,至今没有得出一个令人信

服的结论。对于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状况的研究,必须充分发掘翔实可靠的原始档案,同时又需要充分认识到这

些原始档案的局限性,也许我们的研究永远也得不出一个完全准确的数据,但至少可以得出一个最低伤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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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集中其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

长时间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日军对重庆实施的战略轰炸,是一种不区分军事目标和民用设施、
战斗人员与城市居民的无差别轰炸;其轰炸时间之长,次数之多,手段之残忍,造成灾难之深重,都是人类战

争史上大规模无差别轰炸的罕见之例;其所造成的非人道的血腥暴行,与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等一

样,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重大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关于重庆大轰炸的人口伤亡,由于调查资料的庞杂和混

乱以及研究视野的局限,至今没有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深化对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情况的研究,不仅

是揭露日本侵略暴行的需要,也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必然要求。
一 战时和战后对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的调查统计和研究

对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的调查,开始于日军轰炸重庆的初期。1938年11月9日,根据中央政府的要

求,四川省政府训令重庆市政府开展空袭损失调查,“查近来战区日渐接近,本省所属重要城市,时有遭受敌

机空袭之虞,亟应随时详密调查,以便统计汇报”,并制定了《敌机空袭损失调查表》,要求在空袭5日内填具

呈报,调查项目即包括人口损失数[1]7。
战时对日机轰炸后的灾况调查,主要是由警察局组织完成的。为“力求调查迅速,严密确实”,1940年6

月底,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抗战损失调查办法》及《查报须知》要求,重庆市警察局制定了专门的《敌机轰炸

后调查灾况办法》,并在警察局督察处内设立了空袭灾况调查组,调查组按警察分局划区,各分局、分所设调

查班,每一小班以行政警3至6名,户籍警1至3名,防护团员6至12名,义勇警察3至6名,每保选派甲长

5



1至3名组成之,负责灾况搜索、编报之责任;要求各分局所调查人员在空袭后即奔赴被炸区内切实调查,照
表填报并在3到5小时内送报[1]37-38。从以上安排不难看出,重庆市政府是比较重视轰炸情形的调查的,调
查覆盖了重庆市的所有区域,建立了专门的组织,明确了专人负责,调查人员包括行政警、户籍警、防护团员、
义勇警察和甲长,对地方情形较为熟悉,其构成也是合理的。但是,由于受调查人员数量和素质的制约,特别

是战时重庆人口增长迅速、移动频繁、管理混乱,每遇规模较大的轰炸,其调查难免挂一漏万,很难全面周

详①。
抗战时期,除了重庆市警察局组织的灾况调查报告外,许多部门都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之内对重庆大轰炸

损害情况进行了调查统计,如重庆防空司令部和重庆市卫戍总司令部对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的调

查,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关于被炸伤亡和救济工作以及被炸死亡人口殓埋

的调查,重庆市政府主计处在抗战胜利以后为赔偿而进行的损失调查等。在这些调查统计中,目前档案保存

最为系统完整的是重庆防空司令部调制的“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重庆市

防空司令部的调查是“每次空袭警报时,即派员分赴市内各防护分团、警察局及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准
备视察联络,及至敌机空袭或解除警报之顷,即已将各区损害概况电话报告本部”②。也即是说,其调查数据

是综合警察局、防护团和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的,调查项目包括“人口伤亡”等11个

大项。该调查形成的概况表,基本上是在轰炸的当日完成的,只有极少数是事后补填的。这一方面说明此项

调查的原始性和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日机轰炸重庆损害重要的参考资料,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调查的仓

促性,由于是当日调查,难免有所遗漏,特别是对重伤在次日及其以后死亡的以及大规模轰炸后废墟没有完

全清理的则未能进行统计。重庆防空司令部在每次轰炸调查的基础上,也对轰炸损害进行了月度统计和年

度统计,报送重庆市政府。而这些统计报表在每次“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

微调,其损害数据有时比当日统计的数据多,有时又比当日统计的数据少,其原因除主观隐瞒的因素外(主要

是涉及防空责任时,如防空洞坍塌、窒息等造成的伤亡),更多的可能是统计本身的复杂性等客观因素造成

的。
就各类调查统计所见的轰炸人口伤亡数据而言,日军轰炸重庆造成的伤亡总数最多为36202人③,最少

为15737人,两者相差近1.5倍。这里的最少伤亡数15737人,出自《四年来重庆市敌机空袭损失统计(民国

二十七年至三十年)》④,就存在重大遗漏。比如在该表的分年度统计中,1939年的死亡人数3813人、受伤

4947人,就存在遗漏。据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对1939年5月3、4、12、25日四天日机轰炸伤亡统

计,死亡4755人、受伤5721人⑤(该年实际日机轰炸25天);重庆市警察局《本市历次空袭损害统计表》统
计,1939年轰炸死亡4844人、受伤2922人⑥;《翁文灏日记》1939年5月30日记载的行政院第416次会议通

报数据,“本月份重庆被轰炸死人4779名,伤4721名”[2]338。该表1940年的死亡人数为736人,也不准确。
据重庆防空司令部的伤亡损害调查,1940年市区空袭死亡人数为2220人[1]71。仅此而言,伤亡15737人的

统计便是不可信的。在战时,1942年4月15日开幕的重庆空袭损害展览会,曾公开发布了重庆大轰炸伤亡

人数39277人的数据[3]。由于没有统计细目,且有出于宣传需要之嫌,该数据也值得商榷。
抗战结束后不久,侯宗卫利用四川省政府统计处的统计资料对日机轰炸下的四川人口伤亡损失进行了

研究分析,发表在1946年11月出版的《四川统计月刊》第5号上,其中重庆的空袭伤亡人数为23126人(死
亡9218人、受伤13908人)。这一数据是四川省政府统计处根据重庆防空司令部报送资料编制而成。由于

受报送资料的局限,此项结论也有待进一步讨论。
抗战胜利后,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主持全国抗战损失调查工作,重庆市政府在查漏补缺的基础

上,向该会报告的空袭伤亡人数为36202人(其中死亡152941人,重伤9179人,轻伤11729人 ),与战时的

调查统计相比,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都有较大增加。此项统计由于时间较晚,统计更加全面,其可信度也更

高,但过去在对重庆大轰炸损失情况的研究中却无人提及。同时,由于缺乏档案资料,至今也没有弄清这一

数据的统计来源。尽管根据其他资料判断其有较高的可信度,但其是否真正可靠,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除了战时及战后初期对重庆大轰炸伤亡人数的调查统计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有一些学者对重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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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炸的人口伤亡进行了新的研究,其研究的结论与战时的调查统计一样,也是各不相同,结论各异(见表1)。
表1.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研究概况表

提出年份 死亡人数 受伤人数 伤亡总人数 资料来源

1985 11889 14100 25989
余凡、陈建林《重庆大轰炸与日军侵华战略》,《重庆抗战纪事(1937-
1945)》,重庆出版社1985年

1986 9218 13908 23126 周开庆《四川与对日抗战》,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

1992 9990 10233 20223
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重庆市档案馆编《重庆大轰炸》,重庆出版社1992
年

1994 11148 12856 24004
重庆市人民防空办公室编《重庆市防空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

1995 10499 14901 25400 唐守荣主编《抗战时期重庆的防空》,重庆出版社1995年

2007 10639 10080 20719
唐润明《“重庆大轰炸”的基本史实及其人口伤亡新研究》,见周勇主编
《给世界以和平—重庆大轰炸暨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重庆出版社2007年

2011 22709 16771 40430
周勇主编《重庆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年2月

  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研究中出现的差异和分歧,主要是由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统计的时间范围不

一致。有的研究者统计的是对重庆历次轰炸造成的损失,而有少数研究成果只是对1939至1941年的轰炸

损失进行了统计,如唐守荣主编《抗战时期重庆的防空》一书的数据。二是研究中调查统计的地域范围不同。
在重庆大轰炸期间,重庆市的辖区范围曾有两次大的调整,因此,抗战时期不同年度统计资料所涉及的地域

范围也是不相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重庆市的辖区又有多次变动。有的伤亡数据主要是根据抗战

时期重庆所辖范围损失情况进行统计得出的,如重庆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重庆大轰炸》一书的数据,有的

结论则是根据研究时的重庆市所辖范围的损失情况进行统计的,如《重庆市防空志》的统计和余凡、陈建林的

研究等,而有的研究者则从日军轰炸战略和国民政府的反轰炸战略的角度,将日军为扫除轰炸重庆障碍而对

重庆周边地区的轰炸纳入重庆大轰炸的范畴,其研究范围涵盖了当时的重庆市区、监视县和周边战略地区。
三是研究统计所依据的资料不同。尽管学者对损失统计都是根据当时的档案资料和文献资料统计出来的,
但由于抗战时期对重庆大轰炸损害情况进行调查统计的部门很多,形成的资料也十分庞杂,一些调查统计本

身疏漏很多,如果在研究中不全面系统地发掘这些资料,并对这些资料不进行鉴别考证、比较分析,出现结论

的分歧是必然的,其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很难接近历史的真实。
二 基于战时调查统计档案材料的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详考

研究重庆大轰炸的人口伤亡,除了对抗战时期和战后初期所作的损害调查资料进行详细的鉴别考证、比
较分析外,还必须对重庆大轰炸损害统计的地域范围进行明确的界定。考虑到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无论

是日军轰炸的战略部署,还是国民政府的反轰炸举措,都不可能仅仅围绕重庆市区范围来进行。国民政府为

保障战时首都的安全,减少日军轰炸的损失,必然加强重庆周边地区的军事防御。而日军为达到攻击重庆的

目的,也首先要扫除轰炸重庆沿途的军事障碍。从军事行动的角度讲,在重庆周边地区进行的轰炸与反轰炸

斗争,同样应当是重庆大轰炸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重庆大轰炸的地域范围就不能局限于当时的重庆市辖

区。根据行政区划和管理权限,大致可以将重庆大轰炸的地域范围分为三类区域:一是核心区域,即作为战

时首都的重庆市辖区地域;二是监视区域,即重庆防空司令部的对空监视地域,包括大足、合江、江津、合川、
武胜、岳池、广安、渠县、营山、仪陇、巴中、南江、通江、达县、大竹、邻水、垫江、长寿、綦江、南川、涪陵、丰都、彭
水、秀山、酉阳、黔江、石柱、永川、荣昌、铜梁、江北、巴县,共计32县;三是国民政府保卫战时首都重庆的外围

战略防御区域,包括四川省防空司令部所辖的梁山、忠县、万县等日军轰炸重庆的必经地区。本文对重庆大

轰炸人口伤亡的研究,便是对日军轰炸以上地区造成的人口伤亡的分析与统计。下面根据战时调查档案材

料,对1938—1944年以上三类区域轰炸伤亡情况进行分年逐次统计,以期重建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的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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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

1938年,日机在重庆市区造成人口死伤的轰炸有1次,共计3人死亡、3人受伤;在重庆防空监视县轰炸

3次,造成21人死亡、25人受伤;在重庆外围战略区域轰炸4次,造成9人死亡、60人受伤,总计全年轰炸造

成死亡33人、受伤88人,死伤总数121人(见表2)。
表2.1938年日机轰炸人口伤亡统计表

轰炸区域 轰炸日期 死亡 受伤 伤亡总数 资料来源

城

区

10月4日 3 3 6①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制1938年渝市空袭损害统计表》,《重庆大轰炸档案

文献·轰炸经过与人员伤亡》上,重庆出版社2011年(以下未注明的重庆

防空司令部和重庆警察局相关档案均来自此书)

小计 3 3 6

监

视

区

巴县
2月18日 7 3 10

10月4日 14 20 34②

合川 12月26日 0 2 2

小 计 21 25 46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制1938年监视县空袭损害统计表》

《四川各地二十七年空袭损害统计表》,四川省档案馆:案卷号41-6151

外

围

战

略

区

梁平

10月4日 5 40 45

10月5日 0 2 2

10月22日 4 15 19

11月5日 0 2 2

万县 10月22日 0 1 1

小 计 9 60 69

《民国二十七年度四川各地空袭损害统计表》,《防空月刊》1938年第2卷
第4期

中共梁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梁平县抗战资料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8年,第124页

《梁平县抗战资料选编》,第76页;《四川各地二十七年空袭损害统计表》

《四川各地二十七年空袭损害统计表》

《民国二十七年十至十一月份敌机袭川损失统计表》③,四川省档案馆:防
空表报总卷,案卷号41-6151

全年合计 33 88 121

  注:①《国民公报》1938年10月5日载记者调查市区死亡4人,伤4人。②《国民公报》1938年10月5日载记者调查广阳

坝死亡24人,伤39人,比档案所列统计数据为多。③10月11日,日军首次轰炸万县,炸死炸伤市民多人,损失未统计。

1939年,日机对重庆城区轰炸18次,造成死亡5734人、受伤5326人,对监视区域轰炸造成死亡319
人、受伤388人,在外围战略区域造成死亡2356人、受伤2746人,总计全年轰炸造成死亡8409人、受伤8460
人,伤亡总数16869人(见表3)。

表3.1939年日机轰炸人口伤亡统计

(1)城区①

轰炸日期 死亡 受伤 伤亡总数 资料来源

1月15日 119 166 285② 《重庆防空司令部二十八年度辖区空袭损害统计表》

5月3日

5月4日
4572 3637 8209

《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5月3、4、12、25四日敌机投弹、人物损失及救济工作
汇报表》,重庆市档案馆:案卷号0053-12-95

5月12日 65 376 441

5月25日 404 536 940
《重庆市警察局督察处调查股制重庆市1939年历次空袭损害统计表(1939年)》

6月9日 25 19 44 《重庆市防空司令部调查6月9日敌机袭渝情况暨损害概况表》

6月11日 181 90 271 《重庆市警察局督察处调查股制重庆市1939年历次空袭损害统计表(1939年)》

7月6日 64 121 185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1939年7月6日敌机袭渝情况及伤亡损害报告表》,中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案卷号769-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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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 33 46 79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1939年7月7日敌机袭渝情况及伤亡损害报告表》,中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案卷号769-1973

7月24日 28 78 106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1939年7月24日敌机袭渝情况及伤亡损害报告表》,中国
第二历史档案馆:案卷号769-1973

7月31日 6 7 13 《重庆司令部调制1939年7月渝市及监视县空袭损害概况表》

8月2日 165 163 328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1939年8月2日敌机袭渝情况及伤亡损害报告表》,中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案卷号769-1973

8月3日 12 10 22 《重庆司令部调制1939年8月渝市及监视县空袭损害概况表》

8月4日 10 11 21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1939年8月4日敌机第13次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报告
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案卷号769-1975

8月5日 31 36 67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1939年8月5日敌机第14次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报告
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案卷号769-1975

8月23日 7 16 23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1939年8月23日敌机第15次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报告
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案卷号769-1975

10月4日 8 9 17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1939年10月4日敌机第22次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报告
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案卷号769-1971

10月5日 4 5 9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1939年10月5日敌机第23次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报告
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案卷号769-1971

全年合计 5734 5326 11060

(2)监视区

轰炸县份 轰炸日期 死亡 受伤 伤亡总数 资料来源

璧山
巴县

巴县

1月7日 16 0 16

1月10日 17 38 55

5月25日 1 2 3

8月23日 3 4 7

8月28日 33 47 80

8月30日 24 29 53③

9月1日 2 1 3

9月3日 8 27 35

9月28日 2 4 6

9月29日 0 1 1

10月5日 11 12 23

《重庆司令部调制1939年1月渝市及监视县空袭损害概况表》

《重庆司令部调制1939年5月渝市及监视县空袭损害概况表》

《重庆司令部调制1939年8月渝市及监视县空袭损害概况表》

《重庆司令部调制1939年9月渝市及监视县空袭损害概况表》

《重庆市防空司令部调查10月5日敌机袭巴县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南川

1月7日 0 1 1
《南川县敌机轰炸调查表》,四川省档案馆:南川县空袭损害抚济案卷,案
卷号41-9511

8月30日 5 6 11 《重庆防空司令部1939年度辖区空袭损害统计表(1940年1月)》

10月13日 171 164 335 《重庆市防空司令部调查10月13日敌机袭南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12月19日 8 17 25 《重庆市防空司令部调查12月19日敌机袭南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秀山 10月10日 18 31 49 《四川各地二十八年空袭损害统计表》,四川省档案馆:案卷号41-6151

达县 12月18日 0 4 4 《重庆司令部调制1939年12月渝市及监视县空袭损害概况表》

全年合计 319 388 707

(3)外围战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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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炸县份 轰炸日期 死亡 受伤 伤亡总数 轰炸县份 轰炸日期 死亡 受伤 伤亡总数

万县

梁平

1月14日 97 88 185

2月4日 267 243 510④

2月6日 235 150 385

6月7日 3 8 11

9月1日 58 79 137

3月29日 259 286 545

9月1日 2 15 17⑤

9月28日 27 44 71

10月13日 29 25 54

12月18日 8 14 22

12月19日 1 1

梁平
巫山

梁平
奉节

梁平

奉节
巫山

巫山

6月30日 20 53 73

9月29日 30 22 52

6月28日 1013 1264 2277

9月30日 120 145 265

10月24日 38 70 108

7月12日 111 181 292

7月25日 8 6 14

10月24日 13 21 34

秀山 10月10日 18 31 49 全年合计 2356 2746 5102

资料来源
《万县市敌机空袭损害统计表》,四川省档案馆:万县空袭损害抚济卷(三),案卷号41-9517;《四川各地二十八
年空袭损害统计表》,四川省档案馆:案卷号41-6151;《梁平县抗战资料选编》,第76-78页;《巫山县政府呈报
损失情况》,四川省档案馆,档案113-1745;《奉节县损失情况报告》,四川省档案馆档案41-9514。

  注:①因城市辖区调整,江北在当年划入城区,统计时将划入城区前后的损害均统计到城区;巴县有部分划入城区,在调

查统计中将没有区分巴县和城区的数据均统计到城区,而将能够区分的巴县的损害仍然统计在监视区。②据《国民公报》1939

年1月17日报道,警察局调查1月15日轰炸造成死亡124人,受伤166人。③《重庆防空司令部1939年度辖区空袭损害统

计表(1940年1月)》统计当日死亡52人,受伤31人。④《四川各地二十八年空袭损害统计表》统计为229人死亡,219人受

伤。⑤《梁山县长陈兴雯为日机9.1袭梁致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呈》中报告梁山县死伤28人。

1940年,日机在市区轰炸造成人口死亡2767人、受伤4004人,在监视区轰炸造成人口死亡2899人、受
伤3135人,在战略外围区域轰炸造成775人死亡、1020人受伤,全年总计死亡6441人、受伤8159人,伤亡

总数14600人(见表4)。
表4.1940年日机轰炸人口伤亡统计表

(1)城区

轰炸日期 死亡 受伤 伤亡总数 资料来源

4月30日 40 47 87①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4月30日敌机袭渝暨伤亡损害报告表》,重庆市档案馆:案
卷号0053-12-169(以下未注明的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档案,均来源于此)

5月21日 15 9 24②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5月21日敌机袭渝暨伤亡损害报告表》

5月22日 37 10 47③ 《重庆市卫戍总司令部调查5月22日敌机袭渝暨伤亡损害报告表》

5月26日 78 133 211④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5月26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报告表》

5月27日 152 201 353 《重庆市卫戍总司令部调查5月27日敌机袭情况暨伤亡损害表》

5月28日 250 420 670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5月28日敌机袭渝暨伤亡损害表》(减去北碚伤亡人数)

5月29日 68 95 163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5月29日敌机袭渝暨伤亡损害表》

6月6日 5 7 12 《重庆市防空司令部调查6月6日敌机袭巴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6月10日 12 23 35 《重庆市防空司令部调查6月10日敌机袭巴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6月11日 63 191 254⑤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6月11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报告表》

6月12日 235 467 702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6月12日敌机袭渝情况通报》

6月16日 279 104 383⑥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制1940年6月渝市及监视县空袭损害概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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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 12 13 25⑦ 《四川各地二十九年空袭损害统计表》,四川省档案馆档案:案卷号41-6151

6月24日 60 77 137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6月24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报告表》(减去北碚死伤
人数)

6月25日 22 55 77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6月25日敌机袭渝巴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6月26日 30 103 133⑧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6月26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报告表》

6月27日 70 185 255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6月27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报告表》

6月28日 77 128 205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6月28日敌机袭渝巴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6月29日 13 19 31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6月29日敌机袭渝巴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7月4日 6 26 32⑨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7月4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报告表)

7月8日 98 81 179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7月8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7月9日 73 103 176⑩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为1940年7月9日日机袭渝情形给重庆市政府的通报》

7月16日 12 38 50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7月16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报告表)

7月31日 41 217 258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7月31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报告表》(减去轰炸北碚
死伤人数)

8月9日 253 226 479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8月9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报告表》(未包括江北二
十一工厂私人防空洞炸毁死伤数)

8月11日 123 147 270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8月11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报告表》

8月18日 14 12 26

8月19日 181 132 313
《重庆防空司令部辖区空袭损害统计表(二十九年八月)》

8月20日 133 148 281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8月20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8月23日 23 45 68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8月23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

9月12日 39 53 92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9月12日第1、2次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

9月13日 13 7 20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9月13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通报当日敌机
来袭被炸地区及各站队抢救情形》,重庆档案馆:档案号0066-1-44

9月14日 26 84 110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9月14日第1、2次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

9月15日 19 38 57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9月15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9月16日 38 38 76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9月16日(第二次)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重庆档案
馆:档案号0053-12-168(以下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未注明档案,均来源于此)

10月6日 74 156 230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10月6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

10月16日 1 8 9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为1940年10月16日日机袭渝情形给重庆市政府的通报》

10月17日 25 79 104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10月17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10月25日 42 46 88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10月25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10月26日 15 33 48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10月26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全年合计 2767 4004 6771

(2)监视区

轰炸县份 轰炸日期 死亡 受伤 伤亡总数 资料来源

北碚

5月27日 49 92 141

6月24日 44 28 72

7月31日 27 64 91

10月10日 4 22 26

《北碚三次被炸的损害及救济情况》,《北碚月刊》1940年第3卷第5期;
《四川各地二十九年空袭损害统计表》

《重庆防空司令部辖区空袭损害统计表(二十九年十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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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县

4月24日 4 1 5

5月20日 0 1 1

5月26日 2 4 6

5月28日 5 6 11

5月31日 32 23 55

6月11日 6 2 8

6月24日 32 25 57

7月9日 6 4 10

《重庆市防空司令部调查4月24日敌机袭巴县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5月20日敌机袭巴县情况暨伤亡概况表》

《二十九年5月26日午后二时敌机轰炸白市镇居民伤亡调查表》,《敌机
空袭损失调查表》,四川省档案馆:巴县空袭损害抚济卷,档案号41-6155

合川
5月30日 175 149 324

7月22日 642 255 897
《四川各地二十九年空袭损害统计表》

合江 8月16日 304 295 599
《合江县政府造呈二十九年8月16日县城被炸作废调查册》,四川省档案
馆:合江县空袭损害抚济案卷,档案41-6157

涪陵

5月30日 95 89 184 《四川各地二十九年空袭损害统计表》

7月31日 470 340 810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7月31日敌机袭(渝等地)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
表》

8月19日 1 0 1 《重庆防空司令部辖区空袭损害统计表(二十九年八月)》

8月20日 31 25 56 《四川各地二十九年空袭损害统计表》

10月25日 6 8 14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10月25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江津 6月24日 11 28 39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6月24日敌机袭重庆等地情况暨伤亡概况表》

铜梁

6月26日 13 50 63
《铜梁县政府呈报属县被敌机第三次惨炸及救护抚慰急赈善后等由(1939
年8月6日)》,四川省档案馆:铜梁县空袭损害抚济案卷,档案号41-9526

7月31日 85 147 232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7月31日敌机袭(渝等地)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
表》

8月3日 7 38 45
《敌机空袭损失调查(1939年8月8日)》,四川省档案馆:铜梁县空袭损害
抚济卷,档案号41-9526

綦江
7月5日 287 245 532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7月5日敌机袭綦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7月22日 10 15 25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7月22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南川
7月9日 9 33 42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7月9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7月28日 24 46 70 《四川各地二十九年空袭损害统计表》

荣昌 7月10日 83 127 210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7月10日敌机袭(荣昌)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广安

8月2日 17 46 63
《广安县政府为表报被炸损失请予鉴核备查并拨款振济由》,四川省档案
馆:广安云阳空袭损害救济卷,档案号41-6152

8月3日 61 168 229
《重庆防空司令部辖区空袭损害统计表(1940年8月份)》,四川省档案馆:
档案号41-2010

9月3日 61 169 230 《四川各地二十九年空袭损害统计表》

璧山

邻水

8月2日 40 57 97

8月2日 0 1 1

8月3日 0 1 1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8月2日敌机袭广邻璧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8月3日敌机袭铜梁等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秀山 8月9日 0 4 4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8月9日敌机袭秀山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永川 8月17日 147 257 404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8月17日敌机袭(永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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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县 8月21日 29 133 162

达县 8月21日 80 137 217
《四川各地二十九年空袭损害统计表》

全年合计 2899 3135 6034

(3)外围战略区

轰炸县份 轰炸日期 死亡 受伤 伤亡总数 轰炸县份 轰炸日期 死亡 受伤 伤亡总数

梁平

巫山

4月1日 4 1 5

4月26日 10 30 40

4月30日 4 1 5

5月19日 26 41 67

5月20日 2 1 3

6月6日 0 2 2

6月10日 2 4 6

6月25日 2 0 2

6月27日 2 0 2

9月28日 27 44 71

10月6日 8 20 28

10月13日 30 24 54

12月10日 10 4 14

12月11日 18 9 27

4月30日 37 66 103

7月3日 8 17 25

10月30日 30 66 96

开县
5月20日

6月25日

梁平
达县 5月21日

武胜 6月6日

忠县 6月27日

奉节
7月28日

8月19日

云阳 8月19日

万县

7月28日

8月11日

8月17日

8月18日

10月4日

10月13日

10月27日

全年合计

1 1 2

7 11 18

10 34 44

0 1 1

4 3 7

0 9 9

0 10 10

6 6 12

367 422 789

0 10 10

60 70 130

12 13 25

10 25 35

75 68 143

3 7 10

775 1020 1795

资料来源

《四川各地二十九年空袭损害统计表》;《梁平县抗战资料选编》第78-80、143页;《梁山县损失报告》,《四川省
空袭损害调查统计表(一)》,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号41-6281;《抗日战争时期巫山遭日机轰炸的损害情况》,
《巫山文史资料选辑》(内部发行)第1辑,1988年印,第22页;《重庆市防空司令部调查6月6日敌机袭巴情
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万县人口伤亡汇报表》,四川省档案馆:万县空袭抚济损害案卷,档案号41-9518;《重
庆防空司令部调查8月17日敌机袭(万县)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注:①《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4月30日敌机袭巴县情况暨伤亡概况表》调查统计为27人死亡,36人受伤。②《重庆防空

司令部调查5月21日敌机袭巴县情况暨伤亡概况表》调查统计为8人死亡,8人受伤。③《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5月22日敌

机袭巴县情况暨伤亡概况表》调查统计为13人死亡,11人受伤。④《重庆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关于1940年5月26日日机

空袭化龙桥灾害情形给所属医护委员会的通报(1940年5月26日)》(重庆市档案馆:档号案0066-1-45下)统计死亡76人,重
伤70人,轻伤87人。⑤《重庆市防空司令部调查6月11日敌机袭□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1940年6月11日)》统计死亡

64人,受伤172人。⑥《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6月16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报告表》调查伤232人,死116人;《四川各

地二十九年空袭损害统计表》统计死亡286人,受伤108人。⑦《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6月17日敌机袭巴县情况暨伤亡损害

概况表》没有人员伤亡统计。⑧《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6月26日敌机袭渝巴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统计死亡19人,伤34
人;《四川各地二十九年空袭损害统计表》中统计投弹270枚,死亡19人,受伤124人。⑨《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7月4日敌机

袭巴县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统计死亡6人,受伤18人。⑩《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7月9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

表》统计死51人,伤134人。《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八月二十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报告表》(重庆档案馆:案卷号

0053-12-169)统计死亡75人,受伤208人。《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9月12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统计死亡25
人,受伤41人。《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9月12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统计死亡25人,受伤41人。据《新民

报》1940年6月28日报道,北碚的轰炸,“投弹百余枚,内有燃烧弹甚多”,“一小学校长夫妇和学生五六十人惨遭非命,江苏医

学院附设之医院亦中弹炸死病人20余”。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7月22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统计死630人,
伤300人。此仅为城厢一带调查所得之数。另1945年四川省政府所编《四川被炸各县人员伤亡分布情形》记载,合江县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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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死伤各在500人以上。据合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合江县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578页)记载,1940年8
月16日,日机27架狂炸合江县城,投弹40余枚,内有烧夷弹20余枚,顿时烟火弥漫,至晚上11时始扑灭,北门口至上街广驿

巷2000余户房屋全被烧毁,伤亡200余人,损失财产七八百万元。6月11日,日机在涪陵扫射,多人中弹受伤。《重庆防

空司令部调查8月9日敌机袭铜梁等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统计为死亡7人,受伤8人。《抗战时期日机轰炸下的达州》

一文统计的死亡400余人,伤200余人,死伤占全城人口的7.5%。

1941年,日机轰炸城区造成死亡2858人、受伤3368人,在监视区范围轰炸造成死亡393人、受伤701
人,在战略外围区域造成死亡992人、受伤1183人,全年轰炸造成死亡4243人、受伤5252人,伤亡总计9495
人(见表5)。

表5.1941年日机轰炸人口伤亡统计表

(1)城区

轰炸日期 死亡 受伤 伤亡总数 资料来源

1月22日 4 2 6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1月22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3月18日 0 2 2 《重庆市敌机空袭损失统计(三十年三月份)》

5月3日 6 31 37①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为电陈5月3日敌机袭渝情形请备查一案》,四川省档案馆:资
阳简阳重庆空袭损害抚济卷,档案号41-6154

5月9日 45 57 102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5月9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档案号787-16956(以下未注明的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档案,均来源于此卷)

5月10日 33 40 73②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5月10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

5月16日 17 34 51 《重庆防空司令部5月16日防空情况报告表》

6月1日 32 59 91③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1941年6月1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

6月2日 124 86 210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6月2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

6月5日 1115 776 1891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关于“六五”敌机夜袭大隧道窒息死亡人数及善后各情形呈行政
院报告》

6月7日 14 9 23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1941年6月7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

6月11日 5 10 15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6月11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6月14日 9 30 39 《重庆市敌机空袭损失统计(三十年六月份)》

6月15日 77 124 201④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6月15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6月28日 13 19 32⑤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6月28日敌机袭巴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6月29日 186 64 250⑥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6月29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

6月30日 38 34 72⑦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为电陈6月卅日敌机袭渝情形请备查一案》,四川省档案馆:资阳
简阳重庆空袭损害抚济卷,档案号41-6154

7月4日 40 39 79⑧ 《重庆市敌机空袭损失统计(三十年七月份)》

7月5日 13 51 64⑨
《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关于敌机空袭伤亡损失的通报(1941年6-8月)》,四川省档案
馆编《川魂—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7月6日 3 13 16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1941年7月6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

7月7日 91 164 255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7月7日上下午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四川省档案
馆编《川魂—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第138页

7月8日 67 180 247⑩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7月8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

7月10日 15 40 55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7月10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

7月18日 10 17 27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7月18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7月28日 15 5 20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7月28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

7月29日 75 99 174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7月29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

7月30日 23 77 100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7月30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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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 196 259 455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1941年8月8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中国第二历
史档案馆:档案号769-1971(以下未注明的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档案,均来源于此卷)。

8月9日 46 90 136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1941年8月9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

8月11日 48 90 138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8月11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

8月12日 45 100 145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8月12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

8月13日 188 362 550
《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关于敌机空袭伤亡损失的通报(1941年6-8月)》,四川省档案
馆编《川魂—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第149页

8月14日 27 16 43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8月14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

8月22日 39 72 111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8月22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

8月23日 51 30 81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为电陈8月23日敌机共135架袭渝损害情形电请鉴核备查》,四
川省档案馆:资阳简阳重庆空袭损害抚济卷,档案41-6154

8月30日 48 146 194 《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关于敌机空袭伤亡损失的通报(1941年6-8月)》

8月31日 67 73 140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8月31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9月1日 33 68 101 《重庆防空司令部敌机袭渝9月1日损害统计表》

全年合计 2858 3368 6226

(2)监视区

轰炸县份 轰炸日期 死亡 受伤 伤亡总数 资料来源

合川

1月14日 51 34 85

2月4日 2 10 12

7月28日 2 3 5

8月12日 2 60 62

8月14日 1 4 5

8月22日 90 46 136

8月23日 10 11 21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1月14日敌机袭合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2月4日敌机袭合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7月28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8月12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重庆
防空司令部调查8月12日敌机袭渝等地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8月14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四川省卫生实验署快邮代电(1941年9月)》,《卫生实验处呈报各县被炸
救治情形》,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号41-2006

巴县

6月11日 1 2 3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6月11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8月12日 19 41 60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8月12日敌机袭渝(巴)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8月14日 1 0 1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8月14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9月2日 33 68 101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9月2日敌机袭巴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涪陵

6月11日 0 2 2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6月11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8月11日 38 58 96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8月11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8月12日 7 24 31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8月12日敌机袭(渝等地)情况暨伤亡损害表》

8月13日 7 25 32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8月13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8月30日 1 5 6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8月30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广安 7月27日 1 1 2
《广安县政府为表报被炸损失请予鉴核备查并拨款振济由(8月2日)》,四
川省档案馆:广安云阳空袭损害救济卷,档案号41-6152

璧山 7月28日 1 0 1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7月28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渠县

7月29日 6 13 19
《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快邮代电》,《卫生实验处呈报各县被炸救治情形》,四
川省档案馆:档案号41-2006

7月30日 13 13 26
《四川省渠县被敌机袭炸伤亡损失报告表》,四川省档案馆:渠县空袭抚济
损害案卷,档案号41-9520

7月30日 13 5 18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7月30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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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水 7月30日 15 7 22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7月30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丰都

8月8日 14 24 38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8月8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8月10日 5 32 37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8月10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8月22日 1 1 2 《四川各地三十年空袭损害统计表》,四川省档案馆档案:案卷号41-6151

8月23日 20 60 80
《四川省卫生实验署快邮代电(1941年8月23日)》,四川省档案馆:卫生
实验处呈报各县被炸救治情形,档案号41-2006

长寿
8月9日 0 1 1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8月9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

8月22日 0 2 2 《四川各地三十年空袭损害统计表》

开县
8月11日 28 18 46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8月11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8月17日 0 82 82 《四川各地三十年空袭损害统计表》

南川 8月14日 1 4 5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8月14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綦江 8月22日 2 6 8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8月22日敌机袭(渝等地)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
表》

达县 8月30日 8 39 47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8月30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

全年合计 393 701 1094
(3)外围战略区

轰炸县份 轰炸日期 死亡 受伤 伤亡总数 轰炸县份 轰炸日期 死亡 受伤 伤亡总数

巫山

梁平

奉节

1月20日 17 4 21
5月17日 5 6 11
7月6日 21 19 40
8月8日 6 15 21
8月19日 2 0 2
8月22日 250 0 250
9月2日 0 2 2
4月29日 10 23 33
5月20日 18 77 95
5月21日 1 6 7
6月16日 1 11 12
7月30日 2 13 15
8月2日 2 7 9
8月23日 1 3 4
8月31日 5 8 13
12月11日 19 9 28
7月7日 34 71 105
8月1日 11 55 66
8月2日 16 19 35
8月11日 21 53 74
8月23日 41 76 117

忠县

万县

云阳

5月16日 33 40 72
6月28日 8 17 25
7月27日 5 14 19
7月28日 1 0 1
8月14日 1 6 7
8月19日 5 50 55
8月23日 12 33 45
5月22日 61 51 112
6月28日 77 116 193
7月28日 76 91 167
7月6日 16 11 27
7月30日 2 1 3
7月31日 2 13 15
8月13日 0 2 2
8月15日 38 63 101
8月30日 35 0 35
8月31日 1 5 6
8月2日 55 79 134
8月12日 1 6 7
8月24日 55 58 113
8月30日 21 41 62

巫溪 8月8日 4 9 13 全年合计 992 1183 2175

资料来源

《四川各地三十年空袭损害统计表》;《忠县、巫山呈报轰炸伤亡情况》,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号113-1745;《通、
俗等轮被炸经过报告》,卢国纪著《我的父亲卢作孚》,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7页;《梁平县抗战资
料选编》,第81页;《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8月23日敌机袭(渝等地)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四川省忠县
防护团防空情况报告》、《忠县逐次炸灾被难人数及领赈数目表》,四川省档案馆:忠县空袭损害抚济案卷,档
案号41-9512;《四川省卫生实验署快邮代电(1941年9月5日)》,四川省档案馆:卫生实验处呈报各县被炸
救治情形,档案号41-2006;《呈报梁山万县等地被炸情况》,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号180-2278;《奉节县人口伤
亡汇报表》,四川省档案馆:奉节空袭损害抚济卷(二),档案号41-9514;《四川省云阳县三十年度遭受空袭伤
亡人数报告表》,四川省档案馆:广安云阳空袭损害救济卷,档案号41-6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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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①《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5月3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调查死亡6人,受伤18人。②《重庆防空司令

部5月10日防空情况报告表》调查死亡13人,受伤34人。③《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6月1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

表》统计死亡21人,受伤33人。④另《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1941年6月15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1941年6月20
日)》统计死亡53人,受伤41人。⑤《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6月28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统计死亡3人,受伤21
人。⑥据重庆市警察局《重庆市敌机空袭损失统计(三十年六月份)》(台湾国史馆:赔偿委员会档案-302-1440)统计,此次轰炸

共投弹185枚(爆炸弹158枚、烧夷弹14枚,未爆弹13枚),造成145人死亡,146人受伤。⑦据《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6月30
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1941年6月30日)》统计轰炸造成19人死亡、38人受伤;《重庆防空司令部6月30日空

袭情况表》统计死亡25人,受伤37人。⑧《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七月四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统计死亡28
人,受伤29人。⑨据《为奉令查明“七五”纸烟公会洞口肇祸原因及死伤实数报请鉴核由》(重庆市档案馆:案卷号0053-12-

116)报告,纸烟公会防空洞中弹,造成5死、36伤。⑩其中,双溪沟郑家湾防空洞落炸弹1枚,造成53人死亡、85人受伤,黄家

垭口6号防空洞落炸弹1枚,造成26人死亡、56人受伤,有部分列入。《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1941年7月18日敌机袭渝

情况暨伤亡损害表(1941年7月18日)》统计死亡2人,伤16人。《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7月28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

损害概况表(1941年7月28日)》统计死亡8人,受伤13人。《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7月28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

概况表(1941年7月28日)》统计死亡8人,受伤13人。其中,神仙洞108号公共防空洞两个出口同时中弹,死亡136人,轻

伤172人(内送院104人),重伤208人(全部送院,到达后伤重不治死亡41人)。《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1941年8月13日

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1941年8月24日)》统计死亡158人,受伤183人。据《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关于敌机空袭伤

亡损失的通报(1941年6-8月)》的当日通报,已查明死亡15人,重伤14人,轻伤33人,毁房约110栋30余间。《重庆卫戍

总司令部调查8月23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统计死亡25人,受伤47人。《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8月30日敌机袭

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统计死亡45人,受伤100人。《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8月22日敌机袭(渝等地)情况暨伤亡损害

概况表》调查统计死亡23人,受伤82人。

1942—1944年间,日军只在1943年两次侵入重庆城区投弹,造成24人死亡、34人受伤;在监视区域没

有造成人口伤亡的轰炸;在外围战略区域的梁山、万县两县的轰炸造成人员死亡296人、受伤434人(见表

6)。三年合计死亡320人,受伤468人,伤亡合计788人。与前几年相比,这一时期的轰炸强度和破坏性都

大大减弱。
表6.1942-1944年日机轰炸重庆及周边地区人口伤亡统计

地区

轰炸
时间

城区

1943

5月
29日

8月
23日

小计

外围战略区

梁  平 万县

1942 1943 1944 1943 1944

11月
13日

5月
20日

5月
29日

6月
3日

6月
6日

8月
8日

5月
10日

5月
29日

5月
30日

6月
10日

6月
16日

7月
8日

8月
29日

9月
25日

12月
19日

2月
24日

3月
16日

8月
23日

8月
24日

5月
10日

8月
4日

12月
19日

小计

三年
合计

死亡 3 21 24 1 3 2 13 13 138 1 4 8 1 3 0 7 0 1 13 47 22 18 1 0 0 296 320

受伤 16 18 34 0 10 5 8 19 200 2 4 6 2 4 3 9 3 1 17 51 51 35 2 1 1 434 468

伤亡
总数 19 39 58 1 13 7 21 32338① 3 8 14 3 7 3 16 3 2 30 98 73 53 3 1 1 730 788

资料来源

城区:《重庆市防护团造呈夫子池隧道推挤踏死及受伤民众调查表》,重庆市档案馆:档案号0053-12-115;《重庆防空司令部调制
1943年8月渝市及监视县空袭损害概况表》。
梁平:《梁平县抗战资料选编》,第82-85页;《梁山县损失报告》、《梁山、开县呈报轰炸和损失情况》,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号41-
6156。
万县:《敌机空袭损害调查表》、《为电报本市八月漾日被炸情形鉴核由》、《为转报本市八月支日回龙乡被炸情形电请鉴核备查
由》,四川省档案馆:万县空袭损害抚济卷(二),档案号41-9516。

  注:①1943年8月8日日军投细菌弹10余枚,受害致死者138人,其中有柏家乡陈善义家5人、刘耀清家4人、刘耀明家

4人、刘堂富家两个小孩亦中毒身亡,因中毒生病至少200余人。

前面的分年统计结果,经过汇总可以得出:抗战时期,日军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的7年轰炸总计造成死

亡19446人,受伤22427人,伤亡总数41873人。其中,日军对重庆城区的轰炸共造成死亡11386人、受伤

12735人,伤亡合计24121人;在防空监视区域的轰炸共造成死亡3632人、受伤4249人,伤亡合计7881人;
在战略外围区域的轰炸共造成死亡4428人、受伤5443人,伤亡合计9871人(见表7)。以上数据仅是根据

档案材料对重庆大轰炸伤亡人数的一个基本统计,应当说是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的最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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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抗战时期日军轰炸重庆人口伤亡一览表

年度
城区 监视区 外围战略区 年度合计

死亡 受伤 伤亡总数 死亡 受伤 伤亡总数 死亡 受伤 伤亡总数 死亡 受伤 伤亡总数

1938 3 3 6 21 25 46 9 60 69 33 88 121

1939 5734 5326 11060 319 388 707 2356 2746 5102 8409 8460 16869

1940 2767 4004 6771 2899 3135 6034 775 1020 1795 6441 8159 14600

1941 2858 3368 6226 393 701 1094 992 1183 2175 4243 5252 9495

1942 - - - - - - 1 0 1 1 0 1

1943 24 34 58 - - - 269 396 665 293 430 723

1944 - - - - - - 26 38 64 26 38 64

7年总计 11386 12735 24121 3632 4249 7881 4428 5443 9871 19446 22427 41873

  三 影响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数量统计的主要因素

目前对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进行研究,只能利用当时形成的原始调查材料。尽管以上统计,主要是依据

当时重庆防空司令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和四川省防空司令部的原始调查材料而得出的,但由于受原始调查

资料本身的局限,以上关于人口伤亡的数据,还不是日机轰炸造成的人口伤亡的全部数据。
第一,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国民政府移驻重庆,中国东部、中部大批工矿企业、机关、学校纷纷迁移重庆,

大量的难民也如潮水般涌往重庆,重庆城市人口规模迅速扩大,城市人口由1937年的47万余人,迅速扩大

到1941年的72万多人[4]表5,表6。此外,还聚集了不少没有户籍的流动人口,在难民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只身

在重庆闯荡。人口的急剧增加,大量难民和流动人口的存在,必然会给轰炸损害统计带来消极影响。
第二,重庆防空司令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的调查统计,基本上是在轰炸的第一时间进行的,不仅调查工

作受到调查人员数量、素质和调查条件的制约,而且只能进行现场调查和户口清查,调查工作难度很大,遗漏

较多。调查主要是轰炸当日造成的直接伤亡情况,而对于轰炸中遭受重伤而在后来治疗中的死亡情况则未

进行调查统计。另外,也还存在日机轰炸后,由于受灾面积过大,或火灾延烧数日,根本无法进行现场清理,
一些尸体在事后多日才发掘出来的情况,同样没有计入其调查统计数据之中。而这些类别的伤亡,实际上也

是日机轰炸造成的直接损害。关于此类情况,由于受资料的限制,很难确定到底遗漏了多大的数量。尤其是

各类机构的调查统计数据差距很大。
表8.防空司令部、卫戍总司令部、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关于1941年6月29日至7月10日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调查比较表

轰炸日期 防空司令部的伤亡调查 卫戍总司令部的伤亡调查 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的伤亡调查

6月29日 146 250 290

6月30日 19 48 77

7月4日 28 24 78

7月5日 5 46 54

7月6日 2 16 6

7月7日 40 121 163

7月8日 33 247 91

7月10日 10 55 缺

总计 283 807 759

  资料来源:《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6月29日至7月10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1941年)》,《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敌机袭渝情

况暨伤亡损害表(194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号787-16956;《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关于日机空袭被灾及工作情形给重庆临时参议会

的通报(1941年)》,重庆市档案馆:档案号0054-1-413。

如1939年5月份的四次轰炸,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的统计为死亡4231人、因伤死亡52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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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伤3056人、重伤2665人,共计伤亡人数为10476人⑦,但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5月份四次轰炸的人口伤亡

数据为死亡4855人、受伤2789人,伤亡总数仅为7644人[1]178-182,后者的死亡数量的统计超过了重庆空袭

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的统计,但伤亡总数的统计却比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的统计少了2832人。再

以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与重庆防空司令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对1941年6月29日至7月10日重庆市区遭

受日机轰炸8天的调查统计作一比较(见表8),其中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有7次统计,缺7月10日轰炸死亡

的统计。从表8可以看出,防空司令部的调查统计与卫戍总司令部、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出入甚

大,卫戍总司令部的调查为事后调查,统计应更为准确,但卫戍总司令部的调查材料很不完整,即便是防空司

令部和卫戍总司令部统计的上限死亡人数有时也并不完全,也存在着不少的遗漏。
第三,日机的轰炸是造成重庆大量人口伤亡的根本原因,但也与重庆防空司令部主持的防空建设与管理

问题有一定的关系。如在轰炸时多次发生的防空洞坍塌致人死伤事件,就与防空洞建设质量有关;而在空袭

警报时期,防空洞内发生的相互踩踏与窒息致人死伤事件,又与防空司令部的防空管理有关。从目前的一些

零星档案资料的比较中,可以发现,防空司令部在进行调查统计时往往隐瞒或缩小这类情况的伤亡人数。
如:1940年6月12日,十八梯下观音岩的防空隧道发生窒息事件,18日,行政院为此事给重庆市政府的训令

中谈及重庆市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报告的死伤人数是死亡73人、受伤140,重庆防空司令部在当日的

调查统计中统计的死亡人数只有61人[1]247;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在当日的情况通报中则只谈及较场口十八

梯观音岩防空洞窒死亡民众甚多,而在其统计的当日死亡159人中,防空洞窒息死亡根本没有计入⑧。又比

如:1941年7月5日,纸烟公会防空洞中弹,造成5人死亡、36人受伤⑨,但在防空司令部和卫戍总司令部的

调查中均没有统计;7月8日,双溪沟防空洞和黄家垭口防空洞被炸,分别造成53死、85伤和26死、56伤,
但重庆市防空司令部当日的所有伤亡调查统计只有33死、83伤,从表列投弹地点看,就根本回避了两处防

空洞的伤亡调查统计;8月30日,日机在黄桷垭童家花园对山及街上投弹,童家花园天然防空洞秩序大乱,
洞内挤死小孩3人、受伤老人5人⑩,而防空司令部的调查统计表中则没有黄桷垭的死亡人数统计。1943年

5月29日,临夫隧道夫子池防空洞因市民过多,发生拥挤踩踏,造成向云鹏、杨少清妻、钟小妹等3人死亡,
孙桂芳、彭素君、徐安祯等16人受伤,而防空司令部和卫戍总司令部也没有调查统计。据重庆防空司令部

副司令胡伯翰讲:“因不入洞躲避而炸死的人固然不少,因防空洞抗力薄弱,洞口过少而封闭致死的,亦实居

多数。”[5]而这些死亡人数,当时有相当一部分未能统计在轰炸损害之中。1941年9月,重庆市防空司令部

为国民政府外交部索取抗战以来重庆市被炸损害情形,专电请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蒋介石批示:“准
将空袭次数及毁房数目以原数字发表,其死伤数目应以等差减少数字发表其总数字,其余均严禁发表。”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政府当局对调查统计的一种意向,这也或多或少会对调查统计工作带来一些不利影响。
这是我们在利用这些调查资料时需要注意的。

第四,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既有日机轰炸造成的直接伤亡,也有因轰炸而带来的间接伤亡。抗战时期重

庆防空司令部和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的调查几乎都属于直接伤亡的范围,而对轰炸造成的间接伤亡则没有专

门的调查和研究。大致而言,轰炸的间接伤亡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在修建防空设施过程中造成的伤亡。根据防空司令部的统计,至1939年秋天为止,打防空洞的石工,
“失事身亡的有40名光景,少数因为巨石崩裂被压死,多数是炸药受热燃烧[烧死]。那些被大石压扁了身

子、头破血流的人,被抬到重伤医院去,或是来不及抬去,便悄悄地死了。没有什么地方留下他们的名字,没
有谁认得出他们在石壁旁蜷伏过工作过的角落,更没有谁想着去慰问一下他们的家属”,因为这些为了保护

别人生命而常常丧失自己生命的人,出来时大多是“孑然一身,没有人确知他们的家属住址”[6]。

2.在进行空袭救护过程中造成的伤亡。主要是在抢险救灾、救护救济过程中的消防、工务伤亡。如1941
年4月29日,梁山县防护团队员在县城扑灭被炸火灾中受伤37人。1940年,重庆全市因空袭起火的地方

多达199处,消防队员用于灭火施救的时间平均为80.5小时,因救火而牺牲的消防队员23人、重伤9人、次
重伤89人。据重庆市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在整个重庆大轰炸时期,重庆市消防队员“壮烈牺牲者,计
有消防队长王海元、徐剑等7人,队员伍国卿、赵元顺等67人”,这些消防队员“在抗战期中敌机轰炸之下,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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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火灾、保护市民之生命财产,功绩之伟,不亚前方将士”。

3.轰炸后难民生活艰辛和瘟疫流行而造成的死亡。据较场口隧道惨案亲历者田泽周回忆:在1941年

“六五”隧道惨案中,他的二哥窒息而死;而他的父亲尽管逃过一劫,但一见他二哥的尸体就气疯了,不久也死

了;他二嫂不堪打击,也留下1岁多的女儿去世了;几年后,他的母亲生活无着,带着侄女给人帮工,遇风暴房

屋倒塌,双双压死[7]187。这样,田泽周一家人虽然只有1人在大轰炸中丧生,却有4人因此而间接死亡。受

害者鲁长清口述:她在大轰炸中不仅300多平方米的房屋被炸毁,小儿子在躲空袭中被人踩伤,加之生活无

着,颠沛流离,丈夫成了疯子,9个子女死去6个孩子。受害者周述德也口述,其父亲在1941年6月2日被

炸死亡,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祖父和弟弟又因伤心过度和生活艰辛而相继去世。

4.保卫重庆的空军、高射炮部队和照测部队在与日机战斗中的伤亡。如1939年6月7日,日军36架轰

炸万县,中国空军起飞迎击,一架不幸坠落,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1940年9月13日,保卫重庆的璧山空

战,中国空军10死、9伤。此类伤亡均未计入日军轰炸伤亡统计中。
第五,资料的限制也会严重制约对轰炸人口伤亡的统计。目前,档案资料比较齐全的是重庆防空司令部

档案,但由于防空司令部调查主要是在当日进行,其损害数据一般比事后几天统计的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的调

查数据要少。如1939年10月4日的轰炸调查,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的损害情况是造成1人死亡,2人受

伤,损毁房屋2栋8间[1]202;但在事后10月8日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制作的报告表中,损害情况则为毁屋

14间、9人受伤、8人死亡,其损害数据较前者为多。如1940年7月31日轰炸的调查,重庆防空司令部对

轰炸市区和北碚的调查为投爆炸弹152枚、燃烧弹5枚,造成死亡17人、受伤68人,损毁房屋32栋51间、
木船25只[1]284;而卫戍总司令部的事后调查为投爆炸弹320枚、燃烧弹8枚,死亡人数为62人,受伤人数为

226人,建筑物损毁90栋又354间及木船47只;两者调查结果出入很大,卫戍总司令部调查比防空司令部

调查投弹多171枚,死亡多45人,受伤多158人,房屋等损毁多58栋303间及木船22只。遗憾的是,重庆

防空司令部调查档案比较完整,而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档案则缺失较多。
对于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的研究,必须充分发掘翔实可靠的原始档案,同时又要充分认识到这些原始档

案的局限性。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重庆大轰炸的实际伤亡人数,要远大于基于战时调查统计档案综合统

计的人数。也许我们的研究永远也得不出一个完全准确的数据,但至少可以得出一个日军轰炸造成的最低

伤亡人数。

注释:
①战时重庆人口流动很大,一方面,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的内迁移民和难民涌入重庆,另一方面,又因应对日军轰炸

的人口疏散和回流,战争环境下大规模的城市人口移动,有效实施人口管理的难度极大。

②《重庆市防空司令部工作报告(1939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案卷号802-354。

③1942年4月重庆空袭损害及防毒展览会公布的1938年至1941年4月空袭死伤39277人,因没有统计细项,不予讨论。

④《四年来重庆市敌机空袭损失统计(民国二十七年至三十年)》,重庆市档案馆:案卷号0053-29-260。

⑤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5月3、4、12、25四日敌机投弹、人物损失及救济工作汇报表》,重庆市档案馆:案卷号0053-

12-95。

⑥ 重庆市警察局督察处调察股制《本市历次空袭损害统计表》,重庆市档案馆:案卷号0053-95(二)-12。

⑦《五月三、四、十二、二十五日被炸伤亡人数统计表》,重庆市档案馆:案卷号0053-12-9-2。

⑧《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为6月12日敌机袭渝情况通报(1940年6月12日)》,重庆市档案馆:案卷号:0053-12-169。

⑨《为奉令查明“七五”纸烟公会洞口肇祸原因及死伤实数报请鉴核由》,重庆市档案馆:案卷号0053-12-116。

⑩《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为黄桷垭童家花园天然防空洞秩序混乱致人员死伤致重庆市政府快邮代电》,重庆市档案馆:案卷号

0053-12-21(1)。

《重庆市防护团造呈夫子池隧道推挤踏死及受伤民众调查表》,重庆市档案馆:案卷号0053-12-115。

《重庆防空司令部为告抗战以来重庆市被炸情形致外交部代电(1941年10月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案卷号802-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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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县档案馆:案卷号A308-2。

《重庆市战时消防方案(1941年3月)》,重庆市档案馆:案卷号0053-12-28。

《重庆市各界为发起重庆市战时消防总队抗战殉职人员追悼大会并抚恤暨竖碑纪念募捐启事(1947年3月)》,重庆市档案

馆:案卷号0057-3-204。

鲁长清口述笔录(2002年7月6日),存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

周述德口述笔录(2003年1月20日),存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

《重庆市警察局为报6月7日飞机坠毁死伤情形呈重庆市政府文》,重庆市档案馆:案卷号0053-12-95。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敌机第二十二次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报告表(1939年10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案卷号

769-1971。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7月31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1940年8月4日)》,重庆市档案馆:案卷号0053-12-169。

参考文献:
[1]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轰炸经过与人员伤亡:上[G].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
[2]翁文灏.翁文灏日记[M].李学通,刘萍,翁心钧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0.
[3]重庆空袭损害展览会统计(1938-1941年4月)[N].国民公报,1942-04-16.
[4]重庆市政府统计处.重庆市统计提要[G].重庆:重庆市政府统计处,1945.
[5]胡伯翰.陪都二十九年的防空[J].市政评论,1941,(1).
[6]子岗.防空洞是谁凿成的? [N].大公报(重庆),1940-03-03.
[7]李金荣.见证重庆大轰炸[C]//给世界以和平———重庆大轰炸暨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8.

RestudyoftheChongqingCasualtiesCausedbytheJapaneseBombing
duringtheCounter-JapaneseWar

PANXun
(a.CollegeofHistoryandCulture,b.ResearchCenterfortheStudyoftheRearArea
duringtheAnti-JapaneseWarPeriod,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Japan’sindiscriminatebombingofthewartimecapitalofChongqing,wasoncethe
focusofattentionbothathomeandabroad.Thecasualtiescausedbythebombingarerepresenta-
tiveoftheinhumanJapaneseatrocitiesinChina.Aboutthecasualties,thereexistboththewar-
timeandpostwarsurveystatisticsaswellaslaterscholars’researchanddiscussion.Butasare-
sultoftheconfusingmassofthesurveydataandthelimitationsofresearchvision,thereisnot
yetaconvincingconclusion.ThestudyofthebombingcasualtiesinwartimeChongqing,requires
fullexplorationofdetailedandreliableoriginalarchivesandfullawarenessofthelimitationsof
thearchives.Maybeourstudycouldneverarriveatacompletelyaccuratecasualtycount.Butat
leastwecangettheminimumnumberofcasualtiescausedbytheJapanesebombing.

Keywords:thecounter-JapaneseWarperiod;JapanesebombingofChongqing;casua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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