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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大火是
蒋介石下的命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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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的一场大火，把古城长沙烧为灰

烬。熊熊的烈火整整燃烧了两天两

夜才熄灭，%&&& 多人葬身火海，烧伤致残者 ! 万余

人，烧毁房屋 ’ 万多幢，数十万灾民无家可归。省政

府、高等法院等重要机关，湖南大学、省立长沙高中

等主要学校，湖南省银行、交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

工厂、医院、民房等建筑物几乎全部被毁。无论是公

有财物还是市民的私有财产，带出火海的寥寥无几，

损失惨重，难以估算。

长沙大火不仅造成大量难民流离失所，四处飘

泊，也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使国民政府背上沉重的

负担，招来全国人民的厉声谴责，严重影响了前方抗

日将士作战的士气，也打乱了蒋介石准备以长沙为

中心阻击日军的计划。

这场恶火是怎么烧起来的？据长沙难民反映，他

们 曾 亲 眼 目 睹 身 穿 国 民 党 军 服 的 军 人 挨 家 挨 户 放

火。事后，国民党中宣部和军委会政治部组成的联合

调查组，进一步证实了确系国民党长沙军警纵的火。

为此还枪决了火烧长沙的直接责任人长沙警备司令

酆悌，警备旅第二团团长徐昆，长沙警察局局长文重

孚等三人，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也被革职留任。

鉴于此，许多人认为长沙大火是蒋介石一手制

造的，是国民党湖南地方当局根据蒋介石命令纵火

的，包括一些历史学家也认为蒋介石是罪魁祸首，张

治中、酆悌只不过是替罪羊罢了。

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长沙大火和蒋介石有没

有关系呢？蒋介石有没有下达火焚长沙的命令？要回

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搞清楚长沙大火的来龙去脉。

蒋介石倡导“焦土抗战”由来已久。日军攻打武

汉时，蒋介石组织了 !!& 万人保卫武汉，经过三个月

的鏖战，在武汉即将保不住的情况下，萌生了火焚武

汉的念头。但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实施。事后蒋介石懊

悔不已，在湖南省政府举行的由他亲自主持的军事

会议上，检讨武汉弃守而未能彻底破坏

时，明确地提出了新的“焦土抗战”方针。

武汉失守，长沙危在旦夕。蒋介石一方面

命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组织重兵誓

死保卫长沙，另一方面暗中酝酿火烧长沙

的计划。他在衡阳衡山召开的军委会议上

说：“日军是要进攻长沙的，我们是要撤退

的，长沙城要烧掉！拿不走的都烧掉！”

!! 月 !& 日，长沙北大门岳阳失守，

这时不仅长沙普通市民慌了，就连守城的

将士心里也浮躁起来。蒋介石为了不使长沙被日军

攻破后落入敌人手中，开始组织实施火烧长沙计划。

据张治中回忆录记载：!! 月 !% 日上午 " 时许，我正

集合军管区兵役干部训练班学员点名训话，适接林

主任蔚文电话。第一件事，即传谕说：“我们对长沙要

用焦土政策。”张治中接着写道：“旋即接到蒋委员长

文侍参电。文曰：‘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

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

正文侍参。’”张治中为慎重从事，又专门询问了蒋介

石得意门生、驻守长沙的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陈诚。张治中问陈诚：“这次长沙用焦土政策，你的意

见怎样？”他说：“当然要做的。”

越来越糟糕的战况，蒋介石的紧急电谕和陈诚

的肯定话语，使张治中丝毫不敢怠慢，赶紧落实电报

精神。他急忙找来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和保安处长徐

权，命令他们立即拿出焚城纲要，再详细制定出焚城

细则。酆悌他们很快就制定出了焚城计划，并迅速成

立 了 以 警 备 旅 第 二 团 团 长 徐 昆 为 正 指 挥 的 焚 城 组

织，配备了足够汽油和火把，组建了 %( 个小分队，一

人一个火把和油桶，按照划好的区域待命，只等最高

军事当局的命令一到即点火。

为使焚城不出差错，张治中特地交待酆悌和徐

昆：“下命令还不够，要等到接命令后，先放空袭警

报，使人民逃避，等到再放紧急警报时，即开始行

动。”酆悌和徐昆等人表示，将坚决按照张主席的批

示办事，严格执行命令。

!# 日凌晨 ! 点多钟，人们正在梦海中，长沙城内

突然火光冲天，接着全城每个角落都烈火熊熊，毁城

行动开始了。张治中得到消息后惊呆了，因为蒋介石

的文电说得很清楚：“长沙失陷后才能焚毁。”自己对

酆悌等人交待得也很清楚：“接到命令后，先放空袭

警报，再放紧急警报，才能行动。”既没有接到蒋介石

的命令，自己也没有下达命令，长沙怎么会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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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大火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截止到 !" 日深夜，日军还在远离长沙 !"#
多公里外的汩罗河北，长沙周围又驻扎着大量国民

党正规部队严防死守，日军要想突破防线占领长沙

并非易事。出于国民党当局思想政治和组织宣传等

基 础 工 作 不 力 ，“ 日 军 已 出 现 在 离 长 沙 城 !" 公 里

处”、“日军今夜即将入城”等一些无中生有的谣言，

在长沙城迅速蔓延传播，加之近几天大部分达官贵

人和老百姓外逃，更使人心惶惶。更要命的是军警内

部因蒋介石侍从室绝密电报的传达和落实，大部分

人对电报的真实内容并不知道，以讹传讹的谣言被

人为无限夸大，搅得军警内部异常紧张。

就在这风吹草动的敏感时刻，!$ 日凌晨 ! 点多

钟，不知道什么地方冒起了火苗（后查明是一个民团

队员因恐慌和愤慨，点燃了自家房屋），负责毁城的

警备旅第二团团长徐昆等人，在未获得准确情报下，

不顾张治中事先规定的指令，慌张而错误地落实最

高军事当局的电报精神，命令部队开始毁城。佩带臂

章的武装自卫队在持枪士兵监督下，以警备旅第二

团为主力，长沙警察配合，开始按区域纵火。大火首

先从省政府和警察局等重要部门点起，然后一条街

一条街挨家挨户点火，许多人还在梦中便葬身火海。

特别是那些从前线撤退下来的伤残军人，虽已惊醒，

却无力走出火海，眼睁睁地被大火活活烧死，惨不忍

睹。

蒋介石获知长沙被焚后十分恼火，日军还未攻

打长沙，自己就先乱了阵脚，这不是帮助敌人实现了

未竟的目标吗？作为最高军事长官的他并没有下达

毁城的命令啊！是谁吃了豹子胆竟敢私自毁城？他越

想越恼火，命令中宣部和军委政治部联合查处长沙

大火真相。蒋介石本人也于 !% 日亲临察看已成废墟

的长沙。

经过调查，时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和湖南

省主席张治中联合起草了《中宣部政治部关于长沙

大火经过真相之说明》，上报蒋介石并发表在《新华

日报》、《中央日报》上。该文说：十二日夜长沙大火，

实为地方军警误信流言，自己民众激于义愤之所造

成。盖战略转移，我军对于预定撤退的战略支点及重

要城市之建筑物，施以破坏，免资敌用，原为作战上

之必要，在各国战史上不乏先例。故长沙所临战区，

政府事前有所准备，当为必然之事实。惟十二日夜长

沙大火时，岳州虽失，而平江汩罗河北阵线甚稳，长

沙距前线尚有二百余里，军事当局不仅无命令破坏，

且正调兵增加前线。而地方政府亦未下令破坏。此大

火何以骤起？其原因：（一）由于地方军警负责者误信

流言，事前准备不周，临时躁急慌张之所致。（二）由

于曾从事破坏准备之人员及人民（自卫团员丁森等）

鉴于敌机之连日轰炸及最近平江、岳州、通城、通山

等县被炸之惨，激于民族义愤，以为敌寇将至，乃即

自焚其屋，遂致将准备工作变为行动，于是一处起

火，到处发动，以致一发不可收拾。火灾之广，波及居

民，损失之巨，殊为痛心。最高军事当局闻耗，已亲临

长沙，立即采取了下列处置⋯⋯

长沙大火主要是军警误信流言慌张所致，但无

论怎么讲，作为最高军事统帅的蒋介石应该负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蒋介石在决策上是有严重错误的。那

时日军根本没有进攻长沙的计划。事实上到了 !&%%
年敌人为挽救被动局面才攻打长沙，所以蒋介石根

本不应该采取“焦土政策”。“焦土抗战”虽然能使长

沙免资敌用，但这是对国家对人民极端不负责之举。

周恩来当时曾撰文说：“最后长沙大火⋯⋯我们完全

不能同意这种不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不关心群众

疾苦的火焚方法。”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蒋介石的

电谕和文传，也就不可能有火烧长沙的准备，那么，

长沙也就不会被焚毁。当然，张治中及负责毁城的官

员们措施不当，失职严重，也是造成这次长沙大火的

一个重要原因。

正如蒋介石在总结长沙被焚的原因时所说：“就

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是属于哪一

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这一

种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长沙大

火事件充分暴露了国民党部队组织松弛，纪律性差，

军心涣散，畏敌成风。依靠这样一支部队抗日怎能不

败！!

大火后无家可归的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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