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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论·

重庆大轰炸中外国机构受损及应对措施初探

姚 旭

［摘 要］ 重庆大轰炸中，日军对重庆实施无差别轰炸，致使在渝外国使领馆、军舰、新闻机构、洋行、教会及其附

属医院、学校等遭受多次轰炸，给第三国机构及外侨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面对日军暴行，各国纷纷采取迁建

使领馆、提出抗议、修凿防空壕洞等应对措施。重庆大轰炸中日军对外国机构的轰炸，是日本为达到其战略目的，以牺

牲在渝第三国利益为代价，对重庆实施无差别轰炸的必然结果，是对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公开践踏，是日本帝国主义对

全人类犯下滔天罪行的重要证据。

［关键词］ 重庆大轰炸 外国机构 无差别轰炸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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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措施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和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在政治、军事、经
济、文化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

为了达到彻底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迅速结束中

国战事的目的，从 1938 年 2 月起，至 1943 年 8 月

止，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实施了长时期的“无差

别轰炸”。在这长达五年半的时间里，日军不仅

对中国的机场、政府机构、学校、工厂、医院等进

行轰炸，也对美国、英国、苏联等国家驻重庆的使

领馆、军舰、通讯社、教会及其附属医院、学校等

机构与设施实施轰炸。日军对外国机构的轰炸，

是日军反人类暴行及对重庆实施“无差别”轰炸

的重要证据。目前学术界对重庆大轰炸的研究

主要侧重于重庆大轰炸的过程和特点、造成的损

害和影响，以及各界的应对措施等方面。就重庆

大轰炸造成的损害，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重

庆大轰炸造成的人员伤害及财产伤害上①，而学

者们又将对这方面的研究对象集中在普通国民、

机关单位及部分行业上，鲜有对当时的外国机构

在重庆大轰炸中受损情况及应对措施的研究。②

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档案文献及

报刊资料对重庆大轰炸中外国机构受损及应对

措施作一探究。

一、重庆大轰炸前驻渝外国机构概况

19 世纪后半叶，重庆以其西南地区商业重镇

和长江上游货物集散中心的重要地位，成为列强

打开中国西部市场的桥头堡。1890 年 3 月，中英

双方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英国取得将重庆

作为通商口岸的条约依据。1891 年 3 月，重庆海

关建立，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重庆被纳入世界

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成为西方列强侵略四川乃至

①

②

这方面研究的代表著作有，［日］前田哲男: 《重庆大轰

炸》(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 重庆市档案馆、西南师范

学院历史系编:《重庆大轰炸》( 重庆出版社 1995 年版) ; 曾小勇、
彭前胜、王孝询: 《1938—1943: 重庆大轰炸》(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 潘询: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 商务印书

馆 2013 年版) ; 唐润明:《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人员伤亡》( 上)

( 重庆出版社 2011 年版) ; 唐润明:《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财产

损失》( 重庆出版社 2011 年版) 等。代表论文有，潘询: 《抗日战

争时期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数量再研究》(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2015 年第 9 期) ; 周勇:《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几个基本问题探

讨》( 《重庆大学学报》2009 年第 15 卷 1 期) ; 唐润明:《关于抗日

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的几个问题》( 《民国档案》2014 年 2
期) ; 徐建明:《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死亡人数考析》( 《抗日战

争研究》2001 年第 10 期) 等。
研究重庆大轰炸期间外事机构受损的专文，目前国内仅

有冯庆豪:《重庆大轰炸对外国使、领馆及其他驻华机构的伤害

情况初探》( 《长江文明》2008 年第 2 期) 。出于资料限制等原

因，该文个别地方存在可商榷之处，且该文没有对外国机构及各

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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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的一个据点。1890 年，英国首先在重庆

设立领事馆。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

狂潮，重庆亦不能幸免。1896 年后，列强纷至沓

来，法( 1896 年 3 月) 、日( 1896 年 5 月，1901 年又

在王家沱设立租界) 、美( 1896 年 6 月) 、德( 1904

年) 等相继在重庆设立领事馆。随着外国领事馆

的增加，清政府应列强的要求，将通远门内的一片

区域划为外国领馆区，称之为“领事巷”。
1937 年 11 月 16 日，国防最高委员会议作出

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的决议，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即

赴重庆，随即财政、交通、外交等部门先迁武汉。
1937 年 11 月 23 日，英、美、苏、德、法、意等驻南

京大使馆人员随国民政府西迁，离开南京赴武

汉。1938 年夏，武汉告急。7 月 30 日，国民政府

要求驻武汉各国外交人员迁往重庆。10 月 25

日，日军占领汉口。12 月 8 日，蒋介石率军事委

员会从长沙经桂林飞抵重庆。抗战时期最早抵

达重庆并呈递国书的是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卢干

茲·奥莱斯基，1938 年 1 月 19 日，他偕苏联塔斯

通讯总社社长罗果夫及秘书梅拉美德等由汉口

乘机抵达重庆，并于 1 月 23 日向国民政府主席林

森呈递国书。此后，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法
国、比利时、荷兰、巴西、葡萄牙、挪威、丹麦等国

的驻华大使、公使、代办、参事等，相继抵达重庆

并将其驻华使馆迁到重庆。随着中国抗战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地位的日益重要，中国与世界

反法西斯同盟国交往交流不断加强加深，中国与

捷克、波兰、挪威、荷兰、巴西、墨西哥、加拿大、土
耳其、秘鲁、比利时等国相继将外交代办机关由

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 并与印度、澳大利亚、法国

民族解放委员会、伊朗、阿根廷、瑞典等国分别建

立了对等的大使或公使级外交关系。据统计，国

民政府迁都重庆后，驻渝使领馆最多时多达 30

余家。

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的外国机构除了使领

馆外，还有外国军舰，各国派驻重庆的新闻办事

机构如美国合众社、法国哈瓦斯社、德国海通社、

德新社等，各国洋行，外国教会及其附属医院、学
校、孤老院、慈幼堂( 院) 。外国教会机构数量尤

其多，据 1937 年 10 月重庆市警察局调查，在渝的

外国教会机构有: 警示堂、天主堂( 兼办德智小

学、育婴堂) 、英美会( 兼办仁济医院、精益中学) 、

美以美会( 兼办宽仁医院) 、真原堂( 兼办慈幼堂

及中学两所、高小两所、初小九所、医院两所、孤

老院两所、修道院两所) 、天主仁爱堂( 兼办仁爱

医院) 、基督教( 兼办苏格兰圣经书局) 、福音堂、

圣衣堂、安息日会、三德堂、天主堂( 兼办天主堂

小学) 、福 音 堂、慈 母 山 修 院 ( 兼 办 永 生 小 学

校) 。①

二、重庆大轰炸期间外国机构被轰炸情况

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开始于 1938 年，但这一年

日军的轰炸是试探性的，轰炸次数不多，外国驻

渝机构没有遭受袭击。1939 年起，日军对重庆的

轰炸进入频繁阶段，同时也对英、美、法、苏等国

在重庆的权益表现出毫无顾忌的蔑视。各国驻

重庆使领馆办公处、工作人员住宅、军舰、教会及

其附属学校、洋行、新闻媒体等，无论在市区，还

是在日军划出的“安全区”内，均未能幸免，遭到

多次轰炸。下文笔者将按年份分别呈现在渝外

国使领馆、军舰、新闻机构、教会及其附属机构、

洋行受损情况。
( 一) 1939 年重庆大轰炸中外国机构的损失

1939 年 5 月，浓雾逐渐消失，重庆失去了天

然的保护屏障。5 月 3 日起，日军集中力量，对重

庆进行猛烈空袭，外国驻渝机构正是从此时开始

遭受日军野蛮轰炸的。
5 月 4 日，领事巷英国大使馆被炸毁一部分，

大使馆秘书代尔宣头部受伤; 通远门外桂香阁德国

使馆门窗被震毁; 法国领事馆门窗玻璃被震毁。② 6

月 11 日，通远门外德国大使馆屋顶被击穿，国旗

被撕破; 南岸玄坛庙法国领事馆前院被毁。③ 8 月

①

②

③

《重庆市警察局关于报送各地教会调查表上重庆市政府

的呈》( 1937 年 10 月 6 日)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0053 － 0010
－ 00048。

《重庆 防 空 司 令 部 制 有 关 年 辖 区 空 袭 损 害 统 计 表》
( 1941 年)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0044 － 0001 － 00064。

《重庆市警察局关于抄发各项空袭损害数值汇报表上重

庆防空司令部的呈、代电》( 1940 年)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0061 － 0015 － 0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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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法国领事馆及领事巷 2 号中弹。8 月 4 日，领

事巷德国领事馆后花园中弹 1 枚，致 2 人死亡，4

人受伤，伤亡者均为男性; 领事巷 6 号法国领事

馆中爆炸弹 2 枚，房屋被毁 3 间，致 3 名男性、1

名女性受伤，3 名男性死亡。①

5 月 4 日，苍坪街公谊会门窗、屋瓦被震毁;

蹇家桥真元堂及劝工局街若瑟堂孤老院全部被

炸毁。② 6 月 11 日 曾 家 岩 明 诚 中 学 球 场 被

炸毁。③

5 月 3 日，白象街法国聚福洋行房屋被炸; 下

新丰街 46 号英国亚细亚汽油公司房屋全部被

毁。④ 5 月 4 日，英国会仙桥□德药房全部被炸

毁; 苍坪街英国异新洋行货物被毁一部分。⑤ 5 月

12 日南岸法国聚福洋行经理沙理住宅被毁。5

月 25 日道门口德国孔士洋行二、三楼被焚毁。6

月 11 日 南 岸 玄 坛 庙 法 国 福 源 蔓 船 被 炸，货 物

全沉。⑥

( 二) 1940 年重庆大轰炸中外国机构的损失

1940 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一年。

一方面汪精卫在日本的扶植下于 1940 年 3 月 30

日在南京建立汪伪国民政府，发布《还都宣言》，

企图扰乱国际视听并争取部分国家的承认; 另一

方面英美诸国开始减少或断绝对中国的援助。

德军在欧洲战场接连取胜，亦刺激日本加紧对中

国的侵略。日本为了实现迫使重庆政府尽快屈

服的目的，对重庆实施了更大规模的“101 号作

战”，加大对重庆的轰炸力度。这一年日军轰炸

重庆动用的兵力和轰炸的强度是前所未有的，这

一年也是外国在渝机构被炸次数最多、受损最惨

重的一年。
5 月 16 日荷兰大使馆被炸。⑦ 5 月 28 日苏

联大使馆门前中爆炸弹 3 枚，门窗玻璃被震毁。⑧

6 月 10 日，国府路德国大使馆中爆炸弹 1 枚，门

前公路被炸断; 苏联大使馆中爆炸弹 1 枚，1 间房

屋被炸毁。⑨ 6 月 11 日苏联大使馆附近中爆炸弹

6 枚。瑏瑠 6 月 24 日领事巷被炸。6 月 25 日，英国

领事馆中爆炸弹 1 枚，房屋被焚毁 1 间; 领事巷英

国大使馆中爆炸弹 2 枚，1 栋房屋被焚毁; 法国大

使馆中爆炸弹 1 枚，防空洞被震毁，3 名男性、2

名女性死亡。瑏瑡 6 月 26 日，苏联大使馆被炸毁一

部分，德国大使馆被震坏。瑏瑢 6 月 27 日英国领事

馆、德国领事馆被炸。瑏瑣 6 月 28、29 日领事巷中爆

炸弹 5 枚，3 栋房屋被焚毁。瑏瑤 6 月 30 日领事巷

中爆炸弹 5 枚，3 栋房屋受损。7 月 8 日，领事巷

中爆炸弹 1 枚，1 栋房屋受毁; 国府路德国大使

馆附近落炸弹 1 枚，炸毁房屋 5 间; 英国大使卡尔

公馆中弹，损失严重。瑏瑥 8 月 11 日，两路口法国大

使馆中弹起火，房屋被焚毁; 苏联大使馆中爆炸

弹 2 枚，房屋被毁 3 间，1 名男性受伤。8 月 12

日，苏联大使馆中弹 2 枚，炸毁房屋 3 间( 内有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敌机空袭情况及伤亡损害概况

表》( 1939 年)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0044 － 0001 － 00082。
《重庆 防 空 司 令 部 制 有 关 年 辖 区 空 袭 损 害 统 计 表》

( 1941 年)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0044 － 0001 － 00064。
《重庆市警察局关于抄发各项空袭损害数值汇报表上重

庆防空司令部的呈、代电》( 1940 年)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0061 － 0015 － 00951。
《重庆 防 空 司 令 部 制 有 关 年 辖 区 空 袭 损 害 统 计 表》

( 1941 年)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0044 － 0001 － 00064。
《重庆 防 空 司 令 部 制 有 关 年 辖 区 空 袭 损 害 统 计 表》

( 1941 年)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0044 － 0001 － 00064。
《重庆市警察局关于抄发各项空袭损害数值汇报表上重

庆防空司令部的呈、代电》( 1940 年)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0061 － 0015 － 00951。
《重庆市政府关于报送牛角沱、上清寺等地空袭损失、救

济修复情形及伤亡人数的呈》( 1940 年)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

案: 0053 － 0012 － 00169。
《重庆市卫戍司令部关于抄送五月二十八日敌机袭渝伤

亡损害报表致重庆市政府的通报》( 1940 年)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

档案: 0053 － 0012 － 00169。
《重庆市卫戍司令部关于抄送六月十日敌机袭渝伤亡损

害报表致重庆市政府的通报》( 1940 年)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

案: 0053 － 0012 － 00169。
《重庆市卫戍司令部关于抄送六月十一日敌机袭渝伤亡

损害报表致重庆市政府的通报》( 1940 年)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

案: 0053 － 0012 － 00169。
《重庆市卫戍司令部关于抄送六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敌

机袭渝伤亡损害报表致重庆市政府的通报》( 1940 年) ，重庆市档

案馆馆藏档案: 0053 － 0012 － 00168。
《敌机昨袭渝又受创 被我击落三架 市区浮图关被炸

苏大使馆又遭投弹》，《新华日报》，1940 年 6 月 27 日。
《我又击落敌机一架 市区汇北被滥炸灾区较广》，《新

华日报》，1940 年 6 月 29 日。
《重庆市警察局关于 1940 年 6 月 28 日日机轰炸重庆投

弹种量及伤亡损害调查表》，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0053 －
0012 － 00169。

《敌军袭渝受创 市区及南岸被投弹甚多》，《新华日

报》，1940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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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室 1 间) ，1 名华人受伤。① 8 月 19 日，苏联大

使馆门房中爆炸弹 1 枚、燃烧弹 1 枚，1 间房屋被

毁; 德国领事馆附近中爆炸弹 2 枚。② 9 月 13 日

国府路德国大使馆中爆炸弹 1 枚，房屋被毁 1

栋。③ 9 月 16 日比利时领事馆门前中弹。④ 10 月

6 日，英大使馆中燃烧弹 1 枚，英领事馆中燃烧弹

2 枚; 法国领事馆中爆炸弹 3 枚，房屋被毁 1 栋;

使领馆区一带门窗倾斜，墙壁剥落。⑤ 10 月 25 日

位于南岸的美国大使馆中弹。⑥

10 月 26 日美舰杜杜伊拉号被炸。⑦

6 月 11 日飞来寺德国海通社中爆炸弹 4 枚、

燃烧弹 2 枚，11 间房屋被焚毁。⑧ 6 月 12 日，德

国海通社中燃烧弹，被全部焚毁; 法国哈瓦斯社

门口中弹，房屋居所被震坏; 苏联塔斯社中国总

社门首落弹多枚，该社房屋全部震毁。⑨

5 月 29 日，法国慈幼院被炸，房屋被炸毁 5

栋，共计 45 间。瑏瑠 6 月 12 日，约( 若) 瑟堂中弹 3

枚，炸毁房屋 5 间，1 人受伤; 育婴堂中弹 1 枚，房

屋被焚毁 13 间。瑏瑡 6 月 16 日曾家岩明诚中学、圣
家书局、明德中学圣衣修院被炸。瑏瑢 6 月 26 日，青

年会及美贵格教会被炸，英年会及仁济医院被震

坏。瑏瑣 6 月 28 日，法国圣心堂被震毁，圣心小学被

全部炸毁，苏格兰圣经会所被炸毁。瑏瑤 7 月 4 日慈

幼院中弹，房屋 2 间被毁。瑏瑥 7 月 8 日美国安息会

中弹，该会房屋被震损。7 月 9 日，约瑟巷中爆炸

弹 3 枚，7 间房屋被炸毁，若瑟天主堂被炸毁。瑏瑦 8

月 19 日，美以美会之社交食堂中燃烧弹全部被

焚毁，仁爱堂医院，苏格兰圣经会、内地会等均遭

波及，损失较大。瑏瑧 8 月 20 日天主堂街天主堂司

铎住宅被炸毁。瑏瑨 9 月 13 日美以美会求精中学被

炸毁一部分。瑏瑩 10 月 6 日天主教仁爱堂医院被

炸。10 月 16 日晚，渝市仅存之天主教堂被炸毁。
10 月 17 日英美会办事处遭震毁，宽仁医院门前

中弹 1 枚。瑐瑠 10 月 25 日英美会被震毁。瑐瑡 10 月

26 日天 主 教 堂 及 基 督 教 女 青 年 会 中 弹，几 乎

全毁。
10 月 26 日太古公司万象、万流两轮均被炸

伤，美商渝孚冰厂被炸毁。瑐瑢

( 三) 1941 年重庆大轰炸中外国机构的损失

1941 年日本改变战略，改大规模的、密集轰

炸为小规模、不间断的疲劳轰炸，集中轰炸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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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0053 － 0012 － 0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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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2 － 0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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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签呈》，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0053 － 0012 － 00168。
《敌机两批昨午袭渝 盲目投弹外人财产损失多》，《新

华日报》，1940 年 10 月 7 日。
《敌机昨两批袭渝 在南岸及市郊肆虐投弹》，《新华日

报》，1940 年 10 月 26 日。
《敌机二十四架昨又袭渝 投弹多枚损害较重》，《新华

日报》，1940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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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润明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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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版，第 1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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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卫戍司令部关于抄送七月四日敌机袭渝经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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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0053 － 0012 － 0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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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馆馆藏档案: 0053 － 0012 － 00169。
《敌机昨两度袭渝 市区被狂炸 数处起火延烧 苏大

使馆等又被波及》，《新华日报》，1940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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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亡》( 上) ，第 1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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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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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1940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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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机 关、学 校、商 店 等 人 口 稠 密 和 繁 华 的

地区。
5 月 9 日，英国大使馆及卡尔大使寓邸附近

落弹较多，卡尔大使寓邸门窗被震毁，英国空军

参赞华伯敦中校的汽车因停在卡尔大使寓邸门

前被炸; 法国大使馆附近也中弹。① 6 月 2 日领事

巷中爆炸弹 9 枚，2 栋房屋被震毁; 领事巷 2 号中

爆炸弹 3 枚，5 间房屋被毁; 英国大使馆空地中爆

炸弹 3 枚; 法国领事馆中爆炸弹 8 枚，房屋被毁 3

间。② 6 月 3 日，英国大使馆中弹 6 枚，其中一枚

炸弹正好落在在该使馆防空洞上，参事包克本住

宅遭震毁; 法国驻渝领事馆中弹全部被毁。③ 6 月

15 日，日机在南岸区其传播的所谓安全区投弹数

枚，美 国 大 使 馆 武 官 办 公 室 中 弹，几 乎 全 部 被

毁。④ 6 月 29 日，领事巷中爆炸弹 2 枚、燃烧弹 2

枚; 领事巷 4 至 15 号中弹 5 枚，英国大使馆被炸，

大使馆办公室被震塌二分之一，20 余人受伤，其

中参事包克本右颊及耳部受伤严重，二等秘书艾

伦腕部及其夫人头部受伤。7 月 7 日领事巷中爆

炸弹 1 枚，1 名女性受伤，1 名男性、1 名女性死

亡。7 月 8 日，领事巷中爆炸弹 2 枚，房屋被毁 15

栋; 英国大使馆中爆炸弹 2 枚，2 栋房屋被炸毁。⑤

7 月 9 日英国大使馆及卡尔大使私寓直接中弹，

全部被毁。⑥ 7 月 29 日，领事巷中爆炸弹 1 枚，房

屋被毁 3 间; 领事巷 1 至 13 号中爆炸弹 3 枚，房

屋被毁 3 间; ⑦苏联大使馆被炸一部分; 英国大使

馆被炸; 美国大使馆附近中弹，美国大使馆受波

及。⑧ 8 月 10 日英国大使住宅中弹多枚。⑨

6 月 15 日美国军舰图图拉号被炸弹碎片击

中。瑏瑠 7 月 30 日图图拉号附近落弹较多，致使舰

顶被炸毁，舰尾汽艇中弹。瑏瑡

5 月 9 日求精中学、安息会中弹。瑏瑢 5 月 10

日美以 美 会 求 精 中 学 中 弹。瑏瑣 6 月 1 日，慈 幼

堂全部及真原堂大部分被炸毁，法籍主教尚维

善的办公室及厨房被炸毁。瑏瑤 6 月 2 日若瑟堂

中爆炸弹 2 枚。7 月 30 日 若 瑟 堂 中 爆 炸 弹 1

枚，燃烧 弹 1 枚。瑏瑥 8 月 10 日 美 以 美 会 被 炸，

安息会 附 近 中 弹 多 枚。瑏瑦 8 月 22 日 安 息 会 中

弹被毁。瑏瑧

7 月 30 日美孚石油公司被炸。瑏瑨

三、重庆大轰炸中外国机构的应对措施

日军的无差别轰炸，不仅给外国驻渝机构及

外侨带来重大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更是对各国

主权和尊严的挑战。面对日军的暴行，各国机构

采取了各种形式的应对措施。
1． 迁建使领馆

重庆的外事机构最初多位于通远门老城墙

边，五福宫前设立的领事馆区。日军的空袭，迫

使修建在重庆旧城的各国使领馆向隔江相望的

南岸沿江地区以及南山一带等周边疏散。重庆

大轰炸期间移址或新建的大使馆则多选择离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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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处复被炸毁》，《新华日报》，1941 年 8 月 11 日。
《寇机昨炸渝市区 南岸亦落弹》，《新华日报》，1941 年

6 月 16 日。
《敌机三百余架分批袭渝》，《新华日报》，1941 年7 月31

日。
《敌机昨狂炸渝 市 郊 英 大 使 馆 附 近 落 弹 甚 多 求

精中学安息会均中弹》，《新华日报》，1941 年 5 月 10 日。
《敌机又袭渝 昨 分 批 在 市 郊 投 弹 外 人 财 产 多 被

波及》，《新华日报》，1941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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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较近的鹅岭、枇杷山等地修建。
1941 年位于领事巷的法国大使馆被日军炸

毁后，迁往南岸弹子石江边的法国水师兵营，但

不久再次在空袭中被炸毁，随即迁往位于南山的

原留法医生汪代玺所建别墅内。1941 年苏联大

使馆在日军空袭中被毁后迁往南山军火商朱星

文的私宅。1941 年 5 月墨西哥公使馆迁至南岸

区龙门浩枣子垭。1941 年 6 月，为安全起见，德

国大使馆在南岸黄桷垭文峰塔前德国医生阿思

密新房内设办事处。1941 年 7 月 8 日日军空袭

渝中，英国大使馆及卡尔大使的私寓直接中弹，

全部被炸毁。随后英国大使馆在南岸区南山黄

桷垭文峰段觅得一建筑，该建筑曾一度作为德国

大使馆馆址。1941 年 7 月 1 日，因德国承认南京

汪伪政权，国民政府与之断交，德国大使馆撤离

重庆。而此时正逢英国大使馆被炸毁，遂迁至原

德国大使馆建筑。① 搬迁后的外国使领馆，更加

注重安全性，其选址多为远离城区的山区，建筑

四周植被茂密，建筑低矮，并且多采用灰黑色屋

顶、土黄色墙面，使其不易成为轰炸目标。
2． 谴责日军暴行

面对日军对重庆的狂轰滥炸，英、美、苏等国

通过不同形式，在不同场合对日本提出抗议，以

示对日机轰炸重庆造成本国侨民生命、财产损失

的愤怒声讨和抗议。

最先对日本提出抗议的是英国。1939 年“五

三”“五四”大轰炸，英国使馆、教会、洋行不同程

度遭受日机的轰炸。5 月 12 日，英国驻日大使

Ｒobert Leslie Craigie 向日本外务大臣 Hachiro Ari-
ta 提交抗议书，抗议日本对重庆的轰炸，给重庆

的英国人带来了生命威胁。② 1941 年 6 月 30 日，

英国大使 Ｒobert Leslie Craigie 在东京召见了日本

副外务大臣 Chuichi Dhashi，抗议日本轰炸英国驻

重庆大使馆。③

美国多次就日机轰炸危及在重庆的美国使

馆和美方财产提出抗议。1939 年 7 月 10 日，美

国国防部长 Cordell Hull 正式向日本驻美国大使

Kensuke Horinouchi 提交了抗议书，抗议日本飞机

轰炸中国首都重庆，致使在中国的美国人生命和

财产受到威胁。此前，美国已通过外交途径向日

本政府和驻中国的日本官员，表达了对日本连续

轰炸重庆的谴责。④ 1940 年 6 月 14 日，美国驻日

大使格鲁访晤日本外相有田，就日机轰炸重庆提

出抗议，因日机袭渝时，美国大使馆有波及之处。

同时美国国务卿向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日机袭渝

危及在重庆的美国使馆及美方其他财产。⑤ 1941

年 6 月 5 日，美国驻日本大使 Josepgh C． Crew 拜

访日本外务大臣 Yosuke Matuoka，向他抗议日本

轰炸重庆给美国造成的财产损失。⑥ 1941 年 6 月

19 日，美国大使 Josepgh C． Crew 向日本外务大臣

递交了一封强烈的抗议书，对 10 天之内日本两

次轰炸重庆给美国造成的财产损失和对在华美

国人的生命威胁提出抗议。⑦

苏联不仅为本国在日机轰炸重庆时受到侵

犯提出严正抗议，同时认为日机轰炸苏联大使馆

所在地为故意之行为，对于日机屡次故意轰炸苏

大使馆，东京政府应负责任。⑧

3． 修凿防空洞

修凿防空洞是反轰炸切实有效的重要措施

之一。早在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就电令全国各

地挖掘防空壕洞以躲避日机空袭。此时重庆的

防空洞建设尚处于初期摸索阶段，修建的数量

少，设施简陋。1938 年，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这一

时期 重 庆 的 防 空 洞 建 设 以 公 共 防 空 洞 为 主。

1939 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国民政府和重

庆防空当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加快防空洞建设，

其中私人防空洞发展最快。英、美、法各国驻渝

领事馆在重庆大轰炸前，便通告其驻渝侨商“渝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重庆市政府关于南岸马鞍山前德国大使馆址拨给英国

大使馆，枣子湾十二号前义国大使馆址拨给比国大使馆租用给重

庆市警察局的训令》( 1941 年)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0061 －
0001 － 00018。

潘询、周勇主编: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日志》，重

庆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15 页。
同上，第 312 页。
同上，第 129 页。
同上，第 200 页。
同上，第 299 页。
同上，第 307 页。
同上，第 1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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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已成为政治重心，日本飞机难免不来空袭，顷

刻通告该国各驻渝侨商，迅即短期内将防空设备

完成，以防将来万一之变”①。随着日机对重庆市

区轰炸不断升级，英、美、法、苏等国驻渝机构出

于自身安全考虑，亦纷纷加入修凿私人防空洞的

热潮。英国大使馆、美国大使馆、苏联大使馆、法
国领事馆、仁爱堂、宽仁医院、求精中学、亚细亚

火油公司等均建有容量大小不同的私有防空洞。

这些私有防空洞，除了为本国侨民在日机轰炸时

提供避难外，如有剩余容量，也允许重庆市民进

洞躲避。如 1939 年 7 月 10 日重庆市警察局派员

偕防空司令部人员前往英国大使馆，与该馆参事

裨德本会晤，商讨向附近居民发放防空壕洞证及

维持防空洞秩序事宜。经调查英国大使馆有防

空洞两所、在建防空洞一所，其容量约为 60 人，

除去该馆官员 10 余人外，另可容纳 45 人。因此

该馆提供 45 张入壕证给附近居民，入壕证由防

空司令部印发，加盖英国大使馆印章。②

四、几点认识

1． 日军对外国驻渝机构的轰炸，是日军对重

庆施行无差别轰炸的必然结果。1939 年，日机对

重庆的轰炸就已经显示出无差别轰炸的特征。
1940 年起，无论是军事设施还是民用住宅、学校、

商业设施等，飞机所到之处便狂轰滥炸。而在当

时，各外国机构混居于重庆市区，日军地毯式的

无差别轰炸想要避开第三国权益所在地是不可

能的。1938 年 2 月至 1943 年 8 月 23 日的 5 年半

时间里，日机对重庆实施轰炸 130 次③，其中对外

国使领馆、军舰、教会、洋行进行直接轰炸或波及

的次数高达 46 次，占了轰炸总次数的三分之一

以上。如以年份计，1939 年 7 次，1940 年 27 次，

1941 年 12 次。其中，英国使领馆被轰炸 15 次，

美国大使馆被轰炸 3 次，苏联大使馆被轰炸 9 次，

法国使领馆被轰炸 11 次，德国使领馆被轰炸 9

次，比利时领事馆被炸 1 次，荷兰大使馆被炸 1

次。因日机轰炸造成外交人员人身伤害 2 次。

美国军舰被炸 3 次，即杜杜伊拉号被炸 1 次，图图

拉号被炸 2 次。此外外国新闻机构、教会及其附

属学校、医院等均遭受日机的反复轰炸。甚至是

在日本划定的“安全地带”范围内的外国机构，亦

多次遭受轰炸。1940 年 6 月 14 日日本外相有田

八郎致函英、美、德、法、苏、比等国驻日大使称，

日本军队将不对“重庆长江南岸弹子石以南到龙

门浩( 包括海棠溪) 之间地域”加以攻击，奉劝上

述各国居民“撤退到此安全地带”。④然而在此后

的轰炸中，日机多次对其划定的“安全地带”进行

轰炸，如 1940 年 10 月 25 日，位于南岸的美国大

使馆被轰炸; 10 月 26 日，停泊于弹子石码头的美

国军舰杜杜伊拉号被炸。因此，日军对在渝外国

机构的轰炸具有时间长、范围广且反复多次的特

征，绝非偶然行为，是日本为达到其战略目的，以

牺牲在渝第三国利益为代价，对重庆实施无差别

轰炸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对第三国利益的公然

蔑视，是对外侨财产及生命安全的践踏，是不可

抵赖的战争罪行。
2． 日本在对重庆的大轰炸中，对包括使领馆

人员在内的驻渝外事机构及外侨实行轰炸，是对

国际法及国际上公认的惯例原则的公然践踏。

近代以来的国际交往中，大使及使领馆代表一个

国家的尊严和权利，享有的外交特权和领事特权

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国际交往的惯例和共同

遵守的原则。1907 年签订于荷兰海牙的《陆战法

规和惯例公约》，有禁止以任何手段攻击或袭击

不设 防 的 城 镇、村 庄、住 所 和 建 筑 物 的 规 定。
1922 年签署的国际《海军条约》第 22 条规定，禁

止轰炸非战斗人员和非军事设施，日本是该条约

的签字国。此后的国际实践也遵循飞机轰炸不

得针对非军事目标的惯例。使领馆人员、新闻机

构、教会甚至教会附属医院、学校等，均不属于军

①

②

③

④

《十三个防空壕限二月下旬完成 驻渝外领令侨商设备

防空》，《国民公报》，1938 年 1 月 14 日。
《重庆市政府、警察局关于代英国大使馆给邻近居民发

放入壕证的来往函》( 1939 年)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0053 －
0012 － 00084。

唐润明:《新材料、新视角下的“重庆大轰炸”新研究》，

《第一、二届海峡两岸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团结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47 页。
潘询、周勇主编: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日志》，第

2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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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目标或军事设施，日机以这些机构和设施为攻

击目标，对其实施长时期的反复轰炸，严重违反

了二战以前形成的国际法准则和国际交往惯例。
3． 中国政府对被轰炸的外国机构给予了力

所能及的帮助。日军对重庆持续的残暴的无差

别轰炸，给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惨重的损

失，重庆陷入极大的惊慌和恐怖之中，中国政府

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内忧

外患的困境中，展现出了应有的担当，在人力、物
力极其匮乏的情况下，给予了驻渝外国机构力所

能及的物质帮助和精神鼓励。在日机对驻渝外

交机构进行轰炸致重大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后，

国民政府外交部、国民外交协会都会在第一时间

派员对被轰炸的外国机构进行慰问，中国防护部

队、市民医院也对受伤外侨给予最大程度的医

治。如 1940 年 6 月 11 日，苏联大使馆被炸，国民

外交协会常务理事谢仁钊、汪竹一于警报解除

后，代表国民外交协会主席前往慰问，并送慰问

信一封:“苏联大使潘友新先生阁下，敬启者: 数

日以来，日寇为发挥其兽性行为，罔顾人道正义，

日夜派遣大批飞机，轮流袭我行都……而各国使

馆，亦在不顾，尤其对于贵国使馆蓄意摧残，虽在

庄严的贵国国旗飘扬之下，亦悍然不顾，而掷弹

如雨，均以贵国使馆为目标，因之贵国大使馆，竟

不幸而遭受寇机之蹂躏，日寇此种暴行，充分证

明同情我国之友邦，亦在其仇视之列，本会闻讯

之际，同深愤慨。”①1941 年 5 月 10 日，英国大使

卡尔爵士住宅被炸，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于

当天下午派秘书前往，向卡尔大使面致慰问。②

此外，对于外国大使馆提出的请求，也给予最大

的满足。如英国、美国、苏联等大使馆防空洞向

附近居民提供一定数量的避难场所，然而每次空

袭，附近居民大量涌入使馆防空洞躲避，致使秩

序混乱。鉴于此种情况，英、美、苏等国大使馆纷

纷向重庆市政府请求帮助维持防空洞秩序。重

庆市政府不仅派人前往防空洞考察其大小，根据

所能容纳的人数为附近居民发放出入防空壕洞

证，同时令重庆市警察局安排专人于每次空袭时

前往防空洞维持秩序。

综上，重庆大轰炸中日军对第三国在渝机构

的惨无人道的野蛮轰炸，是日军对非军事目标及

设施实施的有计划、有目的无差别轰炸，不仅违

反了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而且是蓄意为之。这些

野蛮行为是日机对重庆实施“无差别轰炸”的重

要证据，更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全人类犯下滔天罪

行的重要证据。

［姚 旭: 重庆市档案局( 馆) 档案编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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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寇机疯狂轰炸下 苏联大使馆被波及》，《新华日报》，

1940 年 6 月 12 日。
《敌机又袭渝 昨分批在市郊投弹 外人财产多被波

及》，《新华日报》，1941 年 5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