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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当时的战况决定了中国战区对日受降是一个长时间、多环节、跨地域的过程，解
决实质内容的芷江受降、具有法律意义的南京签字和具体实现受降任务的分区缴械是这一过程的三个主要环节。三个环节

环环相扣、相互联系、承前启后、相互支撑，使得全部受降任务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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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
国人民经过１４年的浴血奋战，取得抗日战争的伟
大胜利。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胜国之一，当

时的中国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接受日本侵略者的

投降。中国战区的对日受降，主要经过了解决实质

内容的芷江受降、具有法律意义的南京签字和具体

实现受降任务的分区缴械等三个环节。这三个环

节环环相扣、相互联系、承前启后、相互支撑，使得

受降任务全部顺利完成。

　　一　芷江受降：解决对日受降的全部实质性
内容

　　最初，中国战区对日受降地定在江西玉山。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８日下午６时，蒋介石电令侵华日军
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玉山机场目前不能使用，改

为湖南芷江机场。”晚上，蒋再电令日降使来芷日期

及应遵守事项，“今井总参谋副长可于８月２１日来
湖南芷江”。［１］５

选在芷江受降，既有偶然性，更有必然性。当

时在芷江受降最为安全，能够避免在日占区受降的

危险。特别是“芷江为敌丧师折众进攻未逞之重

镇”，刚结束的芷江保卫战即湘西会战，打得日军狼

奔豕突，损失惨重，不堪回首。不但骁勇善战的７３
军、７４军、１００军、１８军、新６军和２６军等仍驻扎附
近，拱卫芷江，而且“芷江为新生武力核心之一，广

大机场银翼相接，极为壮观，城郊新车奔驰，新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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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战士荷枪站立，一片朝气”。在这个令国人骄傲

之地受降，可向侵略者炫耀武力，他们见此“必凛于

中国实力，有所戒惧”。［２］今井武夫日后回忆提到，

芷江机场飞机不下数百架之多，“它们每天冒着季

节性的浓雾，日夜不停地起飞降落，与日本空军简

陋的现状相比较，不得不惊叹敌方空军实力之雄

厚。”［３］而且，芷江是通往西南的必经之路，又是大

后方联系抗战前线的纽带，区位交通条件较好，湘

黔川湘公路交汇于此，芷江机场保持完好，大小飞

机可随时起降，便于受降要员及降使进出。所以，

蒋介石权衡再三，最后确定在芷江受降，从而使湘

西小城芷江一夜之间成为举世瞩目的受降名城。

８月１８日，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率
与受降有关人员，由重庆先飞抵芷江展开受降准备

工作。他在芷江召开军政机关负责人会议，成立日

本投降签字典礼筹备处，并就受降所需的人员分

工、场地安排、交通车辆、治安维持、物资供应等事

项进行筹划。１９日晚上，蒋介石在重庆召开行政
院顾问团及中央代表会议，讨论和宣示芷江受降有

关事宜，确定赴芷江受降人员。同时，军委会决定

在芷江设立陆军前进总指挥部。２０日，中国战区
受降使节、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及其随员、顾问３２人
飞抵芷江。晚上，何应钦在军政要员会上宣布：“从

现在开始，这里就是陆军前进总部，陆军总部奉命

办理全国受降有关事宜。”“一、准备接待日军侵华

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投降代表；二、规定中国

各战区军事长官受降接管有关事项，迅速将部队运

住各论陷区；三、成立南京前进指挥所；四、迅速空

运部队至上海南京，接受日军占领区；五、２１日举
行（日军）投降仪式，考虑军衔对等原则，派肖毅肃

参谋长主持，陈应庄少将改佩少校军衔负责接待日

本降使。”［１］１２

２１日上午９点半，从芷江起飞中美空军混合编
队的６架战机，前去押解前来芷江乞降的侵华日军
投降代表今井武夫总参谋副长一行。１１时１５分，
当今井的降机降落机场，经中方宪兵登机检查有无

武器和违禁物品后，经允许今井武夫一行走出机

舱。机旁停放四辆吉普车，第一辆是导引车，第四

辆是押送车，中间两辆是日军降者所乘的降车，降

车前面都插一面白旗。［４］这是自甲午海战以来，在

中国领土上横行了半个世纪的日本帝国主义，首次

以国家形式打出白旗、举起双手向中国人民无条件

投降。

位于芷江的中国战区受降典礼会场，是一栋鱼

鳞板式的美军营房，室内右面墙上挂着孙中山像和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联及“天下为

公”横联，整个会场庄重肃穆。会场上边是中国受

降代表席，代表席中间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肖毅肃中将，右边为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左边为美

国驻中国战区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准将。会

场下边是日本投降代表席，代表席中间是侵华日军

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右边是桥岛芳雄中佐，

左边是前川国雄少佐，右侧是木村辰男中佐（翻

译）。会场后面是记者席，左面墙上悬挂中美英苏

四国国旗。

下午３点４０分，今井武夫等日方投降代表在
新六军士兵荷枪实弹押送下，迈着沉重步伐来到受

降典礼会场，经中国受降主官肖毅肃将军允许脱帽

进入。受降典礼开始后，中美受降代表首先验明投

降代表今井武夫的身份证明。随后，今井武夫遵照

命令交出日本陆海空军在中国侵华战区的战斗序

列、兵力位置以及各种指挥系统等表册和文件，呈

上日军兵力分布概要图，并接受了中方陆总军字第

一号命令。今井武井还陆续接受了第一号命令详

细规定的各战区日军投降的１～２４号备忘录，并在
受取证上签字盖章。中方同时确定了接收南京的

时间表，以及全国１６个受降区及１０１处缴械点分
别接受日军投降的事宜。２３日下午，何应钦召见
今井武夫，进行９分半钟的训示性讲话。日本降使
一行在芷江停留了３天共５２小时。芷江受降宣告
侵华日军的彻底失败，是我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敌入

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１］３３

　　二　南京签字：形式上和法律上正式完成对日
受降

　　在筹备芷江受降的过程中，原计划在芷江举行
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但后来改变了计划。考虑到安

全因素，何应钦一直主张在芷江签字。８月２１日，
何应钦在芷江致电蒋介石请示日军投降签字地点。

２２日，蒋介石回电：“签字地点改决在南京。”［１］３０于
是，何应钦在芷江一边继续做受降的实质性工作，

一边开始筹划南京签字典礼。９月２日于芷江，何
应钦就安全问题再次致电请蒋介石推延南京签字

日期。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后，何应钦有了较为宽裕

的时间调兵遣将。９月８日上午８时，他从芷江飞
抵南京。［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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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日军投降签字地点最后改在南京，一是因为

芷江受降早于盟军受降，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

宁次“接受有关日本陆海空军投降实施正式手续及

蒋委员长之详细命令之时间及地点，俟盟军统帅麦

克阿瑟将军接受日本总投降后，另行通知”［５］５６。二

是从受降开始到最后日军签字，中间还有大量的工

作要做。等上述两件事做好后，情况会发生很大变

化，到时南京也就具备了签字条件。最主要是蒋介

石及魏德迈考虑到南京毕竟是原国民政府的首都，

失陷了近８年，日本强盗在这里屠杀了我国３０余
万同胞。为了重塑中华民族的尊严，雪洗南京被占

领蹂躏的耻辱，悼念和告慰３０余万无辜同胞的在
天之灵，必须把日本投降签字典礼改在南京。

通过延期签字，南京也逐渐具备了签字的条

件。一是加强了安全保障的军事力量。从２７日开
始

$

中国军队先遣部队陆续开始空运到上海北平

等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特别是９月５日，美国第
１０航空队通过Ｃ４６大型运输机，共３２架次，将３万
人的新六军从芷江直接空运南京，［１］４６控制侵华日

军总部，接收京沪铁路沿线防务，确保南京签字安

全。二是做好了签字的各项准备工作。２３日下
午，今井武夫返回南京，中方派出参谋陈昭凯少校、

张汶杰少校、空军地勤司令孙桐岗上校以及译员等

先遣人员同行打前站，督促日军司令部为我指挥所

进驻南京作准备。２７日，陆军副参谋长冷欣率１７５
位官兵，从芷江飞抵南京，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

前进指挥所。受降人员分成三个业务组，担任计划

接收、对日联络、后勤供给事宜。美空军地面人员、

航委会也飞抵京。［１］３４－４０同时，何应钦及陆总继续

驻留芷江做好签字典礼的各项前期工作。

９月９日９时，在南京中国陆军总部（原中央军
官学校大礼堂）举行“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

礼”。正门上悬挂着中苏美英的国旗，正门上方塔

楼上嵌着巨大红“Ｖ”字，下方挂着 “中国战区日本
投降签字典礼会场”的红横幅。正门和其他出入口

均有士兵守卫，戒备森严。礼堂内正面悬挂孙中山

像和党国旗，下有红“Ｖ”与“和平”等字，对面墙上
悬挂中美苏英四国国旗和领袖像。上方受降席一

级上将何应钦居中，左为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

校张廷孟，右为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中将萧毅肃。

下方投降席冈村宁次大将居中，左为陆军中将小林

浅三郎、少将今井武夫、中佐小笠，右为海军中将福

田良三、陆军中将谏山春树、大佐三泽吕雄。

９时０４分，何应钦命冈村宁次呈验签降代表证
件后，萧毅肃将日本投降书中文本两份发给冈村宁

次，他用双手捧接，阅后签名盖章。随后他起身肃

立，两腿立正，弯腰低头，向何应钦鞠躬，双手将签

名盖章的降书交到何应钦手里。骄横跋扈的侵华

日军正式完成了向中国人民缴械投降的签字仪式。

９时１０分，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完毕，
历时十五分钟。随后，何应钦发表广播讲话，宣布

南京日军投降签字典礼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

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

结果，东亚及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亦从此升一新

纪元。”［６］

　　三　分区缴械：具体实现中国战区受降任务

日本宣布投降当天，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就开始

拟定各战区、各方面军受降及控制要地之兵力调动

计划。２１日，在发给侵华日军最高指挥长冈村宁
次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中，附上中国战区１６个受
降区分配表。２３日，在发给投降日军的中字第四
号备忘录中，详细规定全国１６个受降区和中国台
湾、香港受降主官、受降地点、日军投降代表，投降

部队长姓名、部队番号、集中地点，对收缴日军投降

械弹器材等作六项规定。［１］３４当天，何应钦在的芷江

军政要员会上宣称：据上级指示，全国各地除东北

外，包括越南北部和香港都归我们受降，共分为１６
个受降区，各受降区负责人蒋委员长已指定。［１］４６

芷江受降结束后，国军还远在西南后方。为尽

快接收占领南京，保证南京签字安全，９月５日，新
六军从芷江空运南京。同时，由印缅前线归国的美

械装备的新编二十二师，亦从芷江空运南京。杜聿

明警备司令部突击一队由昆明空运上海。由芷江

陆运调防的部队有：第７４军由南昌至安庆；第 １８
军、第 ７３军由汉口至岳州；第 ９４军由衡阳至长
沙。［１］３４－３９总之，当时，国军还远离日占区，各战区

受降暂时难以实施。要将芷江受降纸上的东西变

成现实，还须加快各战区受降，这样才能把中国战

区总受降真正落到实处。

为了使中国各战区受降主官及其部队尽快到

达指定位置，着手战区受降，８月２４日，何应钦电饬
各部队率所部向指定地点推进。２７日起，何应钦
亲飞各战区部署和督促受降。３０日，何应钦又飞
重庆，与中国战区总司令部参谋长魏德迈中将商谈

部队空运等问题，并向蒋介石请示报告战区受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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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３１日，何应钦在昆明召集第１、２、３方面军司令
官卢汉、张发奎、汤恩伯及昆明防守司令部司令官

杜聿明开会，指示受降事宜。９月１日，何应钦在芷
江召集“陆总”高级幕僚及顾问团人员会议，对各受

降区处理受降事务及接收收复区作指示。为此，中

国各战区受降主官及其部队按要求分别迅速到达

指定位置，准备接受日军投降。［１］３

南京签字典礼结束后，１６区１０１处的受降行动
随之展开，最迟的在次年２月才完成。受降大都参
照９月２日与９月９日受降典礼的模式，由中国军
队受降主官主持受降仪式，该区日军投降指挥官在

投降书签字。受降仪式通常有盟军与中国官兵、地

方官员及新闻记者参加。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部《总

命令第一号》，中国战区主要接受日军陆军的中国

派遣军、驻中国台湾第１０方面军、驻越南北部第３８
军，海军的中国方面舰队、高雄警备府 ５大单位
投降。［１］８１

第１受降区由１方面军司令官卢汉上将，在河
内接受越南１６度以北地区日３８军投降。第２受
降区由２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上将，在广州接收广
州海南地区日２３军投降。第３受降区由７战区司
令长官余汉谋上将，在汕头接收潮汕地区日２３军
的投降。第４受降区由４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中
将，在长沙接收长衡地区日２０军投降。第５受降
区由９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二级上将，在南昌接收南
浔地区日１１军投降。第６受降区由３战区司令长
官顾祝同二级上将，在杭州接收杭州厦门地区日１３
军投降。第７受降区由３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中
将，在上海、南京接收京沪地区的日第 １３军、第 ６
军投降，空军由第１路司令张廷孟接收。第８受降
区由６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中将，在汉口接收武汉
地区日６方面军投降。第９受降区由１０战区司令
长官李品仙上将，在徐州接收徐海地区日 ６军投
降。第１０受降区由第１１战区司令孙连仲上将为
受降主官，在北平接收平津地区的日华北方面军投

降。第１１受降区由第１１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
中将为受降主官，在济南接收青岛济南地区的日第

４３军投降。第１２受降区由第１战区司令长官胡宗
南中将为受降主官，在郑州接收新汴地区的日第１２
军投降。第１３受降区由第５战区司令长官刘峙二
级上将为受降主官，在郾城接收郾城地区的日第１２
军投降。第１４受降区由第２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
一级上将为受降主官，在太原接收山西地区的日第

一军投降。第１５受降区由第１２战区司令长官傅
作义二级上将为受降主官，在归绥接收包绥地区的

日华北方面军投降。第１６受降区由台湾省行政长
官陈义上将为受降主官，在台北接收台湾澎湖地区

的日第１０方面军投降。［１］５６

令人不能接受的是，国民党将共产党排除在对

日受降之外，“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

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投降缴

械。”［５］５６国民党方面不但在发给冈村宁次的中字第

一号备忘录等多个文件中，不许中共及其领导的八

路军新四军受降，甚至命令日伪军坚守阵地坚决抵

抗，“遇有要求解除武装或进行其它交涉者，贵军均

可采取自卫行动。”［１］２４在国民党、蒋介石一意孤行，

试图垄断中国战区受降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

队，突破其种种无理限制，领导解放区和沦陷区人

民自主受降，力争参与对日受降缴械。８月１５日下
午３时，朱德电令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
“你应下令你所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

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

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

所包围的部分外。”［７］之前他还发出延安总部第一

号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向附近敌伪送出通

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

我军当保护其生命安全。中共中央《关于日本投降

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指出“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

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

进攻，逐一消灭之”［７］。据此，各解放区抗日部队根

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立即向附近日伪军

发出通牒，限令其投降，对拒绝投降的发起猛烈进

攻和坚决打击。其中，新四军粟裕率领的第８纵队
向盘踞高邮的日军发动进攻，防守日军被迫同意投

降，于１２月２６日举行驻高邮日军投降仪式。［８］在
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收

复县以上城市１９７座，毙、伤、俘日伪军２７７０００余
人，缴获各种枪支１８万余支，各种火炮８００余门，
解放人口 １８７０余万，取得了反垄断受降的伟大
胜利。［９］

到１９４６年２月底，中国各受降区共受理日本
投降官兵１２８余万人、伪军近９５万人，侵华日军被
全部解除武装。［１０］到１９４６年夏，将近２１４万日俘日
侨全部遣送回日本。［１１］

芷江受降、南京签字、分区缴械是特定历史条

件下中国战区形成的受降格局，是中国战区接受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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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日军投降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三个环

节和整个历史过程。

芷江受降主要是军事受降，一是日本降使交出

了侵华日军分布的兵力概况图，办理了１３０万侵华
日军无条件投降的各项条款；二是今井武夫接受中

字一号备忘录，并在受取证签上名字，接受中国政

府的投降命令；三是确立了收复南京的时间，决定８
月２６日至３０日，中国军队空运南京，正式接收首
都，为南京签字打下坚实基础。在此期间，中国陆

军总司令、受降全权代表何应钦除到各战区及昆明

落实分区受降事宜外，一直驻留芷江，直到赴南京

签字的前一天。在这里，他研究和部署了中国战区

受降的具体事宜，签发完似同命令的对侵华日军最

高指挥官冈村宁次的全部２４件备忘录，确定了日
本投降各项具体条款，特别是确定了９月９日９时
南京受降签字时间，部署和下达了日军陆海空军向

我１６个受降区受降之主官、１０１处受降点主官缴械
投降的具体事宜，收受处理了与蒋介石、冈村宁次、

冷欣等人来往电函４０余份，完成了接受日军投降
全部实质性工作。［１］３４－４７为纪念芷江受降这一重大

历史事件，１９４７年，在芷江修建了华夏大地唯一一
座纪念中国抗战胜利的标志性建筑物———受降纪

念坊。蒋中正为正面中拱门题有“震古烁今”横联、

“克敌受降威加万里，名城揽胜地重千秋”中联，孙

科题有“得道胜强权百万敌军齐解甲，受降行大典

千秋战史记名城”侧联。［１２］

虽然芷江受降完成了中国战区受降的全部事

宜，但是还须经过一定的形式和程序，才能使其正

式化和具有法律效力。日本侵华军投降在南京签

字，虽然只有短短的１５分钟，但它为中国战区对日
受降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特别是安排在南京

接受日本投降，具有极强的政治意义和法律意义，

正式宣告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彻底失败，标志

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取得了完全胜利。这不但

告慰了３０万无辜同胞的在天之灵，雪洗了南京被
占领蹂躏的耻辱，更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胜利者的

威严和自豪，对日本构成一种强烈的威慑。

全面历史地看，当时中国战区战况决定了中国

战区受降是一个长时间、多环节、跨地域的受降过

程，不可一蹴而就，必须经过解决实质内容的芷江

受降、具有法律意义的南京签字和彻底实现受降任

务的分区缴械三个环节。它们环环相扣、相互联

系、承前启后、相互支撑，才使得全部受降任务得以

完成。可以说，其中的每环节都不可或缺，在整个

受降过程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芷江受降是基础，

南京签字是关键，分区受降是落实。中国战区受降

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战争取得完全意义上胜

利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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