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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日军空袭昆明研究

何林龙

（云南师范大学 历史与行政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昆明是整个云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更是整个西南抗战大后方的重要交

通枢纽。日军对昆明的空袭，不仅给昆明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严重影响到了整个抗日战线

的抗战。结合史实，分析日军空袭昆明的原因、状况、特点、影响等，有助于揭露日军空袭的罪恶行径，展现

昆明人民不畏强敌、英勇作战的意志和保家卫国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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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日军逐渐向东南亚、南亚
侵略扩张，企图切断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自此，云南逐渐成为了抗战的前沿阵地，昆明开始遭

到日军的军事进攻，“昆明是否能保得住、坚持住，

是否能继续为陪都重庆、数百万抗日军队输送国际

援华物资，是否能成为战略反攻、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的‘桥头堡’，直接关系着中国抗日战争的成败和二

战的命运”［１］４０－４２。

此前，以云南地方为代表的史学工作者十分注

重对有关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轰炸昆明的史料进行搜

集并加以探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科研成果。在史

料收集、保存方面，主要有云南省文史资料选集、昆

明市文史资料选集、《抗战时期的云南———档案史

料汇编》《日军侵华罪行实录·云南部分》等。这些

史料主要包括抗战时期日军每一次空袭昆明的时

间、地点、投弹种类及数量、投弹区域、伤亡情况、日

军战损、回忆性文章以及早期学者的研究成果等内

容，其中还包括抗战时期昆明的机场、防空、飞虎队

等的情况。关于该论题的研究，主要有孙官生的

《昆明大轰炸祭》、黎泉的《大轰炸 昆明血海记忆》、

肖荣华的《抗战时期昆明难忘往事追忆》等，主要根

据所保留下来的史料阐述日军所犯下的罪恶行径和

给昆明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通过对有限的文献史

料、科研成果进行归纳，本文认为关于抗战时期日军



空袭昆明的经过、特点及其对昆明的影响等，有待进

一步探究。故拟以日军对昆明的空袭为切入点，分

析日军空袭昆明的原因、状况、特点等方面，以探究

抗战时期昆明的社会发展。

一、抗战时期日军空袭昆明的原因

从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８日，日军开
始对昆明进行空袭，并且持续时间长达７年，其主
要原因有四方面：一是封锁、攻占昆明是日军战略

目标之一，“日军大本营在河内成立了‘封锁委员

会’，其封锁的主要手段便是实施大轰炸”［２］２，打

击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同时以此为基地展开同

泰、英、美等国的太平洋地区的战争。二是国民政

府拟订的《西南和西北工业建设计划》，根据云南

省政府对工矿企业的资金、技术、政策的支持力

度，大力发展战时军事工业，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

后，集结了中国远征军、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

英国和美国的参谋团等抗日力量。“对日本太平

洋战争威胁尤大，是中国战区大反攻并夺取胜利

的希望所在。”［２］１１三是日本国民生活水平下降、占

领面积扩大、战线太长、长期作战等原因耗尽了日

本大部分国力，导致其兵力、财力、物力不足。同

时，国民政府在武汉集结了 １４个集团军共 ５０个
军，并在长沙组织第 ９战区所属部队与日军展开
会战。因此，日军难以突破防线，“每于战事无法

进展时，即向我后方城市施行无聊之滥炸”［３］。四

是日军轰炸昆明，既能破坏国际援华战略物资通

道以及中国抗战大后方的建设，又能间接配合其

“南进政策”的实施，展开对东南亚、南亚地区的军

事进攻，最终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服，实现日本所

谓的“大东亚共荣”。

当然，不能忽略昆明是云南省的政治、经济、文

化、军事中心这个重要因素。日本轰炸昆明的政治、

军事、经济等部门以及交通枢纽，可以破坏整个云南

抗战的指挥中枢，从而影响云南其他地区的抗战。

这在滇西抗战爆发后尤为明显。这也是日军持续轰

炸昆明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抗战时期日军空袭昆明的状况

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至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

年），日军空袭昆明共两次。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
年）年９月２８日，日军派出９架飞机首次空袭昆明，
在昆明市西门外及巫家坝机场投弹１０３枚，炸毁及
损坏民房６６间，造成死伤１４１人，并毁师校一部，造
成了昆明“九·二八”惨案。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
年）４月８日，日军派 ２８架飞机第二次轰炸昆明。
这次主要轰炸昆明市东郊和巫家坝机场，人口伤亡

１５人，炸毁民房４７户９０余间，且巫家坝机场中弹
受损。［４］３６－４０虽然在这两年中，日军对昆明的空袭次

数不多，但是其探明了空袭昆明主要目标的地理位

置并侦查到了昆明地区的防空力量及水平，为其今

后空袭昆明做了必要准备。

从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至民国三十三年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１日最后一次轰炸昆明，由于跨越
时间较长、次数较多且每年不尽相同，且因文献资料

并无民国三十一年（１９４２年）日军空袭昆明的相关
记载，故本文采取分时段的方法，以民国三十一年

（１９４２年）为时间段，制作了表 １《民国二十九年
（１９４０年）至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日军空袭昆明情
况表》和表２《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年）至民国三十
三年（１９４４年）日军空袭昆明情况表》，以空袭时间、
主要轰炸区域、投弹数量、敌机数量和主要轰炸目标

为角度进行分门别类，并概括得出日军空袭昆明的

状况。

由表１可知，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至民国
三十年（１９４１年），日军共空袭昆明４６天，且昆明
平均每个月遭到日军空袭 １．８７５天。另外，民国
三十年（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０日，日军派出１０架飞机
准备轰炸昆明，但在宜良地区被陈纳德将军指挥

的“飞虎队”拦截而未成功。除未准确统计且不详

之外，日军投弹超过２０７０枚，空袭昆明的日军飞
机达７６２架，主要轰炸目标是军政部门、机场、铁
路、商业街、学校、工厂、民房等，给昆明人民造成

了巨大的灾难。

由表２可知，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年）至民国三
十三年（１９４４年），日军空袭昆明共６天，除不详外，
共投弹１００余枚，日军出动飞机 １５９架，轰炸以机
场、民房、街道和工厂为主，破坏了昆明社会前期空

袭后的恢复和发展，也影响了云南以及全国其他地

区的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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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至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日军空袭昆明情况表［２］３１－４９，［４］４０－１３３

空袭时间 主要轰炸区域 投弹数量 敌机数量 主要轰炸目标

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５月９日 昆明县和甸营村、香条村 数十枚 ２７架 民房

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６月３０日 昆明县和甸营村、香条村 不详 不详 民房

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９月３０日 昆明市东南区 １４０余枚 ４５架 工厂、政府部门、基础设施、商

业街道

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日 昆明市区、开远县农业职业学校 不详 不详 学校

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７日 昆明市第五管区、昆明县饵琮镇 数十枚 ２５架 纺纱厂、２２兵工厂、“中央”光
学厂、民房

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３日 昆明市西北区大西城、环城马路、纺纱

厂等
９０余枚 ３２架 学校、纺纱厂、造币厂、商业街

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７日 昆明市东南区、昆明县大渔镇 ７６枚 ２７架 电工器材厂、商业街、文化古迹

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２６日 昆明县官渡镇 不详 不详 民房

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昆明小东城门外 １１枚 １９架 商业街、民房

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１３日 昆明大西门附近、环城马路纺纱厂附近 ９０余枚 ３２架 纺纱厂、民房

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１５日 昆明市区、市郊东北鲁旗营 ７枚 ９架 航校飞机场、商业街

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１７日 昆明市文庙街、宝善街、临江里、马街

等地
７６枚 ３６架 电工厂、商业街、民房

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２７日 昆明县云卫乡巫家坝、官渡镇 不详 不详 巫家坝空军军官学校

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２８日 昆明市小东城门小菜园、官渡镇、巫家

坝地区
不详 １３架 机场、民房

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１日 昆明市第五区豆腐营、空军学校 ８４枚 １７架 空军学校

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４日 昆明县石龙坝电力公司 ６枚 １０余架 石龙坝电力公司

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８日 昆明县平定乡５１兵工厂 ５枚 ９架 ５１兵工厂

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１月３日 昆明市南区、昆明县金马寺村 １２枚 ９架 滇缅路修车厂、中国运输公司

昆明站、商业街

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１月５日 昆明市区华山东路、平政街、圆通山

等地
百余枚 １２架 商业街 、民房

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１月６日 昆明县属金马寺村 １枚 １架 第十修理厂

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１月８日 昆明市威远街、翠湖南路、青云街等地 ８２枚 ２８架 军分校、商业街、医院

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１月２２日 昆明市凤翥村、前卫营、柿花桥等地 ５１枚 ２０架 纺纱厂、小西门外仓储里、滇缅

铁路

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１月２３日 昆明市区；昆明县西坝村、龙院村等 不详 ６架 西南运输处汽车修理总厂、

民房

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１月２９日 昆明市东南区正义路、民生街、县训处

等地
百余枚 ２２架 商业街、民房

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２月７日 昆明市区、西南运输处汽车修理总厂 １１枚 ６架 汽车修理厂

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２月９日 昆明县苍竹乡 ７枚 ９架 望朔村火车站、中央机器厂、

民房

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２月２１日 昆明市区 不详 ３架 民众

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２月２６日 昆明市区、昆明县平定乡 １０９枚 ２７架 滇黔运输昆明分站、停车场、５１
兵工厂、商业街、民房

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２月２８日 昆明拓东体育场 １０枚 ６架 体育场

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３月９日 昆明市安宁县郎家庄 ８枚 ６架 安宁郎家庄钢铁厂

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３月１０日 昆明县干海子工兵团 １１枚 ８架 干海子工兵团

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４月７日 昆明市青云巷、华兴巷、龚家村等地 ３４枚 ２７架 商业街、民房

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４月８日 昆明市城北区、东北郊区等 百余枚 ２７架 军需处、军分校、警察二分局、

医院、商业街、民房

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１日 昆明市区及市区东郊 不详 ６架 商业街、民房

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２日 昆明市翠湖、洗马河以及昆明市西北区 不详 １９架 商业街、民房

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４月２６日 昆明市第五区以及市区西郊 不详 ９架 云南纺纱厂、“中央”银行仓库、

云南制革厂、商业街、民房

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４月２９日 昆明市护国路、圆通街、瓦草庄等地 １２７枚 ２７架 滇越车站、滇缅路、外交办事

处、法美领事馆、商业街

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５月８日 昆明市北城外弯子埂，昆明县大涵洞 数十枚 １８架 民房

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１日 昆明市区东郊及南城、昆明县东陂乡 ３２枚 １５架 商业街、川滇铁路、无线电、

民房

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２日 昆明市东南区华山西路、钱局街、老君

殿等
６０枚 １５架 学校、洗马河军分校、商业街、

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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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空袭时间 主要轰炸区域 投弹数量 敌机数量 主要轰炸目标

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８月１０日 昆明县大渔镇马子街 百余枚 ２７架 电气炼铜厂、电工器材第一厂、

昆湖电厂、铁路、公路

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８月１２日 昆明县黄土坡、石关、东北郊茨坝 ７０余枚 ２７架 ＂中央＂机器厂、盐务管理局修
车厂等工厂、民房

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８月１３日 昆明市中心及西北区、昆明县小东村 １３２枚 ２７架 西南运输处、商业街、民房、民

政厅办公楼

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８月１４日 昆明市区、昆明县金汁河 １７１枚 ２７架 学校、云南汽车公司修理厂、商

业区、民房

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８月１７日 昆明市区西北及东南两区 １０２枚 ２７架 政府机关、商业街、学校、民房

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８日 昆明市区麻园、交三桥、环城东路等地 ２３枚 １０架 商业街、民房

表２　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年）至民国三十三年（１９４４年）日军空袭昆明情况表［２］４９－５０，［４］４０－１３３

空袭时间 主要轰炸区域 投弹数量 敌机数量 主要轰炸目标

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年）４月２８日 昆明县云卫乡、义合乡、莲德镇等地 不详 ２７架 民房

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年）５月１５日 昆明县莫西厂村、云卫乡、巫家坝机场等 数十枚 ３６架 机场、民房

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年）９月２０日 昆明机场、昆明县云卫乡、龙泉镇等地 不详 ２７架 机场、铁路、汽车修理厂、民房

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１８日 昆明市东郊巫家坝机场、昆明县和甸

营村
不详 ２７架 机场、公路、商业街、民房

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２２日 昆明市区、昆明县和甸营村、官渡镇

等地
７０余枚 ４２架 机场、民房

民国三十三年（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１日 昆明县昆明机场附近、桥村、小东村等 ２２枚 不详 机场、民房

　　综上可知，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８日
至民国三十三年（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１日，日军空袭
昆明共５４天，轰炸次数由于部分时间是一天遭两
批次及以上的日本军机轰炸而难以统计，尤其是

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和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
两年之中昆明频繁遭日军空袭。在日军空袭昆明

的６年时间里，除统计不详外，日军为了袭击昆明
共派遣了飞机９７８架，投弹超过２２７０枚，轰炸目
标有交通、工厂、机关、民房等。日军在破坏昆明

的交通运输线和工厂生产的同时，阻碍了西南抗

战大后方的建设和反法西斯国家的对华援助，从

而削弱中国的抗战力量。

三、日军空袭昆明的特点

通过对轰炸持续时间、轰炸目标、轰炸结果等方

面的归纳、分析，得出日军空袭昆明具有时段性、破

坏性和无差别性三大特征。

一是时段性。在日军空袭昆明的６年时间里，
除了民国三十一年（１９４２年）尚无记载，民国二十七
年（１９３８年）、二十八年（１９３９年）以及三十三年
（１９４４年）昆明遭日军空袭天数较少，据记载每年均
为１天；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三十年（１９４１年）
和三十二年（１９４３）年分别轰炸１７天、２９天和５天，
共５４天。因此，日军轰炸昆明的时段集中在民国二

十九年（１９４０年）、和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其次是
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年），但不是每年都对昆明进行
次数相近的轰炸。

二是破坏性。敌机通过爆炸弹、燃烧弹、手榴弹

等，以昆明地区的交通、医院、学校、工厂、街道、历史

建筑等为轰炸目标，造成巨大破坏、损失和伤亡。据

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４月２８日昆明市政府呈报
的《抗日战役敌机空袭轰炸损失表》中统计，民国二

十七年（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８日至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
１２月１８日，“敌机出动３４０架飞机进行了２０次轰
炸，人口伤亡２３９９人，难民人数７１７５人，房屋损毁
数７６１０间”［５］。另据《抗战期间日军袭滇伤亡损失
总计》统计，抗战期间“敌机空袭昆明 ４１次，共计
８４９架飞机，投弹２６０６枚，损毁房屋２２３１６间，被
炸伤亡人数为 ２４３０人（其中受伤 １５１４人、死亡
９１６人）”［１］４１６－４１７。昆明成为整个云南省遭受空袭
最严重的地方，这影响到了抗战大后方建设及其对

全国的抗战支援。

三是无差别性轰炸。这是“出于某种军事和政

治目的，对军事目标与非军事目标不加以区别的狂

轰滥炸”［２］３３。由表 １可知，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
年）至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日军空袭昆明，包括以
教育设施、街道、机关、平民为目标，违反了世界战争

法则，是反人类的罪行。其表现在对居民区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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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疏散掩蔽地及人群进行投弹或者机枪扫射，例如

昆明“九·二八惨案”“交三桥惨案”“武成路惨

案”等。

四、日军空袭昆明的社会影响

日军空袭昆明，其社会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第

一个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其造成了巨大的人

员伤亡，使昆明的工商业、交通、医疗、城市街道等遭

到严重破坏。前文有相关的涉及，在此不再重复。

另一方面，也是客观存在而不能忽视的方面。昆明

为了应对日军空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更为值得

探究。下面拟从昆明的防空、医疗、工商、交通四个

方面，对后一个社会影响加以探究。

（一）在防空方面，日军空袭昆明，最为直接的

影响就是阻碍昆明的防空建设。马伯良先生《抗战

时期云南的防空》一文指出：“抗战时期云南省空

防，仅编组了名为高射炮团，实则仅有高射机枪两营

（每营三个连），防空力量薄弱。……日军首次对空

袭昆明空袭后，连续对马街子，小坝工厂、五华山机

关进行轰炸。死伤破坏，虽不像第一次的严重，但静

候着，眼望着被炸，毫无抵抗力的表现，人人精神上

的打击，真是受够了。”［６］在此情况下，云南省政府

在改扩抗战前的 ２４个飞机场的基础上，另新建了
３８个飞机场，其中昆明地区就有当时巫家坝飞机
场、呈贡飞机场、小麻苴飞机场和官渡干海子飞机场

等等［７］。且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年）８月曹觉迟将
军在昆明组织成立了航空委员会特务旅第五团，作

为空军地面警卫部队，连同中美空军混合大队以及

同年３月４日由飞虎队改编、扩充成的“美国第十四
航空队”进驻昆明，增强了与日机空战的作战力，日

军则因飞机袭昆受损增多而相应地减少了对昆明的

轰炸。

同时，为了减少敌机空袭昆明的人员伤亡，从遭

受首次空袭后发出汽笛，发展到后期建立了较为完

整的警报标识。据《抗战时期敌机袭昆伤亡简记》

记述：“最初，凡敌机入云南境内，即由防空司令部

派单车队持小红旗驰行市中，以示欲行警报。待敌

机深入，则鸣警报器，以示空袭警报，其声间隔稍长。

如敌机距市空不远，则再鸣警报器，其声间隔短而

急，即紧急警报。警报解除时，除警报器长鸣外，并

由单车队持小绿旗遍示城乡。后因这种车队需人甚

多，且驰行未易普遍，遂于五华山顶望塔及各街口

守望所，悬挂布制灯球以为警报。欲行警报悬一红

灯，空袭警报悬二红灯，并鸣警报器，紧急警报则警

报器作短鸣，同时收去所悬二红灯；斯时敌机已将入

市空。敌机既离市空，则仍悬二红灯，谓之恢复空袭

警报，俟敌机出境则改悬一绿灯，表示警报解除，同

时警报器作长鸣，数分钟而止。后又将红绿灯球改

为长形布桶，其悬挂之制与前同。”［４］１４０－１４１

此外，云南先后在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年）秋、
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底、民国三十三年（１９４４
年）冬建立了３个高射炮营，采取了当时世界通行
的划区域防空和地面监视的办法，使得“云南地面

防空系统达到当时国内掌握的最高水平”［８］。自

此，昆明地区建立起了由防空司令部指挥的空中与

地面相配合的完整防空体系。

（二）在医疗事业方面，由于日军空袭昆明造成

了大量伤亡，云南省政府下令在蔡公祠内成立防空

司令部，禄国藩任司令，其下设救护大队、空袭紧急

救济委员会和散委员会三个组织。“救护大队：由

省卫生处负责组织，后晋修为救护大队长，陈朝觐任

救护大队附，分别由昆明的医疗单位组成救护队；每

队指定队长１人，队员１０至１５人；掌握救护包扎知
识；每次空袭时，队员就地自己找地方掩蔽，到解除

紧急警报后，救护队立即奔赴被炸地区，对受伤者作

适当包扎；即送附近医院在进行处理抢救。死亡的

亲人领尸掩埋；无人认领的，由慈善会收埋。空袭紧

急救济委员会，由国民党昆明市党部樊某亲自主持，

党部会址在翠湖水月轩。委员会掌管经济救济物资

及款项药品等，对空袭被炸的市民家庭适当发给救

济。散委员会，由禄国藩亲自主持，除布告单位和市

民自己设法疏散外，同时在玉案山脚海源寺，岗头村

盖了约五幢五十间疏散平房简易平方租给市民作疏

散房。”［４］１３３－１３７通过救助伤者、救济被炸家庭、修盖

疏散房等措施，有效应对了日昆空袭昆明造成的人

员伤亡问题，为昆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保障。

（三）在工商业方面，抗日战争期间，昆明作为

云南的省会，人口逐渐增加，伴随着沿海工矿企业内

迁，市场范围和容量也相应得到扩大，促进了昆明地

区工商业的发展，尤其是“战时昆明工业企业生产

了大量的抗战物质和军需产品，支撑中国抗战的半

壁江山”［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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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需产品方面，昆明地区的生产企业主要有

第２２兵工厂、第５１兵工厂、第一飞机制造厂、中国
无线电器材厂、云南钢铁厂、中国电力制钢厂等，所

生产的军需品，包括炮用制式光学仪器、机枪、飞机、

五角测远镜、望远镜、钢铁、象限仪、无线电子产品、

行军指北针、战备工业煤等。除军需品外，还生产了

许多辐射整个西部地区的民用生活物品，特别是昆

明北郊茨坝的“中央”机器厂发挥了骨干作用，还有

“中央”电工器材厂、裕云机械厂、昆明水泥厂等等，

主要生产纺织机、煤气机、重油机、蒸气锅炉、车床、

柏色麦电力炼钢炉、碾米机、炼油设备、起重机摇车、

电线、电池、电灯等等。

在昆明的军、工、商企业与当地人民，团结协力，

克服了空袭威胁与打击、资金相对短缺以及生产生

活条件艰苦等困难，凝聚力量，支援抗战。随着昆明

变为国际市场，全国４０余家商业分行纷纷来滇设立
分、支行，直接流入滇省的法币截至民国三十二年

（１９４３年）止，估计已达五六十亿元以上。［４］１９２－１９８

（四）对昆明交通发展的影响。在日军空袭昆

明，破坏川滇铁路、巫家坝机场、滇缅公路等交通基

础设施的同时，云南地方政府在开辟国际援华物资

通道和抗战大后方建设的背景下，在重建日军空袭

昆明所破坏的交通线同时，也积极以昆明为中心开

辟新的国际、国内交通运输线，比如“史迪威公路”、

驼峰航线、滇越公路、昆兴公路、叙昆铁路、滇缅铁

路、中印输油管工程等，客观上加快了昆明地区交通

的发展。

另外，昆明的城内交通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市区主要街道，青石铺设的路面不但较为平整而宽

阔，而且路面上也有了汽车、马车、滑竿等运输工具，

让昆明“整齐宽阔的马路上，中间走汽车，两边走人

力车，商店门外全是人行道。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无

论男女老幼，都能自觉靠左前行，使街道两旁自然成

为‘来与往’两大行列”［１０］。昆明市内的交通及运

输的改善，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的，如未遭日军空袭

也会自行发展，但是在完全相反的历史条件下，这是

结合内迁昆明企业的发展，人民协力修筑的结果。

五、结语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的空袭，给昆明人民造成了

重大灾难。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巨大，破坏了街道、

交通、企业、房屋等等，对昆明甚至是对整个云南地

区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社会方面都造成了不可

估量负面影响，这是最为主要的。尽管如此，昆明人

民并没有畏惧日军的空袭行为，并在空袭后愈发坚

定、团结，积极生产，生产出数倍军、民必需品，而且

捐钱捐物、踊跃参军，不计得失地建设交通干线，保

家卫国，支援抗战。此外，不可否认的是，为应对日

军空袭，昆明地区在军事防空建设、交通运输线开

辟、医疗事业以及工商业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加强和

提升。在被轰炸的土地上重建与发展，为滇西抗战

和整个云南的抗战提供了必要的、强有力的保障，也

通过“史迪威公路”、驼峰航线等国际通道源源不断

地运送物质，支援了全民族的抗战。因此，遭受日军

空袭下的昆明及昆明人民，在残酷的战争条件下不

畏强敌，在困苦条件下坚持生产，在保证国际物资援

华通道畅通下运输援华物资，以实际行动支援全民

族抗战，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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