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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郭汝瑰、黄玉章任主编，田昭林、王文荣、张毓清、戚厚杰任副主编，萧克题写书名。
参加编写和编审的有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国共两党的将领，也有研究军事史的专家，他们查阅了大量国
家和地方档案馆的抗战原始档案，参考了日、美、英以及我国大陆、台湾出版的300多种图书，经6年
写作、4次修改，得以完成。
本书实事求是地反映正面战场上的抗日历史,既不为之“擦粉”，也不为之“抹黑”，还历史以本来面
目，让全世界人民了解日本侵华，以及中国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寇的真实面貌；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审
时度势，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
     本书的核心内容，是按事态的发展（同时也是按地域、地区），将正面战场上开展的主要战役、战
斗都作了介绍。
每一重要战斗，都交代背景、中日双方的作战指导与兵力部署、作战经过，并对中国军队的得失加以
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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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汝瑰（1907～1997）军事家
原名郭汝桂，四川铜梁县人（现重庆铜梁人）。
1926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
1927年春受吴玉章指派四川，在其堂兄郭汝栋军中任排、连、营长，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失去党的联系后赴日留学。
抗战时期，参加凇沪及武汉战役、长沙第三次会战，立有战功。
1945年12月和1946年3月，两次在重庆密见董必武并接受指示继续在国民党内部、解放战争时期在蒋介
石身边工作，为中共中央提供国民党军队的重要情报。
1949年任叙泸警备司令和国民党第22兵团司令，12月11日率领国民党72军在四川宜宾起义。
建国后，历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全国政协委员、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
职。
1980年重新入党。
主编和著有《中国军事史》、《郭汝瑰回忆录》和《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1997年10月23日，因车祸与世长辞，享年90岁。
中央军委在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赞颂他的一生是“惊险曲折、丰富深刻的一生”，“为抗日战争的
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原国民党国防部中将作战厅长郭汝瑰，这位常在蒋介石身边参与指挥作战的高级将领，在国共两党的
大决战中，为我党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最后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指引下，以国民党二十二兵团
司令兼七十二军军长的身份，率部在四川起义，被退踞台湾的国民党称为“最大的共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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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第二章 “七七”事变和平律作战第三章 华北作战第四章 华
东战局第五章 武汉会战及广州失陷第六章 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第七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抗战
第八章 走向最后的胜利后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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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绪论　　写作动机及指导思想　　1937年中国爆发的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
〔1〕中国各族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而展开的这场伟大的民族解
放战争，最终取得了全面胜利。
这场战争的胜利是“我们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不分阶级贫富，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党派信仰，
一致奋起，义无反顾，与日寇做生死的决斗”〔2〕而获得的，是在“世界人民的支援和反法西斯同
盟国的配合下”〔3〕获得的。
中国所有参加抗战的政党、阶级以及各阶层爱国人士，虽然在不同的战略阶段，在精神和物质的各方
面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但战争的胜利和他们作的贡献是不可分割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存在着两个战场，即由国民党及其政府领导的军队担负作战任务的正面战场和由共
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担负作战任务的敌后战场。
这是1927年以来中国政治、军事的延续、发展造成的，也是中、日力量对比和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
的，是当时具有中国特点和进步意义的特殊现象。
　　中国长期受封建主义统治，闭关自守，科技落后，武备不修，鸦片战争失败后沦为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自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经过105年之久，才摆脱被瓜分的危局。
如此严酷的历史教训，我们子孙后代永远不应忘记。
为了振兴中国，使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必须研究中国的近代史，尤其是中日战争史，
应该“全面地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借以启迪后人，指导将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对敌后战场的叙述较多，对正面
战场则较少涉及。
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方针，给全面、深入研究抗日战争
的历史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正面战场的研究也提上工作日程。
特别是近几年来，有关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著作大批出版，报刊上也发表了很多见解深刻的文章，使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
但是，有些作品基本上是参照台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籍撰写的。
　　然而台湾的有关著作，特别是官方著作，绝大多数对抗日战争总体格局的叙述不符史实。
如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全书只提国民党、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行动及其文件，对共产党
的抗战，则除了否定与批判外，不著只字。
甚至国民党中坚持抗战的冯玉祥和李宗仁，在书中也被写成“反叛将军”、“阴谋活动”家。
有的书更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肆意诬蔑。
如何应钦在《为邦百年集》中说：在抗日战争中，“我们中国的内奸叛徒——中共，一直和日本军阀
内外勾结，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共同颠覆我们的国家”；〔5〕1987年出版的《抗日战史》仍称抗日
人民武装为“匪”，说共产党“从不从事抗日，专门打击国军”，甚至说“原本纯净的沦陷区，由于
新四军之进入，遂成多事之秋”，〔6〕等等。
对正面战场作战的叙述，则多有掩盖事实、捏造战况的问题。
以淞沪会战为例：中国军队的作战是英勇的，但最后造成大溃败的重要原因是未能适时转移部队，延
误了撤退的时机。
据始终参加该会战的原第36师师长宋希濂说：“在淞沪战场打了近三个月，伤亡过重，部队残缺，每
个师所存人数，多的不过三四千人。
当时主管作战的军事委员会第一部(后改称‘军令部’)及前线的高级指挥官，鉴于已被日军攻占了浏
河、刘行、江湾、真茹（今真如）等地，后方已无可以抽调的兵力增援，均建议迅速将上海战场的主
力部队，有计划地逐步撤到常熟、苏州、嘉兴之线及江阴、无锡、嘉善之线进行整补，实行和日军持
久作战的方针。
无疑，这一方针是正确的，并已获得蒋介石委员长的批准。
十月底，这一方案正在开始实行之际，蒋介石突然于十一月一日晚十时左右，乘专车来到南翔附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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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学校里，随来的有白崇禧、顾祝同等人。
随即召集师以上将领会议⋯⋯他说‘九国公约会议，将于十一月三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
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
我要求你们作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十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
力的同情和支持。
’”〔7〕于是部队转移的计划遂中止执行。
正是由于蒋介石的这一错误决定，才导致淞沪战场几十万部队的大溃败。
可是台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籍中根本不提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却大肆宣扬“领袖天纵英明，肆应万当
，无不终获胜利”，“凡世人以为万无可胜之理者，领袖无不优为之。
”〔8〕宋希濂是1949年末在四川大渡河畔被人民解放军解放的国民党将领。
台湾国民党当局说：“国军部分将校于戡乱作战期间被俘投匪，在中共威迫利诱下，发表不实之言论
文字，歪曲史实或破坏政府威信，或为匪伪鼓吹，言行乖谬，不足采信”，〔9〕并中伤宋希濂“甘
为中共统战工具”，“甘为中共鹰犬”。
〔10〕姑不论早在1980年即已定居美国的宋希濂是不是“在中共威迫利诱下，发表不实之言论文字”
，我们看一看没有被解放军俘虏，逃至台、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是怎么说的。
淞沪会战时任第8集团军总司令和右翼军总司令的张发奎，在其《八一三淞沪战役回忆》中说：“从
整个战略上着眼，敌人强渡苏州河后，退却已是无可疑义而不能再迟延的事⋯⋯当时前敌总指挥陈诚
将军来到我的指挥部，他亦同意我的意见。
可是，最高统帅部却仍迟迟未决，等情况已到了最危急之际，才于九日下达退却命令⋯⋯当我接到命
令时，部队已陷入极度紊乱状态，各级司令部亦已很难掌握其部队了。
因而演成了最后一幕可避免而终不能避免的大悲剧。
”当时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顾祝同，在其《墨三九十自述》中说：我军退守苏州河时，“全般态
势愈形不利。
委员长等于十月二十八日，亲临苏州指示作战机宜”。
下文不说蒋介石指示了什么机宜，却说“十一月五日，日军以有力部队，突由金山卫一带登陆，企图
抄袭松江、青浦、安亭，堵截断京沪、沪杭两路交通，同时苏州河南岸阵地亦被日军突破，我军以腹
背受胁，又缺精锐之生力军可资使用，乃不得不于十一月八日夜开始向嘉兴、苏州一带撤退⋯⋯部队
单位既多，沿途拥塞，加以飞机轰炸扫射，死伤不少，秩序混乱，部队大都失去掌握。
”张发奎、顾祝同虽因立场、地位等关系不得不为其尊者讳，但从字里行间还是可以看出某些实情。
当时的前敌总指挥陈诚，在抗战刚胜利时的私人回忆中就明确地说明：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时，领袖
由电话问陈如何处置，陈答以须调整战线后，领袖又命陈再支持三日，结果蒙受不利之溃退。
”〔11〕由此可见，蒋介石由于决策错误、贻失战机，而成为中国军队大溃败的主要责任者。
这一点事实上是知情国民党将领早就形成的共识。
可是台湾当局出版的各种抗日战史，对此均不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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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对敌后战场的叙述较多，对正面
战场则较少涉及。
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方针，给全面、深入研究抗日战争
的历史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正面战场的研究也提上工作日程。
特别是近几年来，有关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著作大批出版，报刊上也发表了很多见解深刻的文章，使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
　　抗日战争中，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套装上下册)》完整地记录了正面战场各个战役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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