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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重要战役的史实和抗战中英勇殉国的爱国将领的生平，作
一简要的介绍，推开了一扇学术研究禁区的大门，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歌
颂了广大官兵反抗侵略、英勇杀敌的爱国主义热忱，以及填补了我国全民族抗战史的一页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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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个时期，从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到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了对华作战的策略，对中国政府由过去的军事进攻为主、
政治诱降为辅，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
国民党亲日派首领投降了敌人，继续抗战的国民党的主要当权者坚持反共方针，强化了反共摩擦的活
动。
　　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先后失陷，日军由华北一直打到华南，尽管占领了中国的
大片领土，但部队伤亡很大，急需修整和补充。
随着战区的扩大和战线的延长，中国战场上的侵华日军十分分散，兵力不足、资源匮乏、财政困难的
弱点开始暴露。
敌人已无力再发动像前期那样大规模的连续军事进攻。
　　这时期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先后建立起十多块抗日根据
地和游击区。
使敌人后方的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
敌人不得不暂时放松对正面战场的进攻，而将大部分侵华兵力投入敌后战场，与八路军、新四军作战
，以巩固其占领区。
　　因此，自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日本政府就改变了对正面战场速战速决的策略，即由过去以军
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策略。
从1938年11月3日到12月22日，日本政府的近卫首相连续两次发表声明，阐述所谓调整日中关系的新方
针。
这个时期敌人对正面战场发动的部分攻势，不再是以攻城略地为主，而是以打击和削弱中国军队的有
生力量、掠夺战争资源、打通交通线等为主。
通过由速决战到确保占领区的策略转变，来达到敌人“以战养战”和“分化抗日统一战线，分裂国共
合作，引诱国民党政府投降”的目的。
　　而国民党的主要当权者对于蓬勃兴起的抗日民主运动，日益发展的人民力量，十分惧怕。
日本政府策略上的变化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很快得到了反映。
12月，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由重庆逃至河内，公开降敌，继续抗战的国民党主要当权者的反共活动也有
所加强。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立防共委员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
共”的具体政策。
制造多次反共摩擦事件。
　　这时期日军对正面战场也发动了一些规模不等的进攻，如：南昌、随枣、枣宜会战，三次长沙会
战，桂南会战(包括昆仑关战役)，上高战役，以及中条山战役等。
在这几次战役中，中日双方互有胜负，没有出现过影响整个战局的大的军事行动。
尽管如此，就中国战场的全局来说，不管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胜负如何，客观上对共产党敌后战场
的作战，还是起到了牵制敌人的作用；同样，敌后战场的作战，使日军减轻了对正面战场的军事压力
，实际上也支援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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