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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国军事史(第3卷)》是新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记叙民国时期军事历史的著作。
前人的民国军事史，只有民初军事史、国民革命军军事史、抗日战争史、解放战争史等，未有一部完
整的民国军事史著作。
《民国军事史(第3卷)》的问世，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民国军事史(第3卷)》对民国时期历次重大战役发生的政治背景均有较为详尽的阐述，观点明确，将
民国时期的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展现在读者面前，对认识战争的性质及其影响有所裨益。
《民国军事史(第3卷)》编著者积累了大量的相关的档案文献，加以梳理，介绍了民国时期军事派系、
编制、沿革及历次重要战役的过程，内容充实，文字通畅，既有可读性，又有学术价值，可为一般读
者阅读，又可供教学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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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姜克夫（1913—1993），历史学家，民国军事史权威学者。
解放前曾任《八路军军政杂志》编辑，建国后历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政协文史办
公室副主任等。
著有《民国军事史略稿》、《中华民国大事记（1905—1949年）》，《抗日根据地鲁西北区（新善本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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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十四章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双方兵力和重要战役　第一节　抗日战争爆发前敌我友三方战略形势
　第二节  中日战争的导火线——卢沟桥事变　第三节  中国的军事力量和部队编制概况    一　国民党
军队编制    二　共产党军队编制　第四节  日本的军事力量和部队编制概况　第五节　淞沪会战    一　
淞沪战役的三个阶段    二　淞沪战争中日战斗序列　第六节　平汉线的溃败    一　平汉线溃败始末    
二　石家庄战役前中日战斗序列　第七节　太原会战    一　太原保卫战全过程    二　太原会战中日战
斗序列　第八节　津浦线的溃败    一　津浦线溃败始末    二　津浦北段之战中日战斗序列　第九节　
徐州会战    一　徐州会战全过程    二　徐州会战中日战斗序列　第十节　武汉会战    一　武汉会战全
过程    二　武汉会战中日战斗序列　第十一节　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第十五章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前期中日双方兵力和重要战役　第一节　武汉、广州失守后敌我友三方战略形势
　第二节  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和部队编制概况    一　国民党军队编制    二　共产党军队编制　第三节 
日本侵华军的兵力和部队编制　第四节　八路军一二九师冀南反扫荡歼敌香城固　第五节　南昌争夺
战    一　南昌争夺战全过程    二　南昌争夺战中日战斗序列　第六节　八路军一二。
师挺进冀中歼敌齐会    一　八路军挺进冀中    二　齐会战斗中日战斗序列　第七节　鲁西反“扫荡”
八路军一一五师歼敌陆房和梁山泊    一　八路军鲁西反“扫荡”    二　梁山泊歼灭战中日战斗序列　
第八节　八路军消灭张荫梧、乔明礼河北民军之战    一　八路军反张荫梧、乔明礼顽军始末    二　我
、顽双方战斗序列　第九节　第一次长沙会战    一　第一次长沙会战全过程    二　长沙会战中日战斗
序列　第十节　晋察冀八路军冬季反“扫荡”击毙阿部规秀    一　晋察冀八路军冬季反“扫荡”    二
　晋察冀八路军反“扫荡”中日战斗序列　第十一节　昆仑关会战    一　昆仑关会战全过程    二　昆
仑关会战中日战斗序列　第十二节　八路军反击阎锡山吞并决死队之战    一　八路军反击阎锡山始末  
 二　八路军反击阎锡山双方战斗序列　第十三节　八路军讨伐石友三战役    一　八路军讨伐石友三始
末    二　八路军讨伐石友三双方战斗序列　第十四节　八路军消灭朱怀冰之战    一　八路军消灭朱怀
冰始末    二　八路军消灭朱怀冰双方战斗序列　第十五节　日军攻略宜昌战役    一  日军攻略宜昌全过
程    二　宜昌战役中日战斗序列　第十六节　八路军在华北对日军发动百团大战    一　百团大战的两
个阶段    二　百团大战中日战斗序列　第十七节　新四军苏北黄桥歼灭顽军李守维之战    一　新四军
歼灭顽军李守维全过程　　二　黄桥战役我、顽战斗序列第十六章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期中日双方
兵力和重要战役　第一节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我友三方战略形势　第二节  中国的军事力量和部队
编制概况    一　国民党军队编制    二　共产党军队编制　第三节  日军侵华兵力和分布概况　第四节　
国民党发动消灭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变    一　皖南事变全过程    二　皖南事变国共两军战斗序列　第
五节　上高战役    一　上高战役全过程    二　上高战役国民党军和日军参战军队序列　第六节　国民
党军在中条山的溃败    一　中条山会战概况    二　中条山会战中日两军双方战斗序列　第七节　第二
次长沙会战    一　第二次长沙会战概况    二　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日双方战斗序列　第八节  日军对晋察
冀的冬季“扫荡”    一  日军对晋察冀冬季“扫荡”及我军反“扫荡”过程    二　晋察冀反“扫荡”作
战中日双方战斗序列　第九节  日军对沂蒙山区的冬季“扫荡”    一  日军对沂蒙山区冬季“扫荡”概
况    二  日军对沂蒙大“扫荡”双方战斗序列　第十节　第三次长沙会战    一　第三次长沙会战全过程 
  二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双方战斗序列　第十一节　日军对晋绥的春季“扫荡”    一　日军对晋绥春
季“扫荡”概况    二  日军对晋绥春季“扫荡”双方战斗序列　第十二节  日军对太行太岳的“扫荡”   
一　日军对太行太岳的“扫荡”概况    二　太行太岳战役中日两军序列　第十三节　中国远征军支援
英军保卫缅甸战役    一　保卫缅甸战役全过程    二　保卫缅甸战役中英盟军与日军双方战斗序列　第
十四节　日军对冀南“四·二九”“扫荡”    一　日军对冀南“四·二九”“扫荡”概况    二  “四·
二九”大“扫荡”中日两军战斗序列　第十五节　日军对冀中“五—·大扫荡”    一　目军对冀中“
五·一大扫荡”全过程    二  “五·一大扫荡”中日两军战斗序列　第十六节  日军打通浙赣路战役    
一  日军打通浙赣路战役全过程    二  日军打通浙赣路战役中日双方战斗序列　第十七节  日军对冀鲁豫
“九．二七大扫荡”    一  日军对冀鲁豫“九·二七大扫荡”概况    二　冀鲁豫“九·二七大扫荡”敌
我双方战斗序列　第十八节  日军对华中新四军的冬季大“扫荡”    一  日军对华中新四军冬季大“扫
荡”概况    二　反“扫荡”中新四军和日军双方参战主要部队序列第十七章  抗日战争相持段后期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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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兵力和重要战役　第一节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向胜利敌我友三方战略形势　第二节  中国的军
事力量和部队编制概况    一　国民党军队编制    二　共产党军队编制　第三节  日本侵华兵力和分布概
况    一　中国派遣军    二　关东军　第四节　晋冀鲁豫八路军讨伐庞炳勋、孙殿英战役    一　八路军
讨伐庞炳勋、孙殿英战役概况    二　八路军与汪伪军双方战斗序列　第五节　冀鲁豫八路军阻击李仙
洲中央军入鲁战役    一　八路军阻击李仙洲中央军入鲁战役概况    二　八路军阻击李仙洲中央军入鲁
战役双方战斗序列　第六节　山东八路军歼灭秦启荣、刘桂棠战役    一　八路军歼灭秦启荣、刘桂棠
战役概况    二　八路军歼灭秦启荣、刘桂棠战役双方战斗序列　第七节　常桃会战    一　常桃会战全
过程    二　常桃会战中日两军战斗序列　第八节　日军进攻中原战役    一  日军进攻中原战役全过程    
二　中原会战之中日两军战斗序列　第九节  日军进攻长衡战役    一  日军进攻长衡战役全过程    二　
长衡会战之中日双方战斗序列　第十节　日军进攻桂柳战役    一  日军进攻桂柳战役全过程    二  日军
进攻桂柳战役中中日双方战斗序列　第十一节　晋冀鲁豫八路军挺进中原    一　晋冀鲁豫八路军挺进
中原全过程    二　八路军挺进中原的战斗序列　第十二节　陕北八路军挺进湘粤赣边    一　陕北八路
军挺进湘粤赣边全过程    二　南下支队战斗序列　第十三节　新四军挺进豫皖苏浙    一　新四军挺进
豫皖苏浙全过程    二　新四军挺进豫皖苏浙战役敌我双方战斗序列第十八章　中国军队的反攻　爹一
节  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失败后中国战场的战略形势　第二节  中国的军事力量和部队编制概况    一　国
民党军队编制    二　共产党军队编制　第三节  日本侵华兵力和分布概况　第四节　中美英联军打通中
印交通线战役    一  中美英联军打通中印交通线战役全过程　　二　中美英联军打通中印交通线战役敌
我双方战斗序列　第五节　中国远征军缅北会师之役    一  中国远征军缅北会师之役全过程    二　我国
远征军和日驻缅军双方战斗序列　第六节　中国陆军粉碎日军湘西反扑战役    一  中国陆军粉碎日军湘
西反扑战役全过程    二　湘西粉碎日军反扑之战中中日双方战斗序列　第七节　山东八路军的反攻    
一  山东八路军反攻全过程    二　山东八路军反攻敌我双方战斗序列　第八节　晋冀鲁豫八路军的反攻
   一　晋冀鲁豫八路军反攻全过程    二　晋冀鲁豫八路军反攻中八路军与敌伪军战斗序列　第九节　
晋绥八路军的反攻    一　晋绥八路军反攻全过程    二　晋绥八路军大反攻敌我双方战斗序列　第十节
　晋察冀八路军的反攻    一　晋察冀八路军反攻全过程    二　晋察冀八路军反攻中敌我双方战斗序列
　第十一节　华东新四军的反攻    一　华东新四军反攻全过程    二　华东新四军反攻战役敌我双方战
斗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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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武汉、广州失守后敌我友三方战略形势自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至1938年10月广州、武汉
相继沦陷，其间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抗战，虽然国民党的军队在淞沪、忻口、台儿庄、武汉等地对日
军的进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终因军队的素质和武器装备不及日军，以致沿海和华北、华中、华南重
要城市和铁路沿线均被日军侵占，国民党的军队退入西北、华南、西南偏僻的山岳地区。
1938年冬起，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国民党的正规军与日本侵华军基本上形成了如下对峙态势：卫
立煌第一战区以洛阳为轴心，背靠豫西伏牛山，控制晋南的中条山脉与占领同蒲南段及豫北的多田骏
华北派遣军平田健吉第三十七师团，前田治的第三十五师团对峙；阎锡山第二战区，以吉县为中心的
晋西南数县为中心，背靠陕北宜川，与占据太原的筱塚义男第一军对峙；顾祝同第三战区以皖南屯溪
为中心，背靠浙、赣、闽腹地，与日军西尾寿造的中国派遣军藤田进第十三军对峙。
1938年10月21日余汉谋不战放弃广州，举国哗然，粤军宿将张发奎回粤任第四战区长官，以韶关为基
地，指挥两广的部队与日军安藤利吉的第二十一军对峙于北江、西江；李宗仁第五战区以襄樊为根据
地，置主力于鄂北、豫南的大洪、桐柏山区，另派其副长官李品仙率桂军两个军留置于平汉路东大别
山区，牵制日军西进；朱绍良第八战区以兰州为基地，指挥五马回军和傅作义军，与日军冈部直三郎
的蒙疆军对峙于绥蒙的五原和黄河河曲；薛岳第九战区以衡山为基地，与日军中国派遣军冈村宁次第
十一军对峙于赣、湘、鄂边的幕阜山脉和鄱阳、洞庭湖畔。
1939年11月日军为截断我国通越南的交通线，发动南宁战役，蒋介石又划粤北为第七战区，委余汉谋
为长官，与日军对峙于北江。
1940年6月，日军发动宜昌战役，蒋又重建第六战区，委陈诚为长官，以恩施为基地，与日军冈村宁次
第十一军对峙于湘鄂西山区。
其中以李宗仁第五战区和薛岳第九战区兵力最大，各有五十多个师，其余战区兵力多在二十至三十师
之间。
蒋介石为便于指挥南北各战区，于桂林、天水设立行营，分别委白崇禧、程潜为行营主任。
日本军国主义着在淞沪击溃我国军队，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诱降未获成功后，即陆续建立北平王
克敏、南京梁鸿志两个傀儡政权。
但日军动员陆军八十五万人耗费军饷每年为五十五亿日元，伤亡官兵数十万人，经过徐州、武汉两大
会战，仍未能消灭我国军队主力；而侵占的华北、华东广大地区又被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所收
复，后者扩编抗日军队，建立人民政权，使日伪不能进行人力物力资源的掠夺。
日本侵略者眼看这场战争将要旷日持久地打下去，其大部分兵力将长期被牵制在中国战场，势必影响
其对苏联的侵略战争，这是违反其既定国策的。
为使其军队主力早日从中国战场的泥淖中拔出来，1938年11月16日在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相临
时阁议上，日方决定将各省在华的特务机关合并，成立兴亚院，由总理大臣任总裁，派喜多诚一中将
等分任华北、华中、蒙疆、厦门等地的联络部长官，确定对华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总方
针。
为贯彻以上方针，他们一面编组新的师团和独立混成旅团来华，将战斗力最强的“常设”及“特设”
师团调往满洲和国内，一面派出大批特务人员，以实现“中日经济提携”，共同防共，恢复卢沟桥事
变前的状态为饵，对国民党政客和各地军事实力派进行诱降策动。
蒋介石在爱国将领和全国人民推动下，未敢步汪精卫后尘向日本帝国主义屈服，但对中共势力的迅猛
发展却极其恐惧。
为扼制共产党的发展，国民党中央于1939年1月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政策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制
定了一整套“溶共”、“限共”、“反共”的具体政策。
主要为“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前者旨在限制中共在蒋管区的活动，后者则
规定在军事上如何对付中共的武装，1938年12月，国民党即组建以胡宗南任副长官的第十战区，以十
几个师的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组建以于学忠任总司令，韩德勤、沈鸿烈任副总司令的鲁苏战区，与
中共争夺鲁南、苏北；组建以鹿钟麟任总司令，石友三、庞炳勋任副总司令的冀察战区，与中共争夺
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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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于1938年9月1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举行六届
六中全会扩大会议，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素以钦差大臣自居的王明，十年内战期间贩卖教条左倾路线，杀害了那么多共产党人；他主张第三种
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使中共失去一切同盟军，最后导致中共放弃根据地长征，三十万红军被摧残得
只剩下三万人。
抗战爆发后，王明由苏联回国任中共长江局书记，执行莫斯科的指示，为争取国民党军在东方牵制住
日军，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反对上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洛
川扩大会议确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进行抗日斗争的路线，主张将抗战以来中共组织
的游击队交给国民党改编，建立的抗日政权交给国民党接收，甚至提出将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改编
成的林彪第一一五师，调到保卫大武汉的战场，在阵地战中全部葬送。
王明的主张显然对中国革命是不利的。
在六中全会上，王明的右倾投降路线遭到了批判。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
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
重新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驳倒了王明从莫斯科贩来的不顾中国国情，把中共工作
重心放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的“合法”运动上，轻视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性
，将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希望完全寄托到国民党军队正规战上的错误理论。
会上确定将党的工作重心放到战区和敌人后方；撤销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将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升格为
东南局，由项英任书记；另组织南方局，以周恩来任书记；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
针。
为巩固华北，当即命令罗荣桓率一一五师师部和三四三旅向鲁西挺进；贺龙率一二。
师三五八旅挺进冀中；刘伯承、邓小平率一二九师主力进入冀南；1939年4月又派徐向前、朱瑞率一二
九师津浦支队进入鲁中，组织第十八集团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苏、鲁、豫、皖地区的八路军各部；
设立中原局，委刘少奇为书记，领导新四军向淮北、苏北地区发展。
这样，在抗战相持阶段前期的战略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就将其侵华军的主力基本上调往满洲和国内
，而以新组建的三四流师团和混成旅团应付中国战场，除了对国民党进行了几次旨在迫降的小战役之
外，其主要兵力放在华北敌后对八路军进行“扫荡”，妄图确保其占领区的治安，以便掠夺资源，达
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
八路军、新四军为了坚持抗战，既要应对日军不断的“扫荡”，又要应对国民党在敌后的反共部队，
处于两面作战的艰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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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弃我昔时笔，着我战时衿，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
齐从军，净胡尘，誓扫倭奴不顾身！
  　　——《知识青年从军歌》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
抗战之责！
  　　——蒋介石 《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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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国军事史(第3卷)(套装上下册)》：1937-1945日本侵华和全民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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