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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会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不仅如此，就像法国人都知道他们的国歌是源于《马赛曲》一样，中国的多数人也都知道，我们的国
歌是源于《义勇军进行曲》。
　　任何一个国家国歌的确定，都与这个国家诞生的历程密切相关。
《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已经开始的时候，那时，中华民族正处在最危险的时候。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是中华民族赖以继绝兴灭的唯一抉择。
靠着由4亿人民的血肉筑成的这道长城，最终，中华民族不仅没有被侵略者征服，并且彻底地打败了
侵略者。
而由于抗日战争的胜利，近代以来一直积弱积贫的中国，走上了复兴之路。
接续下来的便是，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新中国不久之后就诞生了。
由此可见，抗日战争这段历史，对于中国是何等的重要。
　　其实，被新中国确定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着的时候，就已经流
传于世界。
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就在纽约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
由此可见，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是世界瞩目的重要事件。
　　既然抗日战争在历史上有着这么重要的地位，那么它当然会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实际上，无论是受爱国主义教育需要的驱动，还是受历史研究学术探讨需要的驱动，与抗日战争历史
相关的著述，其中包括历史教科书、历史普及读物、历史研究论著等等，在数量上都超过了其他历史
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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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民众却始终无法忘怀。
原因之一是那段为民族生存而战的历史太过血腥和惨烈，注定要铭刻在每一个华夏子孙的心底；原因
之二是侵略者面对中华民族的大度，却始终不肯为此真心忏悔和深刻反省；原因之三是那场横亘于中
国现代史上的战争，由于搀杂了民族内部的恩怨，至今尚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未能披露于世人面前
。
 　　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抗日战争发生的年代渐行渐远，战争的残酷不免淡化，战争的史实逐渐
缺失，战争的面目已经模糊，因此真实而全景式地反映抗日战争，就成了历史学家的当务之急。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和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搜集了大量宝贵而罕见的文字和图片资料。
以此为基础，撰成这本宏篇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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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7世纪，正当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进入如火如荼的国内战争时期，世代居住在中国东北的满族铁骑
趁中原战乱，挥师踏进北京城，刚刚倾覆明王朝的大顺军首领李自成来不及祭天称帝，匆忙督师迎战
，结果兵败如山倒。
从此，中华帝国更换了旗号，一面代表满洲贵族皇权和地位的黄龙旗一直在北京城头悬挂了267年之久
。
　　满族入主中原，给中华民族拓展了前所未有的辽阔疆域，实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空前团结，也
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载誉史册的历史文明，“康乾盛世”的美谈至今仍然演绎着许许多多动人感人的美
好故事。
　　然而，满族毕竟不可能从几千年形成的中华封建专制帝国的茧缚中剥离出来，承袭旧制乃是一代
又一代王朝“颠扑不破”的铁则。
而且，至少从隋唐以来亚洲特有的、曾对维护亚洲和平起到不可低估和替代作用的“朝贡体系”，继
续成为清王朝的“定规”，发挥着它古老且现实的作用。
可是，到了清朝末期，正是西方帝国殖民地理论和扩张思想日臻成熟，军事和政治势力日渐强盛之时
，东西方文化的撞击终于不可避免地进发出震惊国人的晴天霹雳。
1840年，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终于打开了东方古老中国紧锁的国门——中华民族的百年灾难从此拉开
了序幕。
　　是时，日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1853年6月3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准将受命率领4艘军舰强行闯进江户湾的浦贺港，要求幕府必
须接受美国政府的国书，否则就把战舰开进江户，并声称“如不许互市，更发兵舰，吾为之先锋，故
豫量浅深耳”！
美国人的突然出现，使江户城里一片混乱。
有人描写当时的情形称，“一犬吠实，万犬吠虚。
四舰五百之美国人，至江户市则传为十舰五千兵。
及至京都，更盛传军舰百艘，士兵十万。
喧喧扰扰，浮说百出，人心纷乱，恰如鼎沸”。
幕府官员们被美国人的气势汹汹所震慑，早已乱了方寸，只好乖乖接受美国的国书，约定明年再作答
复。
佩里这才率舰驶离浦贺港，临行前还旁若无人般在江户湾测量一番，然后驶往琉球。
　　佩里前脚刚走，俄罗斯的4艘兵舰驶入长崎，致书给长崎官员，强烈要求“修邻好；正桦太疆界
；开市及鲁(俄)船往来有急需，请给缺乏”。
　　1854年2月，佩里率领7艘战舰，2000名陆战队员如期来到日本，德川幕府再不敢碰硬，1854年3
月31日，终于与美国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又称《神奈川条约》)，这便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不平
等条约。
与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相隔13年，日本也沦入与中国极其相似的命运。
　　佩里的黑船叩开日本国门不久，英、俄、荷等西方大国趁机接踵而来，先后强迫日本签订了日英
、日俄、日荷等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被迫开放函馆、长崎和下田等海港，打开了西方大国对日贸
易的大门。
　　在危难之际，围绕着“开港”与“攘夷”、“尊皇”与“倒幕”，幕府上下、藩阀派系、武士阶
层以及知识界人士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以至爆发了日本有史以来第二次决定日本未来前途和命运的“
明治维新”运动。
按理说，维新运动应该给日本带来近代化的前途，却没有料到，日本在羽翼尚未丰满之时就把侵略扩
张的矛头对准了近邻朝鲜和中国。
从此，中国面对一个比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更为凶险、更为贪婪和最大威胁的头号敌人。
　　在日本德川幕府时代，中日两国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两国之间尚可以进行有限度的贸易往来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全史>>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港，随即日本也在美国人的恫吓下打开了大门。
1861年，德川幕府趁中国开港，派员到上海刺探情况，同行者有长州、萨摩、佐贺藩的高衫晋作、五
代才助等后来参与维新运动的骨干成员，他们会见了上海道台，提出双方贸易的要求和实施办法等。
后来因幕府风雨飘摇，自顾不暇，结果也就不了了之。
幕府垮台的前夕，长崎官员又通过英国人致函上海道台，请求发给日本人到中国的入境和居住护照。
可是，等到日方收到上海道台的回函，幕府已经垮台，收看中方信函者变成了明治政府的官员。
　　明治政府成立后，在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国策的同时，就把“征韩”当
做对外扩张的最初目标，企图以此作为进犯中国大陆的跳板，实现其大陆扩张的野心。
然而，当时的朝鲜与中国依然保持着历史以来的朝贡关系，要想霸占朝鲜，唯有首先取得与中国的同
等地位，才能成为朝鲜的“上国”，届时才有可能解决朝鲜问题。
为此，明治政府意识到，“同中国的交往虽不比同朝鲜的交往更急，但从怀柔朝鲜的观点来说，也应
该首先着手进行”。
　　1869年12月，政府决定派遣征韩派木户孝允充任赴中国的全权大使，但木户因忙于纷乱的国事迟
迟不能分身。
1870年6月，政府又改派外务大丞(相当于司长)柳原前光率队前往中国谈判。
当年9月27日，柳原一行经上海转道到达天津，先后拜会了三口通商大臣成林和直隶总督李鸿章，呈上
欲同中国“通情好、结和亲”的国书。
日本的国书转呈到北京的总理衙门后，王公大臣们不以为然，以“大信不约”四个字作为回答，表示
允许照常通商，不必议约！
柳原一行吃了闭门羹，不甘罢手，又去说服李鸿章，表示“唯念我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
冀同心合力”。
这番话打动了李鸿章，遂上书总理衙门，力主同日本签约。
他认为“日本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或为我用，拒绝之则为我仇”。
于是，总理衙门接受了李鸿章的奏请，回复柳原同意日方派特使“明定条约，以垂久远，而固邦交”
。
柳原这才乐颠颠回国复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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