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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七七事变虽已过去75年之久，但民族之痛却无法也不应当遗忘。
二十九军是在历年来的不平等条约签订后，华北已形成政治真空，日本和汉奸恣意横行的情况下进驻
冀察平津的，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的两年艰苦地同日本侵略者争夺华北的控制权。
七七事变爆发后，为了保卫祖国，二十九军将士不畏强敌，甘愿牺牲小我，以崇高的民族气节，给予
敌人有力地反击，打响了中国军民全面抗战的第一枪。
    抗日战争的历史是可歌可泣的!七七事变是八年抗战的首役，75年来，对七七事变史的著述和材料已
经发表了不少，但多注重于中日双方开战的过程和谁先开的第一枪等问题。
本书则侧重七七事变前后日本对华军事、政治、经济侵略阴谋和罪行予以揭露；对为国家独立、民族
生存而英勇抗战的二十九军先烈予以颂扬；对汉奸亲日派屈膝卖国的丑恶行径予以批判。
本书还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深究，如赵登禹、佟麟阁二将军为何在战争伊始即英勇殉国；是何人出
卖了二十九军绝密的调兵方案；是谁挑起了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张自忠留平之谜；
日本侵略军进入北平城的准确日期等。
    在过去发表的有关论述中，对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功过是非的评价还存在争议；个别作者为了塑造高
大全的英雄历史人物，移花接木式地将他人的功劳集于一身，而将一切过错推诿他人，这极大地歪曲
了七七事变史。
他们以权代史，删改事变亲历者留下的公开回忆录，又不容他人发表对此段历史的研究成果，禁锢了
京津地区七七事变史的研究。
    七七事变史既不是国民党的历史，也不是共产党的历史，更不是任何一位历史人物的家史。
七七事变史是国史，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每个中华子孙都有权力去思考、去分析、去研究。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档案资料的解密公开，信息传播日益迅速，使得七七事变内情揭秘的研究成为可能
。
我们查阅了台湾地区、日本以及国内各大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又从美国国会图书馆及我国国家图书馆
复印了上千份中、英、日文报纸及其他资料，查对了关键日期上下午甚至每小时的史实，再加上当事
人及亲历者的回忆，筛选出真实的历史资料才去伪存真，编纂成集以飨读者。
完成了这本以史料说话的成果，全书约43万字，对每段资料来源均作了标注。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为后代留下一段真实的七七事变史，对历史人物给予客观公正的评析。
以此来缅怀先烈，让中华儿女铭记这段血腥的历史。
希冀此书的问世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使更多的史学工作者和爱好者投身到抗日历史的研究之中。
    由于编纂者学识有限，所参不免挂一漏万，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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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七七事变探秘》中七七事变史是国史，是中华民族的历史。
内容侧重于七七事变前后日本对华军事、政治、经济侵略阴谋和罪行予以揭露，对为国家独立、民族
生存而英勇抗战的二十九军先烈予以颂扬，对汉奸亲日派屈膝卖国的丑恶行径予以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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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从事历史教学工作。
后期专攻七七事变史，著有《宋哲元传》《赵登禹传》《秦德纯传》《佟麟阁传》等人物传记，编写
《喜峰口罗文峪抗战史料集》《七七事变前后》《历史不该遗忘的人》，参与编纂《中国抗臼战争图
志》。
曾任天津市政协委员、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世界宗谱学会会员、美国张学良研究会理事。
退休于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王勇，1968年生，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
涉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酷爱西北军史，曾师从李教授研究七七事变史七年。
曾在报社、网站做过编辑、记者，后在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任编辑数载，现供职于文化部民
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任编辑。
 明道广，美籍华人，1954年毕业于台湾中兴大学，1958年负笈美国，获物理化学博士学位。
明博士热爱祖国，经常回国参加学术交流，对日本侵华史颇有研究，曾在台湾《传记文学》等刊物发
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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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自3月9日之夜交绥，遂判明当前之敌，为服部旅团，其步兵占领喜峰口东北长城，
及其以北高地。
而其炮兵，则在白台子南侧之高地也。
赵登禹既接电命，即派队，分两路潜袭，一路命二一八团第一营王营长昆山，率所部于早1时，出铁
门关以西，李家峪北之石梯子缺口，经白枣树，向白台子疾进。
一路命二一八团孙团副儒鑫，率第二营，于早1时30分，出潘家口，经蓝旗地，渡河，向蔡家峪疾进。
既而王昆山于早2时30分，抵白台子，猝攻敌，敌大惊溃，遂占领阵地。
又断敌归路，焚其接济车10余辆，敌约千余，仓皇退。
昆山乘胜进击，为夺路争，肉搏亘数小时，冲锋10余次，杀敌数百名。
孙儒鑫率所领第二营亦倏至，袭击蔡家峪，占领之。
两军合力，驰向喜峰口以北高地之敌猛攻。
时敌之后方，狼洞子、黑山嘴、南北丈子等处，方酣眠，乘其不备，以大刀砍杀殆尽，直迫敌阵背，
一时两路炮火弥天，杀声四起。
敌之援军，闻警亦四集，混战至拂晓，敌以步炮战车连合猛冲，始逸去。
我军亦循原路撤回。
斯役毙敌在500名以上，夺其机关枪10余架，我亦阵亡连长赵炳榜，排长宋发俊、宋长永、孙鸿6员，
受伤者13员，伤亡士兵百余。
时王长海团奉命固守喜峰口阵地也。
早6时，敌以炮火，掩护步队3000余，攻王团东侧，王即应战，敌炮火激烈异常，其步兵攻至阵前，进
退五六次，正相争间，敌又以炮火集中，掩护其大部兵力，攻王团西侧，及小喜峰口，于是我东西两
阵，均受炮火压迫，伤亡极重。
且我东侧老婆山一带，势尤急。
赵旅长登禹急率王宝良特务营，加前线，反攻老婆山之正面，肉搏而进，砍杀敌700余，敌锐为之挫，
始溃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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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国耻民仇，世代不忘，振兴中华，匹夫有责。
76年前的七七事变铭记在了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回忆那段悲壮的历史时，我们更应追忆那些为民族生
存、国家独立而牺牲的先烈们。
    作为抗日雄师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屡次对日本侵略者予以重创，涌现出了众多抗日民族英雄
，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作为由西北军改编而来的二十九军，既保留了崇尚义气的精神，又将“爱国爱民，吾辈天职”的优
良传统继承下来。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由多国共侵变为日本独霸，所面临的民族矛盾空前
尖锐。
为了适应这种新形势，军长宋哲元不仅继续对二十九军加强爱国、爱民教育，而且还在1937年初再次
强调“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二十九军是一支有血性的军队，是一支充满爱国心的军队，是一支民族意识极强的军队，是一支团
结抗战的军队，它之所以屡创战功，是由于“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爱国家爱民族的信条深深
烙印于每一位官兵心中。
危难之际，总会有人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撑大厦于将倾，抛弃个人的恩怨，为整个民族的抗战
而牺牲。
    李文田三救张自忠：当张自忠N~,f-t和平掉进日军所设陷阱之时，李文田将分驻天津附近8个地区的
军队集中指挥，对日作战，免遭日军将其各个击破，为后来该师扩编为五十九军和第三十三集团军保
存骨干力量；当1937年8月初张自忠丢盔卸甲、被日军抛弃之后而被迫辞去三个“代理”时，是李文田
、刘振三等秘密派人潜回北平，劝陷入绝境而躲入德国医院的张自忠复归军队，转向抗日；当原三十
八师扩编为五十九军、张自忠复归军队时，李文田甘居下位而接受张自忠领导，从此团结御侮、并肩
作战直至张自忠牺牲。
    刘汝珍突围抗日：北平沦陷后，刘汝珍部被迫改编成着黑制服的保安队，但刘汝珍和战友们不甘心
沦为汉奸，而毅然率部3000余人突围离平奔往察哈尔，与刘汝明一四三师会合，接受二十九军司令部
指挥，为后来的抗日保存了一支重要力量。
    秦德纯力挽狂澜：当1937年7月28日张自忠与宋哲元因政见不和而矛盾尖锐时，秦德纯考虑到大敌当
前，劝宋主动离平赴保，避免了二十九军领导层间的兄弟阋墙。
当蒋介石撤去张自忠三十八师师长后，令秦德纯代张领导这支军队，被秦婉拒。
后来张自忠赴南京请罪，秦德纯又专程陪同前往为之求情，帮其撰写报告，力争使张自忠减轻军法处
分，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
    冯治安旗帜鲜明：在喜峰口战役时，冯治安积极抗敌；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他率领三十七师在卢沟
桥浴血奋战，曾受到共产党的高度赞扬和拥护。
当汉奸在二十九军内部百般挑拨离间时，冯却从未动摇。
7月28日，随宋退至保定，坚持八年抗战，冯部成为二十九军中的中流砥柱，为击败日寇立下了汗马功
劳。
    宋哲元深明大义：大敌当前，宋哲元始终以患病之躯亲代五十九军军长，避免了张自忠原部群龙无
首、溃散分裂，为抗日保存了一支重要力量。
他又不计前嫌主动去南京，替张自忠向蒋介石求情。
    蒋介石着眼全局：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得知张自忠在平津的活动后，立刻发表庐山讲话，力挺宋
哲元。
当张自忠落入陷阱时，蒋介石以军纪国法处分了张自忠。
后发现张自忠已悔过自新、决心和二十九军团结御侮时，他接受了宋哲元、秦德纯、李宗仁、冯玉祥
等人的请求，让张复归部队，为抗日凝聚了一支重要力量。
    张自忠迷途知返：当张自忠觉悟到自己中了日军的奸计后，毅然脱离漩涡，洗心革面，发出“今日
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乃与大家共寻死所”的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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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沂会战中，张自忠火速增援与之有前隙的第三军团的总指挥庞炳勋，共击板垣师团，鏖战七昼夜
，卒歼敌师。
坚持抗击日寇，身先士卒，转战千里，最后在枣宜会战中壮烈牺牲。
    为了驱逐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生存、国家独立，二十九军中的许多将士血洒战场。
他们正值壮年，却抛妻别母奔赴战场，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奉献给了危难之中的祖国。
39岁的赵登禹和45岁的佟麟阁战死于抗日之始；张自忠历经沙场于49岁壮烈牺牲；黄维纲转战各地
，46岁时为国殉职；宋哲元55岁时也为抗战燃尽生命之灯。
他们把自己献给了祖国，却把尚未成年的儿女留给了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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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七七事变探秘》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深究，如赵登禹、佟麟阁二将军为何在战争伊始即英勇殉国
；是何人出卖了二十九军绝密的调兵方案；是谁挑起了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张自忠
留平之谜；日本侵略军进入北平城的准确日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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