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远征军>>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远征军>>

13位ISBN编号：9787505730014

10位ISBN编号：7505730010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时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作者：云南卫视《经典人文地理》

页数：238

字数：18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远征军>>

前言

　　在一个观念急剧变化的今天回忆过去是非常有趣的，似乎历史的结构出现了易位，岁月可以重新
组合，丧失的记忆开始复活，使得那些看惯了的、不曾注意的过去或者过去的某些方面重新具有魅力
，并赋予新的含义。
　　二十万滇军的出征，几百万人涌入的“北方大撤退”，昆明成为了“民主堡垒”，日本飞机的轰
炸和“飞虎队”的出现，滇缅公路的开凿，以及无论是铁路还是公路、无论是地面的还是空中的国际
通道的关闭开通、再关闭再开通，远征军的出证⋯⋯这些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云南人最容易记住
的“故事精选”。
其中远征军的故事最为人们传诵，因为浩浩荡荡远征缅甸的中国军队在经历败走野人山的惨剧、惠通
桥的危急、整个中国大后方的动摇之后，经过蓝姆迦和云南各地的厉兵秣马，开始了缅北、密支那、
松山和腾冲的胜利，最终是两支远征军的会师和史迪威公路的开通⋯⋯　　中国远征军在滇缅印的抗
战，是中国人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缩影，这就是从战争开端的惨败到战争后期的完胜！
是引人入胜的故事中最理想的结尾，堪称经典。
　　无论战争的经历多么曲折漫长，无论战场多么庞大，线索多么繁杂，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一条简陋
破碎的公路，围绕着给前线输送物资的生命线进行的——这就是云南人民用双手抠出来的滇缅公路。
　　并不是所有试图对战争施加重大影响的努力、甚至也不一定是代价最大的军事行动就是最卓有成
效的。
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摆在中国人面前的真正能够影响全局的抉择是很少的。
但是中国人却抓到了一个，这就是滇缅公路的开凿。
以昆明为终点站的滇缅公路，最先是为物资匮乏的中国军民提供海外抗战物资的，但是它的出现，马
上就使战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滇缅公路使得日本人远离中国腹地，同时又引发了和英美的直接冲突。
日本人为了切断滇缅公路，既拉长了战线又四面树敌，为其后来的覆灭埋下了祸根。
　　纵观中国远征军在中缅印战区的作战，也许可以说是一场和雨季赛跑的战争。
　　1942年3月8日，失魂落魄的英国人像过街老鼠一样逃出了仰光。
那个时候英国人在和雨季赛跑，希望在泽国一片的雨季到来之前翻越群山，爬出莽莽林海。
他们把一路马不停蹄赶来的中国部队当做掩护他们撤退的救兵。
而打了四年仗、已经疲惫不堪的中国人拼出了血本派出最精锐部队，远离家乡来到异国和大英帝国组
成盟军，本来是希望守住这个通往中国的唯一出海口。
在完成了英国军队几百年历史上罕见的九百英里大溃逃的英缅印殖民军，在最后钻出缅甸森林来到印
度之前还是淹没在5月的暴雨中，而在最后阻击日军的中国远征军却被困在汪洋一片的热带森林中，
直到8月才走出湿漉漉的野人山，几乎全军覆灭⋯⋯　　1944年4月，得到重新装备的中国驻印军主力
被日军纠缠在狭窄的缅北胡康和孟拱谷地而施展不开，眼看着令人生畏的雨季又要到来。
史迪威只好冒险用大兵团深入敌后百余公里突袭密支那机场，其目的就是为了赶在雨季之前把战场引
向开阔的平原。
与此相反，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敦促之下，5月11日中国远征军发动怒江反攻，导致了松山和腾冲战役
在泥泞中进行，增加了作战的困难和士兵的伤亡。
　　同时，日军进攻印度英帕尔的战役中因为雨季的到来而陷入灭顶之灾。
最后在1945年5月，英国皇家战车在通往缅甸首都仰光的公路上碾压着日本残兵的尸体一路南下时，预
示着雨季来临的雷声又在远方群山中隆隆作响⋯⋯　　中国远征军在滇缅印的抗战，是中国人在整个
抗日战争中的一个光辉典范，这就是坚韧不拔、任劳任怨的中华民族只要坚持到最后是可以看到胜利
的曙光的。
用史迪威将军的一句话概括就是：只要给予吃苦耐劳的中国士兵良好的装备和训练，那么他们就可以
和世界上最好的士兵媲美！
记住，训练的装备也是很重要的。
　　时代在变、公路在变，昔日的战场也在改变，但人们对中国远征军的感情却难于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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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征军”不仅仅是一个过去的名称，而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一个夹杂着失败与胜利、悲哀与喜
悦的永远值得回忆的时代的标志⋯⋯　　如今我们沿着这条滇缅公路或者史迪威公路旅行，仍然可以
寻觅那个时代的踪迹：这条流淌过汗水、泪水和血水的公路，有的地方仍然坑坑洼洼，劳工筑路的镐
迹依然在怒江路边依稀可见，人们仍然愿意去摸一摸惠通桥斑驳的铁锈和伤痕。
松山的坑道仍然在讲述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这里任何一寸土壤都被战火烧炼熏焦，被鲜血渗透浸泡
。
在边陲重镇腾冲原英国领事馆，密集的弹痕如浮雕依然镶嵌在残垣断壁上；在今天的缅甸，同古车站
的铁柱仍然可以看到弹孔；八莫的日军地堡残骸仍然在散发臭气；密支那车站旁的居民区还有“孤魂
野鬼”，这里曾经是中国第十四师的墓地。
在遥远的印度蓝姆迦，驻印军的营房住着裹头巾的印度锡克族士兵，在雷多小镇，中印油管变成了电
线杆⋯⋯　　还有年过古稀的老兵在异国他乡望眼欲穿盼望着祖国的呼唤，在缅甸各地被捣毁的远征
军墓地和野人山仍然流传着“闹鬼”的故事。
老兵希望回家，而死去的“鬼魂”也希望回家。
缅甸人说“闹鬼”，在我们看来，那是我们死去的远征军士兵在哀嚎哭泣，他们想回家，他们想要我
们这些“不肖子孙”把他们带回家⋯⋯　　戈叔亚　　2012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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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41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打到生死存亡的时刻，华夏大地已是半壁沦陷，国际援华人动脉滇
缅公路也被日军炸毁，并且日军已经入侵缅甸北部企图从我国大后方入侵中国。
如果让日本人得逞，中国便没有了任何一条与外界联系的通道了，也就没了任何物资补给了。

　　1942年2月一支中国部队浩浩荡荡开向 缅甸，准备与日军决战境外，打通“输血管”。

　　同古大战，仁安羌大捷，兵败野人山，印度兰姆迦基地，驻印部队，反攻缅甸。
收复腾冲，松山战役，龙陵战役。

　　这一连串的名词有多少世人知道，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些战役中国远征军死伤多少人，尘封的历史
即将被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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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云南卫视《经典人文地理》以经典、文化、品位为定位，打造多元文化与高端品位相结合，综合
知识与优质影象相对应的国内外优秀纪录片播出平台，目前已播出《故宫》、《大国崛起》、《中国
百年老故事》等多部优秀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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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章 辕门悲兆：远征伊始断了军旗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七十年前，中国军队十万之众，踏出国门与日军在缅甸进行了殊死的战斗。
他们用自己滚烫的鲜血和无畏的精神，将自己的名字镌刻在了漫漫的历史长河里，他们的名字就叫—
—中国远征军。

第二章 战同古：日军用中国俘虏做人盾
1942年3月8日，作为远征军先遣部队的第二OO师星夜赶到同古。
这是一座位于缅南平原的小城，距缅甸首都仰光二百六十公里，扼公路、铁路和水路要冲，战略地位
十分突出。
此时的英缅军，在日军凌厉攻势下，正如潮水般溃退。

第三章 败走野人山
十万中国远征军，五万魂归野人山。
杜聿明负伤，戴安澜殉国，一场壮志远征为何演变成仓皇撤离？
面对凶恶的敌人和无情的丛林，他们因何踏上这条崎岖的不归路？

第四章 缅西阴谋：慰安妇泪染“西南第一乐园”
一道险峻的天堑，将日寇拦截在怒江西岸。
不费一枪一弹，日军为何轻易占领滇西要塞？
中日两军隔江对峙为何长达两年之久？
沦陷区的有志之士以及民众又是如何反击侵略者的？

第五章 蓝姆迦：“人猿泰山”现实版
败退印度的中国远征军在史迪威将军的统帅下，厉兵秣马，准备雪洗前耻。
于是在蓝姆迦训练基地，军事指挥思想的分歧、民族利益的角逐纷纷上演。
共同的使命感最终练就了一支钢铁之师，在缅北反击中，牛刀小试，驻印军初露锋芒。

第六章 浴血密支那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空降奇袭，华丽上演；一场胜算在握的奇袭战，为何瞬间演变成了残酷的绞肉战？
八十天的苦战，双方近万人的伤亡，关键时刻，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战场的胜负？

第七章 松山血战秘档
一座无名小山，一场转折之战，松山要点为什么久攻不克？
对于日军坚守的松山主峰“子高地”，为什么最终只能采取“坑道爆破”的方式才能攻占？

第八章 腾冲火狱
滇西最坚固的城池，地道隐遁了踪迹，前所未有的巷战局面，错落的民居改造成迷宫，充满杀机。
在巨大的伤亡面前，中国远征军如何应对？

第九章 龙陵“罗生门”：移动的树丛
龙陵是日军在滇西的最后一个据点，远征军最先向它发起攻击，却一直持续四个月之久才收复，并且
死伤最为惨重。
收复龙陵为滇西远征军与驻印军胜利会师并最终取得滇西反攻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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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战场比政坛更自由
他们都是中国远征军的少壮派，不同的派系出身，却走上了共同的战场：一位忠于职守，最终殒命疆
场；一位随机应变，一生备遭冷落。
他们的身上，承载着中国远征将领们不同的命运归宿。

第十一章 “乔”的生死门
功过是非、争议不断，“醋乔”史迪威将军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从不平静。
缅北失利后，这位爱兵如子的老兵如何体现了自己对生命价值的认同？
在蓝姆迦，面对部分中国将领指责和不解，倔强的老兵如何坚持自己的练兵之路？
而面对与蒋介石的芥蒂，他从战争大义出发，完成了使命。

第十二章 历史的致敬
七十年前，他们是生龙活虎的远征战士，七十年后；他们或流落异域，或生活窘迫，大多被历史和时
间遗忘了。
一群关爱老兵的志愿者，用真情的找寻、实际的关爱，帮助我们重拾那些难忘的远征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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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巷战血拼，英领馆前生死拉锯　　日军从高黎贡山败退后，不断接到师团“死守等待增援”的命
令。
于是他们就把腾冲城每条街巷里的房屋都改建成了可以顽抗的据点，准备在巷战中和中国士兵展开逐
街逐屋的拼杀。
　　攻进腾冲城的时候，中国军队与据守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当时的情景可以说是一房一屋的争夺战，一寸一寸地挪着打。
　　面对腾冲复杂的巷战局面，远征军指挥部决定以炸弹开路，对日军的堡垒做“地毯式”清除。
　　据五十四军一九八师五九四团团长的董铎先生回忆：“我军飞机轰炸城内日军，满载重磅炸弹的
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进行轰炸。
只听爆炸声响成一片，一刹那浓烟冲天，笼罩整个腾冲。
这次毁灭性轰炸，不知投下多少吨炸弹。
后来，据敌俘说，他们的最高指挥官藏重康美在城门洞里召集军事会议，不料炸弹命中城门，炸死不
少军官。
”　　日军吉野孝公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消息：“8月13日，中国军对腾越进行了轰炸。
守备队本部在东城门下的战壕里被敌人的轰炸击得粉碎，待在战壕里的藏重康美联队长也被炸死。
被士兵们背地里戏称为‘坐洞联队长’的藏重，就这样和他的绰号一起，永远埋在了洞里。
”　　吉野孝公回忆：“为了补给粮食，我穿过到处爆炸的城内跑向中央门。
道路两旁到处重叠着被炸死的友军尸体。
有的没了手，有的没了腿，有的头被炸飞。
血淋淋的手、脚和肉片被大风吹着，在地上到处滚动。
还没有死的士兵，表情痛苦地伸出满是血污的手向我求救。
”　　轰炸清除障碍之后，入城部队打通腾冲城东门到西门的道路，连成一线。
8月18日，中国远征军各攻城部队，从三个方向突入腾冲城区。
这里大街小巷交错，高房巨宅毗连，日军据守其间，与中国士兵殊死拼斗。
　　时任五十三军一三零师副师长的王理寰回忆说：“敌利用街道墙垣及群众房屋，顽强抵抗，进行
巷战，我伤亡很重。
每取一墙或一院落，非先用炸药爆破，将墙垣屋房炸倒，否则不能前进。
”　　从城西进攻的远征军三十六师一零八团在行进途中，被死死“钉”在了英国领事馆前，处境艰
难。
这时的领事馆已经被日军当作了野战仓库，他们的粮食弹药都存放在这里。
这座大屋成了日军和远征军争夺的焦点。
　　美军飞机的剧烈轰炸也没能撼动坚固的领事馆。
守在大屋里的日军，用轻重武器不断阻击中国军队的进攻。
　　8月15日，霍揆彰接到了三十六师师长李志鹏电报，“目前一个团的战斗兵减少到四百人，已无战
力。
”而在英国领事馆前，该师一零八团二营包括营长陈艺在内的六百多名士兵已经全部牺牲。
从攻进城的那天起，就意味着更惨烈的巷战开始，这是霍揆彰预料之中的。
但他没有想到竟会如此惨烈。
　　领事馆门前的战斗进行了几天，仍没有结果。
直到三天后，美军派出三架飞机，急速俯冲，将十八枚火箭弹准确地从屋顶和门窗射进领事馆建筑内
部，才拔除了这颗“钉子”。
　　战后的英国领事馆，只剩下了一些烧不掉、炸不烂的火山石。
　　困兽犹斗，文昌宫内自掘坟墓　　中国远征军攻入腾冲城的第五天，巷战推进的速度极为缓慢。
城西的部队向前推进十五米，城东只推进了十米，而且付出的代价极大。
就在第五天这一天里，远征军战士就死伤三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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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30日，五十三军一一六师从城东进入。
攻打到文昌宫时，部队在一座大钟前，再也无法前进。
这座大钟是大明景泰元年为了记载建筑这座城的历史而铸成的，远征军战士攻击到这里的时候，很多
战士都被击中，但却不知道子弹是从什么地方发射出的。
后来才发现，这个钟上有一个洞，一个日本士兵把它当做掩体，躲在里边。
发现了这个洞以后，远征军的机枪，步枪，都向这口钟射击，但是无法准确地打进去。
后来一个战士想了一个办法，找来一根木棒，使劲敲击这口钟，直到听见里面没有声音了，才把这口
钟抬起来，发现那个日本士兵耳朵和鼻孔都流出鲜血，已经被敲钟的声音震死了。
　　同一天，霍揆彰在阵地前直接与身在重庆的蒋介石通话。
他请求再派一个师增援，力争早日攻下腾冲。
但是蒋介石没有立即回应。
　　对于滇西战事，蒋介石一直做着最坏的打算。
根据最新消息，西线驻缅甸日军有东进增援滇西日军的迹象，蒋介石很担心两年前的大溃败再度重演
。
他认为应该早作准备，一旦日军主力掉头反攻滇西，远征军就必须迅速撤至怒江东岸，占领原阵地。
即便刚刚收复的失地得而复失，也在所不惜。
所以，必须节省手中每一个师的兵力，不作无谓的牺牲。
于是，一份措辞严厉的电报，由军事委员会发给了霍揆彰：“本会现无控制部队可资增援。
”　　霍揆彰知道，这是最后通牒，没有退路，只有强攻。
　　日军方面也没有了退路。
日军吉野孝公回忆：“8月21日，腾冲守备队的兵力只剩下六百多人，其中一百人是重伤员。
在弹尽粮绝、又遭到敌人的猛烈炮击的情况下，太田守备队长给师团部发去了电报。
大意是：城内已被围得死死的，无法再忍受士兵一个一个被杀掉，请允许我们冲出城，开展游击战。
可是，师团方面却态度强硬，下达的命令仍是死守。
”　　9月1日，日军的增援终于来了。
日军飞机为这些早已断粮多日的守备兵，送来了急需的给养。
日军吉野孝公回忆：“9月1日早上，中国军冲过来，我们想要开枪射击，却又没有子弹。
早饭吃了个半饥不饱，更拿不出力气赶走中国军。
这时友军飞机俯冲下来，空投下来弹药、粮食和卫生材料。
接着从云层的另一端，一群编队飞行的飞机向腾冲上空逼过来。
这是美军的飞机编队。
”　　美军飞机早已等待着日军飞机的到来。
日军飞机刚刚投下物资便被打落几架。
吉野孝公领到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弹药补给。
　　据日军士兵回忆：“友军飞机冒死投下的弹药马上被分给了守备队全军。
每人分得手榴弹一枚，步枪子弹十发。
这是腾冲守备队得到的最后一批弹药。
”　　此时，驻守腾冲城的日军虽然只剩下几百人，他们注定是一群没有退路，要以死相拼的“困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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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幸存的老兵要回家，飘荡异域的亡灵要回家，这段中国军人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历史也要回家！
　　——关爱老兵网创始人孙春龙　　　　军人惧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惧怕被遗忘　　——著名军事
史、二战史专家马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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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70年来中国人从未如此接近真相！
　　亲历者口述+学者评述+情境还原+背景细解+百幅珍藏图片，破解诸多疑问：骄傲自负的丘吉尔
，为何求助于中国；凶险之地，仓促应战的中国远征军命运又将如何；中美英日四国围绕滇缅战役如
何周旋；一场胜算在握的奇袭战，为何瞬间演变成了残酷的绞肉战；唯一一名活着走出野人山的女兵
，披露怎样的喋血之夜；九旬老兵重访松山，将唤醒怎样的恐怖画面⋯⋯　　著名滇缅抗战史专家戈
叔亚倾情作序，二战史专家马骏教授、关爱老兵网创始人孙春龙鼎力推荐。
　　追怀军人魂，我们，不该比日本人做得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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