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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南京大学教授、著名民国史专家茅家琦为本书作序马振犊同志的新作《惨胜&mdash;&mdash;抗战正
面战场大写意》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在抗日战争史研究方面，我是个小学生。
阅读了这部书稿，我得到很多知识；能够有机会和读者谈一点体会，我是很高兴的。
近几年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方面的佳作不断出现。
马振犊同志的这部著作，几乎在每一章里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体现了作者&ldquo;人无我有，人详我
略&rdquo;的写作原则。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步步紧逼的形势下，发动抗日战争的关键人物是蒋介石。
学者们已经从各个方面分析了迫使蒋介石走上抗日道路的客观原因。
本书作者着重从蒋介石个人的主观因素、思想观念方面进行了探讨，认为民族主义思想是蒋介石转向
抗日的内因。
作者说：他是一位民族主义者，最终不能容忍日本的侵略，也不会做&ldquo;儿皇帝&rdquo;，因此走
上抗日的道路是必然的。
作者同时也指出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局限性，他错误地选择了&ldquo;安内攘外&rdquo;的战略
，&ldquo;误国&rdquo;的后果是严重的。
对抗战正面战场历次战役，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论点。
在早期华北战场论述方面，作者从华北地方实力派宋哲元集团的崛起及其与蒋、日双方的微妙关系，
说明华北战场迅速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宋哲元集团的对日妥协与幻想。
本书对宋哲元、张自忠的对日态度进行了具体的深入的研究。
关于&ldquo;八一三&rdquo;上海战场，本书作者对国民政府采取&ldquo;引敌南下，以我之长，克敌之
短&rdquo;的战略，给予充分的肯定。
对鲁南战场，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台儿庄一役是有启发和辅助作用的，  但主要战功应归于李
宗仁。
作者明确表示不同意&ldquo;日军战略撤退说&rdquo;，同时还肯定了我军徐州撤退的正确性。
本书分析了以&ldquo;湘北大捷&rdquo;为代表的进入相持阶段后的正面战场的作战特征。
当时蒋介石认为，中国牺牲已达顶点，不能再继续牺牲下去了，在敌人进攻时只能进行有限作战，即
日军进攻，我避其锋芒，保存主力，并消耗、疲惫敌人，待其后撤，再恢复原来的战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国际战略上，国民政府欲以英、美为主力抵抗日本，&ldquo;等待&rdquo;胜利
。
在这个问题上，中英美之间一直存在着分歧与矛盾。
本书作者认为，这些战略构想形成了这一阶段正面战场的发展特点。
对缅甸战场我远征军的作战功绩，本书作者给予肯定，认为远征军对盟国反法西斯正义事业作出了重
大贡献。
作者还充分论述了中美英三国从各自利益出发，在印缅战场上的合作和矛盾，正确评述了美国远东政
策在&ldquo;二战&rdquo;中的利弊得失，明确地指出英国政府与军队在印缅战场的自私与失误，力图
从盟国战略关系的高度来评论中国远征军两次缅甸战役的胜败原因及其影响。
本书作者还认为，正面战场不存在一个&ldquo;反攻&rdquo;过程。
本书叙述了胜利前夕的正面战场情况，说明国民政府并未制定具体可行的反攻计划。
日军发动&ldquo;一号作战&rdquo;，造成正面战场一次空前的大溃败，这正是&ldquo;等待&rdquo;战略
造成的恶果。
在败局已定的形势下，出于全局战略的考虑，日军开始从云桂前线撤退，收缩兵力，以稳定后方，国
民党军队只是&ldquo;跟进&rdquo;而已。
收复广州的计划虽然出了台，但未及实行，日军即宣告投降。
作者在资料利用方面力求做到充分、真实，大量利用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包括已公开出
版的和尚未公开出版的，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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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来，台湾出版了大量的有关抗日战争的档案和其他各种资料，本书作者也充分利用了。
对海内外出版的专著，本书作者注意吸取其成果并在书中加以介绍。
广泛运用有关资料，认真吸取各家的研究成果，是本书取得成功的基础。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作者坚持&ldquo;人无我有，人详我略&rdquo;的写作原则，除必要者外，一
般不叙述各战役的具体作战过程，而采用&ldquo;跳出圈外&rdquo;的方法，即从战役之外写战役，从
全盘战略的高度写战役，从政治、外交及当权者的思想观念角度写战役，力求写出新内容，做
到&ldquo;老调新弹&rdquo;。
我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尝试。
总之，本书成功之处在于&ldquo;写出新意&rdquo;四个字。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写了上面的一点体会，供广大读者参考。
马振犊同志是一位青年学者，希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中华民国史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茅家琦1992 年9 月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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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记述并评论了抗战正面战场的史实，如华北战场、“八一三”上海战场、鲁南战场等，
分析了以“湘北大捷”为代表的进入相持阶段后的正面战场的作战特征。
书稿语言通俗流畅、条理清晰，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作者在资料利用方面，广泛运用、认真吸取各家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充分、真实，大量利用了中国
第二历史档案馆光藏档案，包括已公开出版的和尚未公开出版的，并充分利用了大量台湾出版的有关
抗日战争的档案和其他各种资料，使得书稿内容详实准确，具有“人无我有，人详我略”的特色。
在对具体战役的描写上，常采用“跳出圈外”的方法，即从战役之外写战役，从政治、外交及当权者
的思想观念角度写战役，力求写出新内容，写出新意。

　　本书虽然之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过，但此次再版，作者在之前的基础上进行了
修订完善，精益求精，使得内容更加准确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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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振犊，江苏南京人，现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系江
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中青年科学技术领军人。
主要研究领域为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出版有《国民党特务活动史》、《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
中德关系研究》等12部学术专著，发表论文9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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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章　激战与内耗第三节 营私争权的内耗武汉会战是国民党正面战场从战略防御阶段转向战略相持
阶段的重要标志。
在这次大规模的会战中，国民政府统帅部集中使用了我国当时所拥有的陆空军力量，其中不少是蒋介
石的嫡系部队，如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部，这是继&ldquo;八一三&rdquo;淞沪抗日之后，蒋介石
不惜老本与日寇拼命一搏的又一表现。
蒋介石原指望这些嫡系部队在战斗中能有比较出色的表现，以达成既定战略目的。
然而，事与愿违，正是这些自恃为&ldquo;天子门生&rdquo;的嫡系将领们，以其一贯的飞扬跋扈作风
，在战场上或抗命不遵、自行其是，或见死不救、进缓逃速，因而极大地破坏了整个战役战略部署，
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乃至成为战事失败的重要原因。
然而，战后这些骄兵悍将又往往是在蒋氏的庇护下，轻易逃避惩罚或反罪为功。
这些都是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内部腐败的深刻表现。
抗战时期，蒋介石对嫡系与非嫡系军队的区别对待是十分明显的，其既定方针之一，就是要通过抗战
来分化消耗那些地方实力派武装，保护并壮大自己的嫡系势力。
在平时，他们从财政、装备、补给供应以及编制人数级别等各方面限制非嫡系的发展；在战时，则尽
量以非嫡系武装打头阵，使其在战斗中自然消耗，而后又不予补充，任其自灭。
李宗仁先生在回忆录中对蒋氏的这种作法及其恶果曾评论如下：&ldquo;蒋先生一心一意要借对内对外
的战争，把这些&lsquo;杂牌&rsquo;部队消灭，所以平时扣发军饷，战时不予补充，待该部在战争中消
灭迨尽时，中央便藉口将其番号取消。
但是中央这种作风，各部队长官皆洞若观火，所以他们绝对不打硬仗，处处企图保存实力，免被消灭
。
&rdquo;&ldquo;于是，中央愈加蓄意加以消灭。
演变的结果，中央当局便视杂牌部队为痈疽，而&lsquo;杂牌&rsquo;部队亦视最高统帅为仇雠，而形成
一种互为因果的死结。
&rdquo;[17]在蒋介石的蓄意纵容与唆使下，他的那些亲信将领们更是变本加厉地损人利己，甚至不惜
干出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坏事来，此种事例在武汉会战中即有突出的表现。
在第五战区江北战场，日军在9月下旬连续攻占了演川与罗山，而后攻击信阳。
当时负责信阳&mdash;&mdash;罗山一线守卫任务的是蒋系第十七军团长兼第一军军长胡宗南。
战斗中，胡宗南不仅&ldquo;没有很好地利用北依淮河、南靠大别山的有利地形作战，各军师实行专守
防御，没有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作战非常被动&rdquo;，而且，&ldquo;只保全自己部队（第一军），
把友军作为牺牲品&rdquo;，&ldquo;没有指挥道德&rdquo;。
[18]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曾明令&ldquo;胡宗南据守桐柏山平静关，以掩护鄂东大军向西撤
退&rdquo;。
然而胡宗南一如既往地&ldquo;不听命令&rdquo;，&ldquo;竟将其全军七个师向西移动，退保南阳，以
致平汉路正面门户洞开&rdquo;。
据李宗仁后来回忆说，早在&ldquo;八一三&rdquo;战役之时，蒋介石便亲自对他讲，拨胡宗南部给第
五战区，由他指挥。
但当胡宗南奉令抵达蚌埠后，竟然不把战区司令长官放在眼里，不向李宗仁报告，其部下则军纪废弛
，为抢夺溃兵互相动武，&ldquo;闹得乌烟瘴气&rdquo;。
徐州失守后，军令部命令胡宗南部继续归李宗仁指挥，但他依然不向李报告战情，不听指挥，此次又
私自抗命撤往南阳，牺牲友军而保全自己，致使信阳于10月12日失守。
李宗仁据情上报军事委员会，要求严办胡宗南，但结果却不了了之。
武汉会战之后，日军继续在五战区进行&ldquo;扫荡作战&rdquo;。
李宗仁为伏击敌军，令中央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5 个师速开桐柏山南麓埋伏，以为总攻击部队
。
哪知汤恩伯收到命令之后竟然大发脾气，当李宗仁面说：&ldquo;不行，不行，你不能胡乱拿我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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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牺牲！
&rdquo;李宗仁向他解释说：&ldquo;你以桐柏山为后方，有什么危险？
&hellip;&hellip;&rdquo;汤不待李说完，竟然&ldquo;牛性大发，拂袖而去&rdquo;。
然后他率&ldquo;全军迅速北撤，退往豫西舞阳一带&rdquo;。
[19] 结果使第五战区失去一次围歼日军的良机。
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在台儿庄战役时，汤恩伯就曾犯有不听命令擅自行动的错误，如不是蒋介石亲自
数次严令汤氏率部增援台儿庄，那鲁南一役的结果确难预料。
然而汤恩伯与胡宗南一样，并未受到任何处分。
如此这般情形在正面战场上比比皆是，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胜仗？
作为集团军指挥官的胡、汤二氏如此抗命，作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亦同样不顾大局。
在武汉保卫战关键一战&mdash;&mdash;田家镇战役中，要塞司令李延年率领两个师的兵力与日军陆海
军三个师团奋战月余，顶住了敌人无数次冲击及毒气进攻，自身损失惨重。
李延年曾多次拍发急电给他的上司陈诚及张发奎等人，请求火速派兵增援要塞。
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收到李延年的求援电后欲发兵支援，但见无陈诚命令，迟迟不敢擅动。
最后李延年不得已直接给大本营侍从室发电求援：&ldquo;炮台战斗已到随身官兵不满五十人，急请项
传远[20]组长向委座汇报。
&rdquo;蒋介石得悉田家镇的战况后，脸上露出惊骇的神色，他急急地来回踱了几步，气愤地对手下说
：&ldquo;电讯陈诚支援部队。
&rdquo;[21]命令发出后不久，陈诚回电蒋氏，表示各地战事激烈，眼下无法抽调增援部队。
面对陈诚回电，蒋介石在内心深处完全明白陈诚见死不救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他与李延年的个人矛盾
。
陈诚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蒋介石赏识，以后又因宋美龄介绍娶其干女谭祥为妻，从此步步高升。
平时他以尊捧蒋宋夫妇而闻名，是蒋氏心腹干将之一。
在蒋的庇护下，陈诚逐渐目中无人，何应钦、李宗仁等方面大员都不在他眼中，而对于一个过去与他
有隙的李延年，更不在话下。
于是，蒋介石不得不下令：&ldquo;通知居副官，星夜火速赶赴田家镇，命令李延年撤离炮台。
&rdquo;[22]就这样，保卫武汉的最后一个要塞遂沦于敌手。
对陈诚在武汉会战后期的表现，蒋介石甚为不满，他特别致陈一份措词严厉的电报：&ldquo;敌人广播
称，此次我军退出新店镇、崇阳时，不特枪弹遗弃，即碗筷亦多失落，种种狼狈情形，资为笑谈
，&hellip;&hellip;不仅无耻，无以对年余抗战中牺牲诸先烈，且完全丧失革命军之精神。
&rdquo;[23]语言中包含了对战区最高指挥官的婉转责备与批评。
陈诚为之亦不得不以自责及处罚下属来向蒋表示谢罪。
蒋介石之是非不分一味袒护他的亲信将领，已成为他的一种习惯。
其原因完全出于他的用庸才而不用人才的愚属方针。
只要是效忠于他，绝对&ldquo;听话&rdquo;者，无论其有无才能，是否堪任，他都重用。
即使他们在执行作战计划指令时犯下何种错误过失，不得已而要对造成恶果者实行处罚或撤职时，亦
是轻描淡写或易地做官而已。
抗战初期，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刘峙是一个远近闻名的&ldquo;常败将军&rdquo;。
他身为大将而胆小如鼠，据说在军旅之中夜间出门如厕亦要两三个卫兵奉陪。
其人生得肥肥胖胖，做人老实，才干平庸，一副&ldquo;庸人厚福&rdquo;之态。
在抗日战场上，他每每不战而溃，率部与日军&ldquo;赛跑&rdquo;，受到全国舆论严厉谴责，连日军
也十分鄙视他。
因为他屡屡失职，被调离一战区，但蒋介石却非常喜欢刘峙，准备给他重庆卫戍总司令一职。
对此不仅国民党内外一片反对之声，连宋美龄亦感到用这样的庸人将不利于当局，但蒋介石却十分坦
然地对宋美龄说：&ldquo;不用他，用谁？
谁还能像他那样地听话！
&rdquo;最后，这一官尊事少，养尊处优的职位还是落在刘峙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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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9月，蒋介石将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调升军事委员会驻汉中行营主任，负责指挥第一、第五、
第十三战区战事。
由于老蒋习惯于直接指挥前沿，故对李宗仁之委任职务实际是明升暗降，使其失去了带兵权。
接替李宗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职务的竟是刘峙。
日军得知此消息后，便在广播中讥讽说：&ldquo;欢迎常败将军来老河口驻扎。
&rdquo;数月后，日军便轻易出兵攻占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老河口，刘峙早已逃得不知去向了
。
[24]蒋介石就是用这些&ldquo;唯命是从&rdquo;的亲信来打击异己的。
其结果不仅造成中国军队内部严重的分歧与矛盾，而且亦培养了一批骄兵悍将，&ldquo;他们只听从委
员长个人的命令，甚至作战时对直接指挥他们的战区司令长官所发的命令亦多方躲避，不愿接受，也
不向司令长官报告情况，骄蹇之情，难以尽述&rdquo;。
[25]对蒋介石的嫡系军，李宗仁将军曾一针见血地指出：&ldquo;其实所谓&lsquo;中央军&rsquo;的作战
能力，均极薄弱，军纪尤坏。
各级军官均自恃是&lsquo;天子门生&rsquo;，有直接&lsquo;通天&rsquo;的本领，大家效忠于一人，不
愿受阶级服从、层层节制的约束，所以彼此间摩擦特多，但是大家又共同蒙混委员长，使最高统帅对
部队的实际情形毫无所知，这种部队能不能作战，也就不言而喻了。
&rdquo;[26]国民党军队中的这些腐败现象，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表现得尤其明显。
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在抗战最后阶段的豫湘桂战役。
当时，数倍于敌的中央军汤恩伯等部在日军攻击之下，仓皇溃逃，一溃千里，使日军在很短时间内完
成了打通大陆线的作战计划，甚至一度打到了贵州独山，动撼了陪都重庆，造成了抗战胜利前夕悲惨
的一幕。
但蒋介石依然没有清醒，直至解放战争时期，陈诚丢失东北，汤恩伯丢掉江防，其在大陆的统治彻底
失败。
从某种程度上说，错误的用人政策是造成蒋介石统治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最近台湾学者为了实施《战时陆军志1937-1945》的编研计划，从训练、作战、人事管理、后勤保障等
多方面，对战时&ldquo;国军&rdquo;进行了深入研讨，并提出了部分研究报告。
其中有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ldquo;抗日时期国军事制度的最大成就，为国军在扩编、混编及
至互调的过程中，黄埔出身军官的逐渐兴起，使得国军中央化的程度增加，不仅矫正了近代区域主义
之失，同时也为军队的国家化奠定了基础&rdquo;，&ldquo;是为国军人事制度的最大成就&rdquo;。
[27]这种论点，是基于对战时&ldquo;国军&rdquo;（这里特指国民党中央军），与北洋军队及其他地方
军队在人员素质与构成，上下级关系，干部培训及特点，以及部队内部人事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
究后做出的判断。
其主要论据是：（一）&ldquo;国军军官阶层素质较高&rdquo;，&ldquo;各级干部，大多受过军官教
育&rdquo;；（二）&ldquo;国军的用人范围较为宽广&rdquo;，&ldquo;较不重视传统的血缘与地缘关
系&rdquo;；（三）&ldquo;国军中央化的程度较高&rdquo;，&ldquo;抗战期间&hellip;&hellip;黄埔学生
的势力逐渐扩张，完成军界接班部署。
由于黄埔军校的招生方式，不同于一般地方军校，而以全国为着眼点，刻意讲求各省区间的平衡，黄
埔教育又重视主义的灌输，学生较具国家观念，黄埔系的得势，自然使得国军中央化的程度增
加&rdquo;。
[28]对于以上论述与观点，我们不能说其中没有一定的道理。
就客观事实而言，以黄埔系为主体的中央军比北洋军队及国民政府时期各地方军阀势力的部队，无论
是指挥官的素质还是军队的组成及装备、训练、给养等等都要高出一筹。
但是，如果说中央军这些特点就&ldquo;纠正了近代区域主义之失&rdquo;，又&ldquo;为中国的统一和
军队的国家化，奠定了基础&rdquo;的话，这未免估价过高。
正如前文所述，抗战开始以后，国民党中央军各部队虽有上海、山西各战场的英勇作战，但亦有汤恩
伯在台儿庄之避战自保，陈诚对田家镇之见死不救，胡宗南在桐柏山之不听调遣，以后更有薛岳在一
战长沙时的虚报战功及其与陈诚之间的互相拆台等种种劣迹，而且这种腐败作风，在抗战时期愈演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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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
究其原因，无外乎出自私利与权力之争斗。
比较而言，此种内耗事件在中央军系统甚至比各地方派系军队更加明显和激烈。
因为&ldquo;黄埔同学&rdquo;个个自恃有靠山，脑中充满&ldquo;天下第一&rdquo;之思想，互相间不仅
不合作，反而不时闹矛盾、搞对立。
而各地方派系的军队自知在&ldquo;天资&rdquo;方面缺少优势，因而就不得不以团结互助来求生存，
例如川军出川抗日后，由于处处遭受排挤，因而自发地意识到&ldquo;同生共死&rdquo;才有出路，在
这种情形下，诸如&ldquo;见死不救&rdquo;、&ldquo;落井下石&rdquo;之类的丑行便很少与闻。
当然，我们并不是否认在军队正规化与近代化建设方面，中央军在民国军事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的确中央军较诸地方军、北洋军队有其优势。
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抗战期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一手控制下的中央军，在当时的政治及社会环
境之下是不可能具备一切超时代特征的。
从军队组成、训练、作战、指挥、内部团结、上下关系等各方面来综合考察，如果我们跳出以蒋介石
政府为&ldquo;正统&rdquo;的圈子来评判分析，就会发现，中央军除了在训练、装备、内部人事管理
制度等方面具备优势以外，在其他方面无不打上浓厚的时代烙印，其内部之腐败、矛盾、内耗，各级
将领贪污腐化，视部队为私产，无视军令，只服从蒋氏一人等等现象都说明了这一点。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可以说：在抗战时期，中央军的发展壮大，对于&ldquo;矫正近代区域主义之
失&rdquo;或许不无作用。
这是因为其指挥者蒋介石政治集团在当时位居党、政领导地位，具有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的名义，其政
治目标是建立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ldquo;以天下为己任&rdquo;，所以，其军队较之地方势力武装
则更具有&ldquo;国家特色&rdquo;。
但是，如果就此而得出&ldquo;为军队的国家化奠定基础&rdquo;的结论，未免言之过早。
这是因为中央军在抗战期间依然保持了十年内战时期的特性，即他是国民党一党，更确切地说是蒋介
石一人的&ldquo;私军&rdquo;。
而这支军队，在效忠蒋氏个人的基础上，实行严格的内部控制，不仅用来对外抗日，亦用来对内镇压
。
在抗日战场上，&ldquo;国军&rdquo;的组成不仅有中央军，而且还有其他一切抗日的中国军队，因此
很难说中央军在当时就已经具备了&ldquo;军队国家化&rdquo;的基础条件。
何况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彻底崩溃之时，其军队中的中央军与非嫡系的地
方武装（如桂系）的矛盾依然没有解决。
这更进一步说明，即使以蒋介石一人为&ldquo;国&rdquo;，其军队全部&ldquo;国家化&rdquo;的目标还
远远没有实现。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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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第二次中日战争已经过去近60年了，然而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留下的创痛仍记忆犹新。
每当中国边境响起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战争留下的阵痛便犹如阴雨天隐隐作痛的陈年旧伤闷声发作在
中国人民的心中。
治病溯源，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必要对一段历史回顾了解。
马振犊先生的这本著作正能带领我们很好地认让那场惨烈胜利。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两大主要内容之一，近十年来，国内史学界关于抗战正面
战场研究整理出版了不少专著和研究论文。
但&ldquo;不少研究成果仍局限于介绍发生在正面战场上的几次主要和较大规模的战役的范围
内&hellip;&hellip;在宏观上缺少对整个正面战场我方整体战略的考察，在微观上缺乏对主要战役战略背
景性因果关系的总体分析。
&rdquo;然而，《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这本书在这两个方面都做了有益的尝试，做到
了&ldquo;从战役之外写战役，从全盘战略的高度写战役，从政治、外交及当权者的思想观念角度写战
役&rdquo;，写出了新意，写出了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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