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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相信，每个人都是一本书，而每本书又都像一个人。
人是要经受磨难的，书大抵也是如此。
这本书最早的书名叫《正面抗日战场》，但只出了第一部“我的家在松花江上”、第二部“烽火大地
”，之后就因故停了下来。
其间，有很多朋友在网上留言，问第三部何时面世，对此我也不知如何作答，因为我当时也不知道确
凿答案。
唯一可以告慰大家的是，作为作者，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放弃，也一直在努力，直到有了《一寸河山一
寸血》。
在这本重新出版的书中，凝聚了一些新的写作思考，尤其是吸收读者意见，加快了叙述节奏，因此它
既是《正面抗日战场》的续篇，同时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为了保持延续性，以免突兀，第一部“长城以北”把原《正面抗日战场》的第一、二部综合了起来，
并沿着这一线索继续下去，从二十九军参加长城抗战起，写到了长城抗战结束。
因为这个原因，“长城以北”的部分内容与《正面抗日战场》前两部不能不有所重复，谨以说明。
借这个机会，需要特别感谢在困顿时期帮助过我的朋友和前辈。
有杨琦和她所在的关爱抗战老兵网，后者数十年如一日地给抗战老兵们送去温暖，显示的是一种来自
民间的道德良知，同时他们也收集和积累了很多珍贵的第一手口述资料，这些对本书帮助很大。
有我曾登门拜访过的那些抗战老兵，如现居上海的夏世铎、祝宗梁，现居南通的汪吉佑，现居北京的
赵振英、尤广才。
这些老人都已九十以上高龄，但思维仍十分清晰，能回忆起当年的很多往事。
其中，汪吉佑、尤广才两位老先生都是参加过一线作战，打过硬仗，立过大功的抗战英雄，其叙述更
给我笔下增添了很多闪亮的元素。
还有很多我见过面或从未谋面的网友、书友，他们有的和我一起踏访过战场原迹，拜谒过烈士墓园，
还有的给我寄来过抗战资料及图片，无法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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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战争，只是历史的一部分。
战争很精彩，全史更好看。

　　本书以全新的视角，讲述了中国正面抗日全史。
它也是离新中国最近的历史，那是个社会结构、思想经济全面动荡转型的时代，新中国就是从那里走
来，而我们就生活在新中国里，我们之所以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与那个时代密不可分。
了解它，有助于我们了解自己这个时代。

本书以皇姑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为发端，以东北沦丧为起点，再现十四年抗战历史背景下的风云
人物、精彩往事。
本书犹如一部恢宏的画卷，作者以或幽默、或深沉、或激越、或悲壮的笔调，带你走近张作霖，走近
蒋介石，走近汪精卫，领略他们曾经有过的铁甲与鲜花，情义与权谋，眼泪与欢笑，欣慰与悲怆。

　本册部分人物简评
 张作霖：由赌始，由赌终的东北王。

 张学良：“老子英雄儿混蛋”的官二代典型。

 杨宇霆：才能比郭嘉高，觉悟比杨修低的悲剧人物。

 马占山：因抗日由土匪转型而来的将军，引领时代风潮的全民偶象。

 蔡廷锴：世界名将，极具荣誉感的军人。

 萧振瀛：交际手腕超牛的民国纵横家。

 杨杰：日本人口中的“中国三个半参谋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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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河五十州，原名赵劲，江苏常州人，精研中国近代史，多年来致力于正面抗日战场的研究，寻
访抗战老兵，记录整理四百多万余字笔记，因熟知中国抗战历史，语出惊人，痴心求证，被誉为“抗
战历史狂人”。
为还原真实可靠的抗日战史，三年前毅然重走正面抗日战场，在田间地头探查战时印迹，被称为“田
野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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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人在江湖飘
　　剿匪故事
　　二人转
第二章　私章和手黑
　　日本公使的悲喜剧
　　关东军
　　最后的告别
　　死亡专列
　　扔炸弹的超人
　　打黑是假
第三章　第一个贵人
　　东北“小诸葛”
　　谜底
　　第二个贵人
　　一夜回到解放前
　　组织部是干什么吃的
　　姜还是老的辣
第四章　迷网游不能不上学
　　谁给谁张罗
　　杀机毕现
　　拿铁路做文章
　　血溅老虎厅
第五章　柿子要捡软的捏
　　骑虎难下
　　传说中的怪侠
　　致命一击
　　气数已尽
第六章　从陆士到陆大
　　怪人有怪才
　　用竹刀就够了
　　张学良的秘密
　　不可思议的战争
第七章　张麻子
　　谁忽悠谁
　　伪军
　　麻辣大餐
第八章　不能为降将军
　　没有谁能欺负土匪
　　打仗不是过家家
　　时空错位
　　捷克式机枪
　　以退为进
　　马大帅的饺子
　　英雄出世
　　此消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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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有退的奇迹
　　以牙还牙
第九章　历史的迷雾
　　亡羊补牢
　　中国版越狱
　　游击天下
　　躲猫猫
第十章　炒作出来的事件
　　扬眉剑出鞘
　　首席战将
　　洪洞县里无好人
　　神行太保
　　陆战队真相
　　载酒行
第十一章　凭什么听你的
　　半江瑟瑟半江红
　　陆军长老
　　黄埔老师
　　强渡蕴藻浜
　　金蝉脱壳
　　孤独
第十二章　最好的外交官
　　世纪对决
　　变态的民情
第十三章　萧大哥
　　聚义厅
　　跑项目
　　以晋制奉
　　以宋制晋
　　走后门
　　强中更有强中手
第十四章　晋东大练兵
　　祸从口出
　　十字路口
　　打虎将
　　月黑风高夜
第十五章　失街亭
　　坦克定乾坤
　　双头领导
　　谁拯危局
后记　写历史读物要尊重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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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传闻有两件事对土肥原的触动很大。
一件事。
后期奉军由于屡次入关作战，内部矛盾意见此起彼伏。
经常有像郭鬼子这样犟头犟脑的家伙出来捣乱，前面打仗，后院起火，一来二去，老张的那点兵力就
不够用了，不得不一再向关东军“伸手”。
关东军乘势狮子大开口，一面答应借兵，一面索要特权。
老张满口答应。
由于以前上张作霖的当着实太多，关东军这次长了心眼，口头的不行，非要老张签约才作数。
老张眉头都不皱一下，答应下来了。
关东军这下高兴了。
平叛以后，土肥原兴冲冲地来找张作霖，意思是咱们可以践约了。
没想到，老张压根就不打算践约，还文绉绉地讲了几句场面话。
大意是：知道你们日本人最讲诚信了（请列位看客千万注意这句，因为下面是有伏笔的），不然也不
会把当初那件私事托付给你们（这可不是公事呵）。
不过现在事情难办了。
我本人虽然答应了你们的条件，可老百姓不见得肯答应，毕竟东北是属于老百姓的，这是公事。
如果我徇私枉法，以私事干涉公事，我就触犯法律了（弄不好枪毙都有可能）。
所以呢，只好请你们原谅我，这事没法办成了。
之后又虚情假意地说了几句好话，无非是这个人情算是我欠兄弟们的，下次请吃饭，我买单（当然这
句也不一定是实话）。
土肥原虽然职业是特务，搞阴谋、说谎话一向是他的专长，但此时也被张大帅“无耻者无畏”的水平
给白话得一愣一愣的。
什么时候签约变成了关东军与老张个人之间的私事了？
要不是名义上一个是老板，一个是雇员，土肥原简直就要跳起来，揪住老张的衣领大声质问了。
看着土肥原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白一阵的表情，老张面不改色，说不急不急，顾问阁下回去再好好研究
一下那份协议，将会有更多心得。
土肥原气冲冲地跑回去，翻出协议一看，差点没晕过去。
白纸黑字的协议上一条条倒是写得很清楚，只是最后老张竟然没签名！
可以想见，当时要求签名的时候，老张肯定推托了，说自己文化水平低，明星签名又没练好，字写得
不好看云云。
没对方签名的协议顶个屁用，有点法律常识好不好。
见此情景，土大佐恨不得把当时负责签约的文书找出来扇两大嘴巴。
但是，文书是懂法律的，他知道一份法律协约，如果没有当事人亲自签名，盖章也是有效的（一般是
在当事人目不识丁的情况下），因此他果断要求老张盖章了。
问题就出在这个章上面。
原来老张盖的竟然是私章，而不是公章。
老张所说的私事，原因正在此。
因为在老张看来，部下作乱，那是家里面孩子在闹腾，自然是私事。
为了摆平这件私事，私下里才跟你们日本人商量，帮点小忙而已。
这也是我个人欠你们的情，理所当然也是私事。
现在那枚张作霖的私章明明白白地盖在协约上面，咧着嘴朝土肥原笑呢。
其实日本人不是傻瓜，一向又以做事认真细致著称。
如果说一份协议不签名，盖的又是私章，而他们又都看不出来，只有鬼才相信。
他们是被老张搞得没脾气了，成天指望着老张能“良心发现”，有一天突然对他们义气一把。
谁都知道，老张是东北不折不扣的土皇帝，说话一言九鼎，就跟圣旨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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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私事不能干涉公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都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骗骗某些不了解中国
国情的西方人还差不多。
退一万步说，就算没这份协约，老张来一句：人家帮了咱这么大的忙，咱是不是也得表示表示，给人
家点甜头不是。
礼尚往来嘛，人情上似乎也说得过去。
慈禧老佛爷还不是说过“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吗？
哪个小民又敢当着朝廷的面说过半个不字。
但是这些都是彼此心照不宣的想法，是肚皮里的官司，需要心领神会的。
放在明面上就说不过去了。
当着大家伙的面，“最讲诚信”（老张前面已经恭维过了）的日本人不得不承认，协议盖的是私章（
有关人员是不是因“渎职”而受到处理就不知道了），张作霖作为地方军政最高长官，的确也应该带
头执法守法，尊重“父老乡亲”们的意见。
总之，忙是白帮了，算是给老张家义务打工吧，至于那份曾经让人很动感情的协议，如果说还能派上
点什么用场的话，就是拿去当手纸用了。
作为一个以善于与中国人打交道自命的“中国通”，土肥原大佐此时恐怕连死的心都有了。
土肥原君，你妈在喊你回家吃饭了。
另一件传闻也与老张的签名有关，而且更是传得有鼻子有眼，可以说朝野上下，老少妇孺无人不知。
说土肥原这厮自从上了当以后，总想在老张身上找点碴。
一次他又主动邀请老张参加酒会。
部下怕日本人放暗箭，劝他谨慎从事。
老张一想，枪林弹雨老子都不怕，还怕喝酒。
咱东北人个个都是好酒量，拍拍肚子就去了。
酒席宴前，老张放胆豪饮，酒没少喝，话没少说，可是滴字不漏，说到有关“铁路”啊、“移民”啊
、“驻军”啊这些敏感话题，就“今天天气哈哈哈”地绕了过去。
见斗酒占不到什么便宜，土肥原便琢磨开了，都说老张胡子出身，文化不高（连初小都没毕业），签
协议时又没见他亲笔写过字，不如趁机将老张一军。
于是便提出来让张大帅给赏个字。
本意是想让老张当众出丑，没想到老张不假思索，拿过纸来挥毫就写，一个“虎”字刚健遒劲，尽得
文采之风流。
土肥原暗暗吃惊，心说老张土得掉渣的一个人，斗大的字识不得一箩筐，怎么这个字写得这么牛叉。
要怪，就怪土大佐虽然自诩“中国通”，对中国很多东西的认识却还浮于表面。
老张虽说初小都没念完，但毕竟读过几天私塾，不是一个纯文盲，而中国人最重一手好字，论语不会
背不要紧，书法训练那是一定得过关的。
我老家有一远房亲戚，也没念过多少书，但一手字写得着实漂亮（自然是钢笔字）。
街坊四邻需要写个家信什么的，大多求此人着笔。
与他相比，兄弟虽说也读过很多死书，那一手字就不能看了，基本等同于狗爬式。
以我亲眼所见，书念得少，但字写得好的人确实不在少数。
这涉及到书法的另一个门径，俗称“出手”。
讲明白一点，其实就是写字时姿态很规范，一笔一画符合书法的要求，平常用的工夫虽然不多，字却
也能写好。
老张无疑就是这样“出手不凡”的人。
“虎”字写罢，对老张有意见的、没意见的都不由得齐声叫好，鼓起掌来。
怀着一种酸溜溜的心理，土肥原接过了老张的“墨宝”，硬着头皮欣赏起来。
这不看犹可，一看之下，土大佐乐了。
原来“虎”字下面，老张还有一落款，赫然写着“张作霖手黑”五个大字。
土肥原估计老张是马失前蹄，把字写错了。
他本意就是要羞辱老张的，不能一个人偷着乐，于是就故意像猫头鹰一样“咕咕”地笑出了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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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几个日本人见大佐无故发笑，不知究竟，也凑上来看，看着看着也笑了。
只有老张镇定自若，稳如泰山。
随从沉不住气，上前一看，脸就红了，赶紧回来低声告诉老张：“大帅，您怕是真把字写错了，应该
是‘张作霖手墨’，墨字掉了一个土，变成‘手黑’了。
”老张要的就是这句悄悄话，当下便瞪起眼睛，扯开嗓子吼了一声：“妈了个巴子的！
我还不知道‘墨’字怎么写？
我这是给他们日本人的，怎么能给‘土’？
小子，你给我记住了，这就叫做‘寸土不让’！
”老张刚说完，在场的中国人马上领悟过来，皆鼓掌叫好，而包括土肥原在内的日本人目瞪口呆，尴
尬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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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历史读物要尊重历史事实后记作者：汪吉佑身份：抗战老兵出生日期：1922年毕业院校：黄埔军校
十七期炮兵科参加战役：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湘西雪峰山战役军旅履历：黄埔毕业后任七十四军
军部炮兵团观通排中尉排长，累立战功，因功晋升为师参谋主任。
历史题材的作品，不应排除艺术上的加工，包括气氛的渲染，情节的描述，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不
能丢开真实的历史，随意编造，混淆视听。
如果抛开尊重历史事实这一根本宗旨，明显违背或歪曲事实，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也是在误导年轻
人。
我毕业于黄埔军校十七期炮科，是抗战历史的亲历者。
我今年已经九十二岁了，但还能看书写文章，我认为我有责任端正视听，在这里，我向大家推荐《一
寸河山一寸血》（关河五十州著），这部小说文笔活泼，连我这么大岁数的人都喜读爱读，同时，从
我这个过来人的角度来看，它经得起历史事实的检验，作者几乎在每个细节上都进行过认真考证，这
种写史的态度非常值得赞许。
《一寸河山一寸血》的纸稿，我都一一翻阅过。
看这部书，让我仿佛又找回了过去的记忆。
当年，我以流亡学生的身份，考入了黄埔军校十七期一总队炮科。
我们那一期，除少数同学留校任教外，其余全部被分派到了全国各战区的最前沿。
在抗战中，每一次战斗都要付出血的代价，无数黄埔青年军官抱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思想冲
锋在前，血洒疆场。
我的很多黄埔同学都牺牲在了抗战中，我也是九死一生，才活到了抗战胜利。
抗战一胜利，我和当时的很多黄埔军人都一样，只想建设国家，不想再打内战，所以很快就结束戎马
生涯，自学建筑当工程师了。
据我所知，《一寸河山一寸血》的作者关河五十州还很年轻，但治学写史的精神非常可贵。
这部小说不仅贴近历史真实，而且耐读好看，其辞藻无哗众取宠之浮夸，却有去芜存真之精粹，或气
势磅礴，浩气凌云，或启人深思，振聋发聩，或撩拨心弦，催人泪下，读之令人荡气回肠，不失为脱
俗之作。
“人生难得者知己”。
我已耄耋高龄，有生之年，希望还能看到《一寸河山一寸血》全部出版。
我亲身参加过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湘西雪峰山战役，借助于关河五十州之笔，可以让我这位老人
重新回顾那段烽火岁月。
如此，平生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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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正面抗日历史，有很多值得我们骄傲的记忆，《一寸河山一寸血》勾起了我的很多记忆。
　　——南京受降仪式亲历者、原中国远征军新编第6军第14师少校营长 赵振英凡我炎黄子孙，不该
也不能忘记正面抗日历史。
看到《一寸河山一寸血》的出版，我很欣慰。
　　——原中国驻印军第50师特务连连长 尤广才《一寸河山一寸血》披露了很多正面抗日史实，让全
民族对那段历史更加正确了解、认识和记忆。
　　——原中国驻印军新30师90团2营及中美混合战车指挥组战车营二级翻译官 卢少悦实事便是真理
，历史的真实性是任何人不能更改的。
《一寸河山一寸血》是一部凭事实说话的书。
　　——原第74军军部炮兵团观通排中尉排长 汪家骏(现名汪吉佑)1942年-1945年春间，亲身经历缅北
反攻战役，涉险临危，从无悔意!唯念为民族生存而牺牲，葬身于异国他乡莽莽丛林之同袍魂无寄所而
悲愤难耐。
　　——原中国驻印军新1军新38师师部谍报队少尉组长 梁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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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寸河山一寸血1:长城以北》首次开放解说中国正面抗日全史。
战争，只是历史的一部分。
战争很精彩，全史更好看。
经典读物，耐读、耐品，耐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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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正面抗日历史，有很多值得我们骄傲的记忆，《一寸河山一寸血》勾起了我的很多记忆。
——南京受降仪式亲历者、原中国远征军新编第6军第14师少校营长　赵振英凡我炎黄子孙，不该也不
能忘记正面抗日历史。
看到《一寸河山一寸血》的出版，我很欣慰。
——原中国驻印军第50师特务连连长　尤广才《一寸河山一寸血》披露了很多正面抗日史实，让全民
族对那段历史更加正确了解、认识和记忆。
——原中国驻印军新30师90团2营及中美混合战车指挥组战车营二级翻译官　卢少悦实事便是真理，历
史的真实性是任何人不能更改的。
《一寸河山一寸血》是一部凭事实说话的书。
——原第74军军部炮兵团观通排中尉排长　汪家骏（现名汪吉佑）1942年～1945年春间，亲身经历缅
北反攻战役，涉险临危，从无悔意！
唯念为民族生存而牺牲，葬身于异国他乡莽莽丛林之同袍魂无寄所而悲愤难耐。
——原中国驻印军新1军新38师师部谍报队少尉组长　梁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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