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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我相信，书有书的命运，就像本书所书写的这段历史，在它发韧之初真相就摆在眼前了，
曲折、繁复、虚饰都不是它的全部，只要你在不断地接近，就有意义。
　  这本书最早的书名叫《正面抗日战场》，但只出了第一部&ldquo;我的家在松花江上&rdquo;、第二
部&ldquo;烽火大地&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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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长城以北&rdquo;把原先《正面抗日战场》的第一部、
第二部综合了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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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长城以北&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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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老人都已九十岁以上高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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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河五十州于2011年7月1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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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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
岳：父亲给他取名“仰岳”，他直接把“仰”字给拿掉了——仰什么仰，我就是未来的岳飞！

　　汪 精 卫：曾经当仁不让的“总理接班人”，一度被称为“党内圣人”。

　　徐 焕 升：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飞行员。

　　寺内寿一：那种他一瞪眼，你就得咔嚓一声给跪下的主，特别喜欢给下级穿小鞋。

　　冈村宁次：日版儒将，是“荣耀的第十六期”中最重要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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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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寸河山一寸血.4 万里烽烟>>

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章　任何时候都需要胆色
　超常规战术
　钻出去
　英雄本色
　民国岳飞
　抽血伤身
　想做主角的配角
第二章　谁能给我一把剑
　泥潭
　启封剑
　三攻罗王
　不能没有运气
　破罐子破摔
　十万火急
　火攻还是水淹
　地狱之门
第三章　勇敢的心
　重排棋局
　大意失江州
　依山为战
　补过之难
　一句话
　狂人师团
　性情中人
　武秀才
　飞得更高
第四章　龙战于野
　秘密武器
　一点点长处
　山地战专家
　二年级学生
　以猛对猛
第五章　十面埋伏
　反八字阵
　北守西攻
　整容手术
　索命地图
　一个不能少
第六章　沧海一声笑
　沙场猎豹
　什么叫惊悚
　地狱之谷
　豪情晚照
第七章　像风一样自由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寸河山一寸血.4 万里烽烟>>

　空中游戏
　引蛇出洞
　墓志铭
　外籍军团
　神鹰部队
　风行异域
第八章　理想与现实
　棋逢对手
　一个更比一个强
　汉谋无谋
　外交新星
　走麦城
　老江湖
　塞翁失马
　“党内圣人”
　同一个你
第九章　哪一站
　重要的是先撑着
　后下手遭殃
　重甲包装
　最新式战术
　到站了
第十章　我的路
　无名英雄
　唯一应该走的路
　做英雄还是做狗熊
　武将爱武将
第十一章　得句犹如将成功
　恩怨分明
　赛马故事
　十二金牌
　魔高一丈
　巨猛杨六郎
第十二章　铁甲奔流
　诸葛的另一面
　没有什么不可能
　又一个老实人
　疯子是怎样诞生的
　关门打狗
　昆仑雄狮
　成功的表演
　反转一百八
第十三章　这个冬天不太冷
　冬季攻势
　重于泰山
　活关公
　讨债的和躲债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寸河山一寸血.4 万里烽烟>>

　套马杆
　化整为零
　抠出来
　士兵突击
　二虎扑食
第十四章　时光倒流
　继续赌
　死结
　那个人
　梦回华北
　吞声
　决心
　解脱
　望风
　继续飘
第十五章　从头再来
　能不去吗
　大家都在撤
　从“四干”到“三昌”
　两个难题
　就差一步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寸河山一寸血.4 万里烽烟>>

章节摘录

　  决心　  1940年5月1日，第十一军对第五战区发动进攻，枣宜会战（枣阳&mdash;宜昌）开始，这是
自武汉失守后中日之间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第三十三集团军据守的襄东防线成为日军攻击的首要目
标。
　  张自忠知道这将是一场大恶战，特地晓谕五十九军将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已
毫无其他办法。
　  张自忠有死战决心，但他没有想到，战斗之残酷程度远远超出原先的预计。
　  从出击日期、路线到包抄迂回的战术，枣宜会战和随枣会战都差不多，但是由于得到&ldquo;中国
派遣军&rdquo;司令部的支持，日军像南昌会战时那样，进行了高度的特种配备。
　  包括第十三师团在内，进攻第五战区的每个师团都配有一个山炮兵大队，此外，园部还将第十一
军直属的重炮兵旅团、战车联队以及骑兵联队全都派上场。
　  对防守工事而言，重炮和战车都是最大的威胁。
　  在台儿庄大捷中，中国军队曾用战防炮对付坦克战车，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日本人的武器也在不
断更新换代。
　  一炮便能干掉的89式、92式、94式战车已成过去时，刚刚出来的95式、97式在装甲厚度和火力上今
非昔比，尤其是97式战车，被称为日本在二战中装备最成功的一种坦克，要想把它轰个对穿颇不容易
。
　  5月2日，第十三师团便突破了襄河东岸的右翼防线，这一速度比随枣会战还要快得多。
　  张自忠迅速调整部署，派第三十八师等部队东渡襄河，对北进之敌实行侧击。
　  过河的部队很多，但数第三十八师打得最凶，因此也最为引人注目。
第十三师团不得不回过头来，对第三十八师进行合围，后者处境十分险恶。
　  5月6日，张自忠召开集团军会议，提出要渡河督战，以挽危局。
　  在场将官都认为主帅不宜亲征，应该让身为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冯治安去。
　  宋哲元病逝后，张自忠曾致书冯治安。
　  他说，佟麟阁和赵登禹都死在南苑，现在宋哲元又死在四川，老二十九军的将领只剩下你、我，
还有刘汝明等几个人了。
　  我们不知什么时候也将永别，所以应立即下定决心，趁没死的时候，为国家和民族尽最大努力，
不死不休，那样，即使在九泉之下相遇，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可是这番肺腑之言，显然对冯治安的触动并不大。
电话打过去，对方说他抽不开身，而且还劝张自忠也不要去。
　  张自忠不再犹豫，当晚他给冯治安留下了最后一封信&mdash;&mdash;　  我因责任所系，必须过河
与敌一拼，假如事情不顺，将奔着最终的目标而去。
总而言之，不管做好做坏，一切求良心得到安慰。
　  5月7日，张自忠东渡襄河，这实际上已是他第四次亲自渡河作战。
　  仅仅三个月前，第十一军就发动了一次试探性的春季攻势，那一次的情况也险恶异常，同样是张
自忠在渡过襄河之后，以侧击的方式发动猛击，才最终扭转了局势。
　  可是那句话永远是对的，战场之上，幸运之神不会始终眷顾某一个人，如果说前面三次都庇护了
你，那么到第四次，你就不一定会那么走运了。
　  平时张自忠的衣着与普通士兵无异，但这次他似乎已有预感，一反常态地穿上了将军制服，并戴
上了中将领章。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解脱　  第十一军往北推进的速度越来越快。
5月8日，中路的第三十九师团攻占了枣阳，西路的第十三师团和东路的名古屋第三师团对中国军队完
成了第一层合围。
　  如果张自忠不渡河督战，前面曾屡次出现过的险境必将再现。
　  事实上，在他未过河之前，东岸部队是一盘散沙，相互间失去了联系，大部分都在各自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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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团军总司令过河之后，形势即刻逆转，三军士气大振。
　  5月10日，张自忠指挥东岸集团军所属的五个师，开始由南向北朝枣阳推进。
　  他要反过来截断日军后路，让对手吃不了兜着走，然而在关键时刻，集团军总部的电报却出了问
题。
　  从张自忠渡河开始，他拍出的大多数电报都被第十一军情报部门截获和破译，而园部也犹如在他
身上安装了窃听器和跟踪仪。
　  枣宜会战中的日本侵略军　  在春季攻势中，园部对喜欢从侧后给他捣乱的张自忠已留下了深刻印
象，他还得知，冈村随枣会战的不尽如人意也与之相关，因此早就多留了个心眼。
　  在获得张自忠要截其后路的情报后，他赶紧命令第十三、第三十九师团全部沿襄河东岸南下。
　  第三十三集团军虽在东岸拥有五个师的兵力，但也就第三十八师比较能打一些，面对整整两个日
军师团，并不占有任何优势。
　  最致命的，当然还是张自忠自己的行止一直未能脱离园部的掌握。
因为后者知道，电台就在集团军司令部驻地附近，只要找准电台的准确位置，也就知道了张自忠在哪
里。
　  张自忠在哪里？
他在南瓜店。
　  第三十九师团根据情报，连夜行动，于5月16日拂晓完成了对第三十三集团军总部的战术包围。
　  虽然是包围，但实际上并非完全合围，张自忠是有时间，也有机会撤走的，然而他始终带伤在第
一线进行指挥。
　  这是一种疯狂的勇敢和执著。
　  最后关头，参谋长李文田开了口：论公，你是我的长官，论私，你是我的朋友，我理应跟着你、
帮助你，但今天这个仗实在是打不下去了，赶快撤吧。
　  李文田本来预料张自忠会痛骂他一顿，但后者听后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
　  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脸上没有怒容，只有平和：你们谁都可以走，除了我。
你们走吧，不要管我了。
　  南瓜店之战极其惨烈。
张自忠当时指挥的并非第五十九军，而是韩复榘的鲁军，鲁军的战斗力本来并不强，但这批鲁军的带
队军官皆为张自忠从前在老西北军中带过的学兵，因此他们在南瓜店之战中实际上是超水平发挥了，
面对数量和武器都远远超过自己的日军，堪称英勇卓绝。
　  进入短兵相接后，不仅鲁军尽殁，连张自忠身边的卫士都打到精光，他自己也身中数弹，成了血
人。
　  最后的遗言：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hellip;&hellip;　  这
个曾背负了沉重包袱的男人终于解脱了，不再有痛楚，不再有忧伤，也不再有亏欠。
　  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双方打得都很艰苦，日本军队已没原来那么骄纵和不可一世，他们清楚地
认识到对面之敌里面，其实也有很多极其优秀的将领。
　  如同冈村宁次所说的，&ldquo;战争是战争，武将爱武将&rdquo;，第三十九师团在找到张自忠的遗
骸并确认身份后，就近在当地老百姓家赶制了一口棺材，由师团参谋长亲自目送入殓，予以礼葬，墓
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在得知爱将殉难的消息后，李宗仁痛苦莫名，一连几天都吃不下饭，蒋介石则严令第五战区必须
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
　  第五十九军激战两昼夜，付出两百多人的伤亡代价，才将自己的长官抢出运回。
　  5月21日，在蒙蒙细雨中，载运张自忠灵柩的船只驶往重庆，一路上，日机只是在上空盘旋，未开
一枪，未投一弹。
　  5月28日，蒋介石戴着黑纱，提前两小时在重庆码头迎接灵船，船只一靠岸，他就抢步上船，跪泣
于灵柩前。
　  蒋介石（低首者）亲自参加了张自忠灵柩的迎接和拜祭活动　  抗战以来，张自忠是第一位牺牲于
正面战场的集团军总司令，有诗赞曰：瞻望南瓜店前路，抗战史上第一人！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寸河山一寸血.4 万里烽烟>>

　  当生命像流星一样滑过，那瞬间的绽放和辉煌，已足以照亮人们眼前的重重黑暗。
　  当年那场兄弟恩怨似乎已经了结，但还有一个人需要提及。
　  这个人在一月之内连着遭受了两次沉重打击。
第一次是宋哲元死后，闻知噩耗，他好半天都回不过神来，然后就作出了一个惊人举
动&mdash;&mdash;辞去所有军政职务。
　  那时他已位居上将，虽无实权，但待遇足够优厚。
　  辞职的原因不为别的，只是因为他也曾是宋哲元的手下兼结义兄弟，而当年恩断义绝时，宋哲元
又表露过不希望他再到蒋介石那里就职的意思。
　  你走了，我能做的，也仅有这一件了。
　  他当然就是萧振瀛。
　  张自忠在出事之前，曾托孤萧振瀛，并致信大哥：弟将以必死之决心与倭寇相周旋。
　  果然，他倒在了南瓜店。
　  都走了，当一切只能成为回忆，思念足以令人窒息。
　  每一次相聚和别离，都是一次对人生的深刻感悟。
萧振瀛后来对家人说：你们不要学我，我演了一辈子的戏，其实没有意思。
　  他的最后岁月以经商为生，赚的钱都拿来收容救济东北和华北的流亡子弟，因此&ldquo;萧老
板&rdquo;很少有盈余，有时甚至入不敷出。
　  1947年5月，萧振瀛突发脑溢血，昏迷数日后在北平病故，时年五十七岁，据说这与他当时经商失
败有关。
　  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纵横大师，终于以另一种方式谢幕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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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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ash;&mda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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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ash;&mda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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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ash;&mda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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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ash;&mda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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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ash;&mda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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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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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