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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强硬谈话，表明抗日决心蒋介石制订淞沪战略部署；“八一三”抗战全面展开
蒋介石告别首都南京和惨胜台儿庄蒋介石严令新四军北撤，借此消耗中共劲旅战斗力蒋介石亲任武汉
会战指挥“保卫大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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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虎生，江苏句容人，1962年11月生。
获兰州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获法学硕士、博士学位。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和中华民国史的教
学和科研工作，出版相关专著数十部。
该书是作者何虎生先生近年来潜心研究中华民国史的心血结晶，作者广泛研读抗战史料，力求还原一
个真实的历史面貌。
书中再现了抗战中国民政府最高领导蒋介石在内政外交上采取的种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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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吞并中国是日本的既定国策。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先是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接着又占热河、察哈尔两省，并不断向中国
内地渗透。
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妥协政策指导下，中国军队一让再让，已到让无可让的地步，此时全国
军民都抱定与日寇决一死战之决心。
 面对日寇的步步进逼，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为抗战虽然也作了一些准备，但蒋的重心仍放在“围剿
”红军和共产党方面。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在国共两党和张杨两将军及
全国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了由国内战争向合作抗日的伟大转变。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越来越不受日本欢迎：他竟然停止了对共产党的军事围剿，更为可恨的是他居然敢
在太岁头上动土，开始向天皇的军队动枪动炮了。
对中华大地久已虎视眈眈的日本，再也不甘心也不满足像蚕儿吃桑叶一样慢慢地吃掉中国。
蒋介石的变化不仅激怒了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而且让他们心生惧意。
不能再犹豫了，一定要速战速决，绝对不能让已经与共产党联手了的蒋介石从容地为天皇的军队掘好
坟墓。
日本开始策划新的“大陆计划”，它决定“鲸吞”中国。
 1937年夏天，驻屯华北的日军不断向负责华北防务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寻衅滋事，一时间华北剑拔弩
张。
战争的乌云弥漫了华北的上空，使得这里的夏天更加的烦闷。
此时的东京，正盛传这样的谣言，“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日本人所说的柳条沟事件就是“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先行破坏了柳条沟附近的铁路，反诬中国军队所为，悍然发动了对东北
军的攻击。
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军撤入关内，东三省就这样拱手让给了日本人，热衷于“安内”的蒋
介石头上从此多了一顶卖国贼的帽子。
在“九一八”事变前，东京也曾盛传9月18日将发生柳条沟事件，后来果然丝毫不差地证实了这个预言
。
那么，现在这个预言还会灵验吗？
 虽然得知那个传言的中国人并不多，不过，所有的人都可以放心，华北不会变成第二个“满洲”。
不管怎么说，1937年的中国已经不是昔日那个内战困扰的中国，1937年的蒋介石也已经不是当年那个
完全不抵抗的蒋介石了。
 1937年，南京的夏天像往常一样的闷热。
每年的夏天，蒋介石都要到庐山避暑和办公，今年依然不例外。
华北一向是宋哲元的天下，他对蒋介石、对日本、对救亡都有两面性。
对蒋介石，他是一面保持上下级关系，一面又行使自治，例如用人、行政、关税、盐税、统税等都归
自己支配，成为独立化的政权。
对日本，他是一面妥协，一面敷衍，碰到大问题就推到南京政府去解决。
对救亡，他是一面反共，一面主张“枪口不对内”；一面不敢公开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亡运动，
一面反对在冀察两省举行抗日游行示威。
对于危机潜伏的华北时局，蒋介石忧在心头，但那里没有中央军，鞭长莫及，只能电告宋哲元加强警
惕，多做准备，以防不测。
 7月的庐山，风景秀丽，清爽宜人。
据说，庐山的夏天，天晴时一日如三季：晨如初春，午如初夏，晚如初秋，的确是个避暑的好去处。
蒋介石喜欢庐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里有水。
他曾说过：“峨眉之不及庐山美丽，乏人避暑，就因为峨眉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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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爱水，尤其喜欢静静听潺潺流水声，以助思潮。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常年在军界政界摸爬滚打的他，内心深处依然存有诗意般的追求。
 不过，日本人已经不会让他继续体验唐诗般的宁静安谧境界了。
 7月7日深夜，在卢沟桥地区进行军事演习的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和受到射击，要求进入宛平县城
搜查，遭到中国方面的严词拒绝，竟悍然向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县城发起了进攻，驻守宛平的中国军
队奋起抵抗。
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由此揭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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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全国军民饱经战乱之苦，几百万抗战将士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正是因为他们的奋起反抗坚强不屈
换来了来之不易的大国地位，使亿万国人找回了丧失已久的民族自信。
他们的光辉业绩值得后人永远铭记，他们将永远被后人缅怀。
    作为抗战中国民党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领导中国军队抗日、争取国际援助、坚持抗战到底的
一番作为是应当被肯定的。
当然，作为深谙民国武力逻辑的独裁者，他利用抗日打击政治对手，积蓄实力准备“战后之战”的行
为也最终让自己饱尝失败之痛，退守海岛一隅而悔恨终身。
    八年抗战中的蒋介石是多面的、复杂的，作者在这里或许只能向读者展示几个侧面。
希望读者能够通过本书的描述，对抗日战争这段特殊的历史进行再认识，对蒋介石这个民国史上最重
要的人物有一番新了解，对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抗日功绩有新思考。
    历史人物总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
在历史局限的条件下所产生的问题，一般地说，只能以历史局限的方式解决。
所以，既然历史局限性难以超越，我们对于历史中的人物就不应该过于苛求，而是应当理解他当时的
处境与困扰。
理解并以史为鉴，这或许才是历史带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也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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