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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出生于1945年12月，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了几个月。
但从我有记忆开始，上一辈人有关“东洋鬼子”、“矮东洋”、“东洋乌龟”的回忆就不绝于耳。
日本兵如何烧镇上的房子、如何强暴“花姑娘”、“逃难”的日子如何艰难、当“良民”如何受屈辱
，都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深深的烙印。
镇上不止一处“火烧白场”（被火焚毁的房屋废墟）有的依然荒废，有的已成为我们游戏的场所，有
的已被新建的房屋覆盖，但老人们都能一一指认，哪一处是“长毛”（太平天国部队）烧的，哪一处
是日本兵烧的。
有关抗日战争的课文、歌曲、小说、戏剧、电影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
奇袭阳明堡、狼牙山五壮士、白求恩，《松花江上》、《保卫黄河》、《游击队员之歌》、《太行山
上》、《延安颂》、《抗大校歌》，《鸡毛信》、《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
、《敌后武工队》、《烈火金钢》、《野火春风斗古城》、《地道战》、《红灯记》、《沙家浜》，
持续不断地加深着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革命群众的英雄形象和日本侵略者、汉奸、伪军、
卖国贼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面目。
记得1957年我刚随父母迁居上海，“日本商品展览会”在上海举办，这是战后第一次在上海升起日本
国旗。
据说，要不是政府防范在前，肯定会有爱国青年将它扯下。
但另一种声音也逐渐增强——要把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日本人民反对战争，他们也是
战争的受害者，愿意与中国友好，现在正在与美帝国主义及日本反动派作斗争，所以我们应该支持日
本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
每年的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纪念和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的活动，中国都会派代表团参加，特别是
对“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斗争”的支持更有集会、游行等多种方式。
1960年夏我在上海参加高中入学考试，作文的试题就是《给日本朋友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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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外寇入侵，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中国人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以巨大的牺牲捍卫了民族
的尊严。
《国破山河在》一书以全新的视角，从日本的资料中挖掘出大量不为国内所知的抗日史实。
中国的抗战，以最简陋的武器对抗凶残而装备精良的侵略军，很多时候战至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众
多英雄事迹和英雄人物反而因此湮没于血与火中。
而在敌方的史料中，虽然纪录的目的不同，却也保存了许多中国人为国死难的可歌可泣的事例。
作者辛勤梳理日方史料，和国内资料互为对证，许多珍贵的历史片段重现于我们眼前。
萨苏文笔灵动诙谐，将这段沉重激昂的历史，鲜活形象地展现给读者。
书中还保存了大量日方拍摄的历史照片。
     这本书，并不是为了呼唤战争，更不是呼唤复仇，而是希望以此唤醒我们对这些中国的脊梁的回忆
。
在那样苦难的时刻，依然有那样多的人为了这个国家义无反顾，不惜生命来捍卫这片生我们，养我们
的土地。
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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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萨苏，本名弓云，汉族，祖籍河北，生于北京。
199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保利大厦做侍应生。
自此先后在美国通用电气、AT&T、诺基亚、AMECO等公司工作，现为一家美国公司驻日的网络工程
项目主管，住在日本关西的小城伊丹市。
因为亲戚中有几位文史方面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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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此，一木到死都抱定了白刃战威力无边的观点，甚至率部下用刺刀拼美国坦克。
由此来看，二十九军凶猛的冲杀可能的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无论如何，日军的第一次攻击失败，日军记载时间是28日凌晨4点钟。
这一仗的时间一部分中方记载与日方略有不同，比如学兵团原北大学生王俊峰（从北平脱险后依然投
身军旅，最后的职务是国防大学副教育长）回忆是早晨6点钟打的，但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的王君奎
（当时和同学刘国柱在帮助二十九军研制防毒面具）则回忆日军确在凌晨开始进攻。
关于这批日军始料不及的地雷，据二十九军的老人讲，有两个说法。
一说这批地雷还是七七事变之前，佟麟阁带军官教育团进行演习时候埋下的，因为此后局势一日三变
，也就没有来得及将其拆除，仅仅在地图上标出了雷区了事，却不料有此收获。
另一个说法是前一天晚上刚给学兵团发枪（有一部分学兵团，第三大队冯洪国——冯玉祥的儿子所部
，七七事变以后就发了枪），学兵们兴奋得睡不着觉，听着枪声纷纷要求去团河增援。
营中有个参谋是南京军校出来的高材生叫王汝厉，看到这种情况，就让他们在阵地前埋地雷，免得他
们自行出动。
没想到第二天日军恰好选择这里突破。
随便抓个参谋就是军校高材生，二十九军好阔气。
但有时候太阔气了也不是好事。
小小的南苑居然挤了一个副军长（佟麟阁）、两个师长（赵登禹、郑大章），还有好几个旅长，部队
加上机关人员不到七千，番号却分属三师一旅的八个团（三十七师的两个团、一三二师一个团、军官
教育团、教导旅两个团、骑三师一个团，还有学兵团。
实际上三十七师的两个团是原来的守军，奉命和一三二师交接防务，这时在南苑其实只有团部，主力
已经奉调北上。
教导旅也有一部分离开了南苑，军部的机关人员倒很多），互不统属。
这个仗指挥起来不乱套才怪。
更乱套的是人事的安排。
27日，二十九军得到潘毓桂转来日军的通报后一面通电守土并要求中央军火速北上，一面急令南苑守
军加强防御，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受命担任总指挥。
赵的确是猛将，可是这位在喜峰日和日军拼过大刀的猛将刚到南苑还不到一天，无论对部队还是对布
防情况，都来不及掌握。
他的身边还有佟、郑两位更熟悉情况，而且级别不比他低的军官。
二十九军是军阀部队，其他师旅的部队会不会听一三二师赵登禹师长的调度很成问题。
宋哲元的考虑是一三二师即将接防，接防后赵登禹是最合适的指挥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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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少年时，最让我感到震撼的一首诗，并不是诗人写的，写诗的是一个杀伐一生，最后死在自己人枪下
的中国将军，他的名字叫作吉鸿昌。
而这首诗，也第一次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到了那一代中国人，于危亡之际，怎样痛切地看着他满目疮痍
的祖国。
我的老家是河北，在那片土地上，八路军中的精锐——冀中十七团、十八团曾威震幽燕，日军的铁蹄
，也曾蹂躏过那里每一个县城。
今年已经97岁高龄的原河北高法孙光瑞院长，是这样描述当年的岁月——“5月一天，我和李玉光和张
冠军两位区长在一个村子中开会，突然村子中来了许多鬼子和伪军，将我们堵在一个院落之中。
该院子只有一个北房，无处可藏。
于是我们将文件藏在砖垛里，把二十响顶上火，然后我对李玉光和张冠军笑着说，今天咱交代了。
就静等鬼子上门。
”我祖母曾说过一段远比传奇沉重的事情。
她告诉过我，“孙光瑞的部队打鬼子，八路军招兵，招五百人，同时就要二百五十口棺材。
一仗下来，村里各家不是军属就是烈属。
可再招兵，还是招多少有多少！
”枪不如人，我们的先人，就是这样用他们的生命捍卫着今天我们能够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
抗战，是中国近现代史中第一次对外敌人侵取得全面胜利的战争，也是中国军民付出代价最为惨重的
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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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日军士兵斋藤在修水前线作战。
战斗间歇，他到一条小河边用汽油桶洗水果，不小心汽油桶被水冲走了。
日本兵跟在后面追，却发现汽油桶漂向了对岸。
这时，他发现对岸有个正在洗澡的中国兵，双方都大吃一惊。
因为都没有带枪，双方谁也没有办法射击。
那中国兵慢慢站起身来，拾起那个汽油桶，取出一个水果吃了一口，向后面的树林退去。
这日本兵鬼使神差地用日语问了一句：“好吃吗？
”没想到这个中国兵居然用日语回话道：“谢谢。
”看来这可能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兵，而是个下级军官或者士官。
出于好奇，这个日本兵继续好奇地问：“你们过的怎么样？
发的钱多吗？
”那个中国兵站住脚步，耸耸肩说：“好几个月没有发到饷了。
”大概是觉得这个日本兵挺有趣，又补充道：“日子不好过啊，有督战队，不好好打仗可能被自己人
打死哦。
”沉默了一下，又说道：“那样我就看不到夺回台湾，看不到占领大阪，也看不到占领东京了，多遗
憾。
”说完，带着汽油桶慢慢走向树林中去了。
“这是个广东兵，看起来很瘦。
”斋藤在回忆的最后说。
　　——节选自《一个日本兵和一个中国兵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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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破山河在: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精装典藏版)》：1957年8月21日，随88师在杨树浦方向直冲日
军阵地的中国战车（近处为日军阵地）。
这张照片是日本记者浜野嘉夫拍摄的。
三个月后，浜野嘉夫在南京城外被中国战车部队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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