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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四川抗战历史的严重缺失抗日战争，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下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英勇悲壮的民
族解放战争。
以抗战为题材的书藉虽然不少，但多方位、全面、系统介绍大后方四川在中国抗战中重要地位和历史
功绩的书，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十分少见。
尤其是高品味高质量，并适合广大普通读者和青少年阅读的书，更是空白。
中国抗日军队中，每五、六个中就有一个四川人，故有“无川不成兵”之说。
出川抗战的350多万川军，有64万多人伤亡；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占全国抗日军
队总数的五分之一。
无论是抗战时期中华民国首脑人物蒋介石，还是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都曾对四川人民和川
军抗战作出过高度评价。
1945年10月，中共《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感谢四川人民》，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文字：“四川人民对
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
⋯⋯此外各种捐税捐献，其最大的一部分也是由四川人民所负担⋯⋯仅从这些简略的统计，就可以知
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几千万四川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忍饥忍寒、共赴国难。
所以《新华日报》还说：四川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为中国民族复
兴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所以，缺少四川大抗战的抗战史，决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抗战史。
四川大抗战，是中国抗战史上鲜血浸透、必不可少的一页！
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美化侵略战争，不断著书立说篡改历史。
他们的言论对日本青少年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每年都有日本军国主义遗老遗少身着当年日军军服，高唱日军战歌，在供奉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牌位
的靖国神社内，向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挑衅示威⋯⋯而我们国内由于各种原因，许多抗战文物、
雕塑、遗迹却被破坏殆尽。
才隔60来年的鲜血浸透的历史，已被淡化、遗忘⋯⋯《中国青年报》曾以“你所知道的抗战历史”作
社会调查，调查对象是45岁以下的青少年人，调查结果让人吃惊：青少年人的“无知化”比例惊人。
四川抗战历史“无知化”情况更让人不安。
正如作者所言，他写本书前问过许多年轻人，有些还是大学生：“你们晓不晓得四川人为抗战作过什
么贡献？
”一些人茫茫然，一些人则嘻嘻哈哈：“啥贡献？
拉壮丁嘛，还有王保长、卢队长调戏三嫂子嘛！
啊，还有那个疯疯癫癫哈儿军长、司令，穿女人内裤乱唱川戏，朝大炮头屙尿嘛⋯⋯”仅仅谴责日本
政府在教科书等问题上不敢正视历史，是不够的。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教育后代的计划和想法，关键是我们自己怎么样教育后人。
我们的前辈，曾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现在的《国歌》），用血肉筑成长城去浴血奋战。
如果现今的中国人不知国耻、国难，不了解前辈们作出的卓越贡献和惨烈牺牲——那不但很可悲，甚
至是很危险的事。
我们天天在说要提倡爱国主义，如果一个民族对自己抵抗侵略的历史如此轻易遗忘，所谓“爱国主义
”，只是一句口号。
我们天天在说要热爱家乡，如果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四川的抗
战史，都如此轻易遗忘，所谓“热爱家乡”更只是一句空话。
所以，四川大抗战这段历史，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应当浓墨重彩，大书特书。
从大的角度讲，它可充实中国抗战史。
就是仅从宣传四川、宣传成都的角度出发，也意义巨大。
难道四川、成都除了被人常说的风景名胜、盖碗茶、麻辣烫、串串香，还有“三步一个林青霞、五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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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张曼玉”的“成都美眉”等，就没有更值得宣传的东西了？
历史的无知和遗忘，对一个国家而言，是不可宽恕的亵渎。
如何增强民族记忆而使祖国强大，是当今不少国家的文化界和政府非常重视的大事。
不少国家不仅在历史教科书上郑重其事，而且把历史记忆搬到许多公共场所：博物馆、广场、街巷、
雕塑，及小说、影视作品⋯⋯在这方面，值得我们反思。
值得欣慰的是，如何客观公正地描述和评价国民党正面战场及抗战时期大后方四川的历史作用，近年
不再成为研究写作的“禁区”和“盲区”，已受到各方面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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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被遗忘的抗战史:四川大抗战》内容简介：八年抗日战争中，四川有三百五十万军人出川参战，六十
四万人伤亡；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均占全国之首，占全国抗日军队总数的五分之一！
四川作为大后方，为八年抗战提供的财政粮赋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四川人民同全国同胞一起，以血肉之躯筑成一道国防长城！

《被遗忘的抗战史:四川大抗战》以翔实的史料，多视角、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四川大抗战的历程，是
迄今为止最完整叙述这段历史的长篇专著。
阅读此书，读者可了解国共合作背景下正面战场川军英勇奋战的壮烈场面以及大后方民众共赴国难的
感人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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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光路，著述以研究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主，长期“以研究历史的学术态
度进行文学写作；以文学写作的方式去研究历史”，作品具有材料独特新奇、大题材等个性特色，融
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形成其“文史结合、雅俗共赏”的独特风格。
曾在省级、国家级学术刊物发表有影响的文史类文章60余篇。
已出版长篇专著《气卷神州》、《中国当代热点问题透视—中国气功武术探秘》、《张献忠剿四川真
相》、《四川旧事》、《成都旧事》、《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之特殊内战》（海外出版）、《文
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文斗之喧嚣怪状》（海外出版）、《炸响辛亥革命的惊雷—四川“保路运动”的历
史真相》、《百年红十字运动在成都》等十余部，500多万字。
曾获四川省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四川省最高文学奖项第五届“四川文学奖”。
著作收入中国政府文化大工程的“农家书屋”书系。
著作广受各界好评。
海内外相关人士评论作者著述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空白。
多部著作被中国863计划图书馆及美国国家图书馆等国内外图书馆藏机构正式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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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抗战前夕的四川1.刘湘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入驻成都通过时间隧道回头去看抗战前夕的成
都，这座西南重镇还真是古色古香。
1935年2月10日，国民政府明令成立四川省政府。
7月6日后省政府衙门陆续从重庆迁成都。
1935年8月下旬的一天，一场暴雨后，天气凉爽。
时近黄昏，一行车队从东门外的牛市口缓缓开进成都。
车到了天福街，眼前是护城河，已可看见东门古城墙⋯⋯一个身着戎装，身材高大、面色微黄的高级
将领从黑色轿车里下来。
他就是川军21军军长、四川省主席刘湘（1890～1938），字甫澄，四川大邑县人。
和他同车的是他的心腹谋士、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
邓汉祥（1888～1979），字鸣阶，贵州盘县人，辛亥革命后曾任黎元洪都督府一等参谋。
1915年初，随袁世凯派到四川督理军务的陈宧到成都，任将军府中将副官长。
1924年还曾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国务院秘书长。
1929年至1938年初，他一意辅佐刘湘。
刘湘死后，又竭力襄赞川康实力人物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等将领，与蒋介石中央势力明争暗斗。
解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会第四、五届委员。
1979年6月25日在京逝世。
终年91岁，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1）刘湘下车跺跺脚，对身边头戴博士帽、身着黑色长绸衫的邓汉祥说：“从重庆坐车，路上颠簸
了两天，总算到成都了⋯⋯鸣阶，我们不坐汽车，走进城吧！
”邓汉祥高兴地说：“好，好，甫公说得甚是。
走进城去，既可了解省城街市，又可舒展下身子！
”两人缓步而行，卫士们紧随其后。
当年成都不大，府河上的东门大桥已是城外，刘湘手抚桥上石栏杆远眺。
只见清流中东门外大码头艄公摆渡、渔翁搬罾垂钓，河畔柳树青青。
刘湘遥望远处雕栏画廊的大安桥和安顺桥，微叹一声说道：“成都好漂亮！
十多万户，四十多万人。
20多年来，我在这座城里头杀进又杀出，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心情安逸过⋯⋯”“甫公，你如今是堂堂
省主席了嘛。
今后军政都由甫公主宰，川省各路诸侯也不会再胡乱混战了！
”刘湘等人过了桥，到城墙下。
苔藓斑驳的城门上大书“迎晖门”。
进了东门城门洞，东大街闹市顿入眼帘。
邓汉祥对刘湘说：“据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官府统计，成都全城四门及附郭大小共516条街道，都很狭窄
。
民国后，东大街也宽了一些。
”只见满街各字号的首饰铺、绸缎铺、皮货铺、土洋百货，以及专卖京、苏、广货的商家栉比鳞次，
黑漆金字大招牌像比赛般一家比一家辉煌夺目，行人熙熙攘攘⋯⋯街边隔不多远便摆有三尺多高、盛
满清水的长方形石缸，鲫鱼、鲤鱼在水草间悠然游荡，像在显示老城的慵懒古旧⋯⋯身后张副官惊讶
问：“甫公，怎么街上还喂鱼哟？
”刘湘笑道：“喂啥子鱼啊？
那是用来贮水灭火的，叫太平缸。
”刘湘走到下东大街，停下步子说：“我记得这里原来有座牌楼嘛，横额写的是‘既丽且崇’四个金
晃晃的大字。
”邓汉祥说：“甫公说得对，那是根据汉朝左思《蜀都赋》‘既丽且崇、实号成都’的文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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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杨森当省督办独霸成都时，实行啥子‘新政’，为拓宽东大街拆除了这座牌坊⋯⋯甫公，你看
街右那座‘府城隍庙’，如今更热闹了！
”刘湘朝城隍庙内望去，里面有酒馆、汤圆面店、杂货铺、算命卜卦、杂耍跑滩⋯⋯闹哄哄的。
他笑道：“三教九流、抓拿骗吃的人都跑到城隍庙头，恐怕反把阎王、小鬼都要吓掉魂了。
”身后张副官和卫士们呵呵大笑，齐声说：“甫公说得好巴适哟！
”再走一阵，刘湘站在十字街头指着右边一条热闹街市说：“这就是杨森1924年当省督军搞‘新政’
修的春熙路了。
”他又往左边那条街一指，说：“那是走马街，全是带铺板的青瓦平房，好气派！
”身后张副官问：“请问邓秘书长，咋个叫走马街哟？
”邓汉祥答道：“走马街再往左一拐，就是督院街。
因为前清时候，全川官员骑着高头大马要通过此街去督院拜见总督大人！
”邓汉祥捻须又微笑说：“清朝垮杆后，1912年3月11日成立中华民国四川都督府，1914年改为省巡按
公署，1916年又改为省长公署。
1919年4月各军‘防区制’形成后，先后坐镇成都的啥省长、督军、督办、总司令等，走马灯样频频换
人⋯⋯办公地点大都在这条督院街。
”（2）刘湘重临故地，很是感慨：“是啊！
只说这10多年来，1921年是刘存厚，1922年5月后是刘成勋，1924年后是杨森，1928年11月后是我幺爸
刘文辉⋯⋯先后都在那条督院街组织省政府督川。
真是风水轮流转，物是人非啊！
”他们走到中东大街暑袜街南口，邓汉祥手指两旁街楼说：“甫公，你看这东大街好热闹。
街南有宝元通百货公司，又有万钰银楼，是省城银器业最早最大之商铺。
又有中西大药房，创设于光绪二十七年，为本市西药业之最早。
盐市口，是全城大盐市⋯⋯”刘湘说：“我当小娃娃时候，就听说从宋朝时候这条街就有‘夜市’习
俗，成都人称为‘赶东大街’。
我爸每次到成都做米生意回大邑安仁镇家头，都要夸东大街‘夜市’闹热得很，说每天夜里大街上屋
檐下，挂灯笼、点火烛，摆满地摊摊吆喝叫卖⋯⋯一直到打二更三更后才收市！
”邓汉祥频频点头：“我1915年随陈宧将军督川到成都时，这里交通还很落后，除闪悠悠的‘滑竿’
、轿子外，就是马车了⋯⋯马车总站就设在城守东大街口，粪骚臭冲天，行人掩鼻而过。
马车上有五六个座位，招手即停。
1924年后，杨森当省督军，才不准马车在春熙路、盐市口等繁华市区通行。
”街上不时有自行车，这时是稀奇物，称之为“洋马”——全是英国“邓禄普”、“三枪”等洋货。
张副官在身后说：“甫公，成都的‘洋马’比重庆多点。
一般人哪买得起啊？
听说连以旧翻新的‘洗澡车子’都俏得很，四川‘展言子’的俗话叫‘骑了又漆，漆了又骑’！
”众人大笑。
不时有黄包车从大街上经过。
还可见到太太、小姐巍巍然高坐包车上，仆人、丫环紧跟车屁股后奔跑⋯⋯刘湘说：“如今街上鸡公
车、马车、滑竿都少见了，黄包车倒比以前多了。
”邓汉祥笑着说：“那些身穿黄布背心号衣的，是‘公用’黄包车夫，这倒和重庆一样。
甫公，你听一路叮叮当当之声，倒构成一幅闹市繁华图。
十里长街，简直就是芙蓉城的《清明上河图》啊！
”当然，这位省府邓秘书长不一定晓得：抗战前夕的30年代，被成都人称为“怪物”文人的刘师亮有
首《哀黄包车夫歌》，描述黄包车夫生活困苦且受尽滥兵歪人之辱的情景：“黄包车，快些走，先生
今天会朋友。
先到新化街前(注：娼妓街)去玩耍，再到望江楼上吃花酒。
转来顺到过九眼桥，毛家公馆推牌九。
问问路，二十里，铜钱一串就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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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多争少欲为何?你把先生瞧不起。
先生不是普通人，立刻就要医治你⋯⋯打得车夫无言答，垂头丧气面如死。
不见军警干涉坐车人，只见车夫两泪汪汪流不止⋯⋯呜呼呜呼吾同胞，‘革命区域’有如此！
”（4）刘师亮意思是，此时四川已属“国民政府”管辖，成都也是“革命区域”了，军阀旗号虽变
，穷人仍然受苦。
邓汉祥这时说：“甫公如今统一了四川，省府入驻成都。
川省此后励精图治，一定面貌全新！
”刘湘被说得很高兴：“走，到督院街省政府去！
”1935年9月1日，45岁的川军21军军长刘湘正式在督院街本部办公，宣誓就任省主席。
注释：（1）参见《四川近现代人名录》，第30页，邓汉祥条目，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
（2）现在的四川省政府所在地也在督院街原旧址。
（3）以上东大街描述均有真实史料根据，见清末华阳县县令周询：《芙蓉话旧录》，四川人民出版
社，1987年。
（4）见《师亮随刊》12期，1930年。
刘湘和夫人“刘甫婆”距成都近百里的川西平原上，有个丰饶秀美的古镇——安仁镇。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五月十五日，刘湘就出生在此。
他祖父名公敬，字玉麟，是个武举人。
父亲文刚，字鉴堂，绰号刘刚子，经营谷米生意。
他家有水田40余亩，还和刘文彩、刘全山两户合营水碾一座。
据刘姓族谱记载：刘氏原籍安徽徽州，清朝初年移民到安仁镇开基的始祖名叫刘应良。
传到第九代刘文辉和第十代刘湘叔侄时盛极一时，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显赫的刘氏家族。
刘湘，又名元勋，字甫澄，是刘文刚的长子。
他自幼惯于劳作，读书之余经常帮助老父推车运送谷米。
别看安仁镇很偏僻，本地人都传说刘家“祖坟上硬是栽了弯弯树，葬在白虎穴”，是块“风水宝地”
。
当年你要是走到大邑县，到处都见得到算命瞎子、风水先生口水四溅地在说“谶语”：“刘备五虎大
将之一赵子龙的坟就埋在大邑县静惠山，所以这里出武将”，“你们没见刘甫澄大人当军长的21军，
刘文辉大人当军长的24军，他叔侄两爷子的番号，恰与纸牌中的‘丁丁’、‘二红’相合，而‘丁二
红’就是纸牌中的皇帝嘛。
所以，二刘联合则可问鼎中原，黄袍在身坐龙廷，硬是比蒋委员长还厉害呢！
”人们将信将疑，把出了两个省主席、四个军长的安仁乡视为“圣地”。
直到1969年本书作者下乡务农当“知青”；下乡处离安仁镇不远，经常听见顺口溜：“四军九旅十八
团，营长连长数不完”。
就是说：刘家当过军长的就有刘湘、刘文辉（刘湘的幺爸）、刘元瑭（刘文辉的胞侄）、刘元瑄（刘
文辉的胞侄）。
至于当过师长、旅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的，简直就多如牛毛。
刘湘与刘文辉是叔侄关系，官也当得最大（省主席）。
刘湘的父亲同刘文辉是嫡堂弟兄。
刘文辉弟兄6人，刘文辉最幼，及其显赫后，四川人也多跟着刘湘戏称为“刘幺爸”。
（1）解放后“名闻全国”的要算刘文辉的五哥刘文彩。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刘文彩在安仁镇的公馆被建成为“地主庄园”，装鸦片烟的地屋也被
设计成“水牢”⋯⋯全国来的参观队伍络绎不绝，每天“忆苦思甜”、泪飞如雨，“打倒”的口号响
彻云霄。
公馆内的《收租院》泥塑还漂洋过海办到了外国。
其实在解放前，刘文彩的名气和他的幺弟刘文辉、侄儿刘湘相比，差得天远。
且说刘湘幼年读私塾，1904年考入大邑县立高等小学堂。
1906年陆军弁目队招生，不满17岁的刘湘投笔从戎，背着父亲跑到雅安应考被录取，次年4月入四川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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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讲习所，1908年旧历正月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1909年夏毕业。
刘湘性情含蓄少露锋芒，对同学则虚心求教。
他每天只晓得埋头上课，从不过问政治。
他喜唱军歌，集体游戏时常被推为领唱。
因他下眼皮有疾久治不愈，同人说话眼睛爱半睁半闭，总像瞌睡没睡醒似的，同学多戏呼他为“刘瞎
子”。
他跑腿打杂很勤快，又热心公务。
队官喜欢吃鳝鱼，他去代为剐剖弄得满手是血，队官对他大生好感⋯⋯刘湘块头长得大，相貌看似憨
厚老实少言寡语，冬天还常流清鼻涕⋯⋯同学中谁也没料到这个有些“瓜眉瓜眼”的同学，日后竟会
在四川独领风骚！
只有同学刘炳勋（字佛澄）的父亲，一个清朝八旗军队驻防成都的官员慧眼识英雄，特嘱炳勋与之深
交，还常以钱财资助。
后来刘佛澄一直追随刘湘，官至旅长及机关枪司令等。
（2）外国观察家也有看走眼的，认为刘湘“显得极为平淡无奇，甚至萎靡不振”。
有两个英国人曾向他们的政府报告：“尽管刘湘看起来脾气甚好而且通情达理，但是既无性格，又无
才气⋯⋯”（3）但外国人也有眼光敏锐的。
英国的托勒1921年就说：“刘湘给人的印象并不是才华出众，在交谈中显得反应迟钝⋯⋯但他的那种
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权谋之术，叫人永远难忘。
他是一个胸有城府的人！
”（4）果然是“人不可貌相”。
刘湘1909年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凭四川人形容他“装猫吃象”的大智若愚和英勇善战，一二
十年间连连高升：由排长、连长、团长、师长直至军长、省主席⋯⋯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四川老
百姓脑壳上虽然少了“猪尾巴”辫子，但仍没过几天太平日子。
1919年4月军阀“防区制”正式形成后，兵如土匪，四川活像争王称霸的大戏台。
1928年7月，蒋介石想统一中国，派人来川拉拢利用刘文辉、刘湘控制四川。
9月，刘湘（21军）、邓锡侯（28军）、刘文辉（24军）、田颂尧（29军），四个川军军长在资中县召
开联合会议，讨价还价。
最后议定由刘湘任裁军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任省主席，邓锡侯和田颂尧分任财政厅长和民政厅长。
1929年1月，刘文辉、刘湘两叔侄联合，击败杨森的20军，四川成为“二刘”的天下。
刘湘19岁时与本县苏场一个姓周的农村女子结婚，岳父大人务农兼做裁缝。
（5）后来刘湘发迹，深以夫人无名为憾。
贴心“师爷”甘典夔给她取了个“玉书”的芳名，故又称为“刘周玉书”。
刘湘被人称为“甫公”。
妻以夫贵，夫为公，夫人岂有不称“婆”之理？
四川话中“甫”、“虎”同音，刘周玉书有点横蛮泼辣，有母老虎之威，于是就被刘湘部下喊成了“
刘甫婆”。
刘甫婆嫁到刘家后起早摸黑，吃苦耐劳、节俭度日，一文钱恨不得掰成两半用⋯⋯刘湘去读四川陆军
速成学堂时，她一个人支撑门户孝养公婆，还把绩麻纺花凑起来的钱，两百文、三百文地带给刘湘打
零用。
刘湘当了大官，她还是爱穿件旧蓝布衫，脑壳后头蓄着四川农村妇女常见的俗称“大粑粑”的发髻，
农家本色未改。
她还自己浆衣洗裳、烧茶煮饭⋯⋯这些，都令人不得不翘大拇指夸赞。
（6）曾在刘湘幕府当过女“参议官”的秦德君老人，摆过“刘甫婆”许多有趣的龙门阵：“刘甫婆
”比刘湘还大几岁，十分泼辣。
刘湘有个参谋长郭昌明，40岁才安家，和一位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结婚。
初上任时，郭参谋长带着年轻妻子到刘湘家拜见刘湘夫人。
他们一进门就看见一位很朴素的农村妇女在埋头洗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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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夫人上前问：“大嫂，军长夫人在家吗？
”那位“大嫂”抬起头来，没有答话。
进屋把围裙解下，从容地走出门到郭夫人的面前，双手拍拍身上的灰尘冷冷问道：“你看看，我像个
军长夫人吗？
”然后又尖酸地反问：“你是哪家的小婆娘？
”原来，在刘湘幕府里凡是出现年轻漂亮的女子，她都一概叫人家是“小婆娘”（小老婆之意）⋯⋯
郭夫人回头抓住郭参谋长大哭大闹，一口咬定郭昌明是有妇之夫骗了她，不然军长夫人为啥子把她叫
做“小婆娘”呢？
刘湘习惯召集高级官员到他家客厅议事，“刘甫婆”最喜欢偷听壁角。
这些官员有时趁刘湘不在，故意你一言、我一语编造刘湘找小老婆的故事刺激她，惹她吃醋出洋相⋯
⋯她在窗外越听越生气，经常怒不可遏闯进客厅，把茶杯、茶壶、烟盒、花瓶、古玩摆设、桌椅等等
砸得稀巴烂。
要是此时刘湘进来碰上了，就会对夫人一阵拳打脚踢。
尽管“刘甫婆”满脸眼泪，但看见刘湘因为打她累得大汗淋漓，她就赶忙端来热水，绞出湿毛巾给丈
夫擦汗，还拿来蒲扇给丈夫扇风⋯⋯惹得大家捂着嘴巴鼻子忍不住地笑。
刘湘想治她，只有在经济上卡她，家庭开支每月只给100元，想逼她主动退位。
可是夫人要人不要钱，要权不要财。
她的亲信周晓岚、刘树臣都是她的亲戚，管理枪支、弹药。
刘湘部下任何一个师长、旅长不通过这哼哈二将，就拿不到一枪一弹。
而刘夫人自己极能吃苦，也不在乎钱，她在家里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烧锅做饭⋯⋯还要兼搞副业，
喂猪喂鸡，什么都做，就是不准刘湘讨小老婆。
她自己因为从事体力劳动，身体也练得结结实实的⋯⋯因此，刘湘始终拿夫人没有办法。
（7）“刘甫婆”当上四川“头号夫人”后，农家妇女朴实勤劳之风未改很被人称赞，所以她曾担任
四川省“新生活运动总会”地方分会的会长。
（8）许多人都说：“刘甫婆堪当此任，有资格！
”但“刘甫婆”也难改农村“土老肥”习气。
最引起众议的是说她贪财买田买地。
据说买得太多了嫌写契约麻烦，就印了很多空白契约，买时填上一张就了事⋯⋯（6）“刘甫婆”购
田买地可能还不算凶的。
作者下力气详查史料：川军23军军长刘存厚和他的3个师长，每人在郫县都买有3000亩良田；下面很多
旅长、团长，也都在郫县购置田地100亩以上⋯⋯（9）刘湘老家大邑，军人户数只占全县总户数的百
分之三以下，却占有大邑县百分之六十六的田地。
全县每户军人的田地平均有三千亩之多，最大的一户拥有的田地达三万亩之巨！
（10）难怪一个中国记者1932年就这样写过：“刘湘是以军纪严格知名的，但是他的部属在所驻的防
区里却为所欲为⋯⋯这些四川的王爷生活豪华、妻妾成群，大多拥有堂皇的住宅，购置沃土良田⋯⋯
”（11）据说，电务处长王用宾为刘物色了一个聪慧的华美女校学生，刘湘也有些动心。
但那女学生晓得刘甫婆不仅是母老虎，更是专吃醋的“河东狮”，吓得宁死也不肯答应了。
“刘甫婆”把刘湘管得紧，刘湘也算得是洁身自好，终其生不赌不嫖不抽鸦片，更不敢讨小老婆，在
生活大多风流腐化的川军将领中，确算既少见又难得了。
（12）刘湘和刘甫婆共生有三子一女。
大儿子刘世英、二儿子刘世哲分别死于战乱。
1949年秋国民党政府大厦将倾，刘甫婆忙携小儿子刘济殷和女儿刘蔚文离开大陆去香港，后移居文莱
。
1971年，刘甫婆在文莱去世。
刘济殷毕业于四川大学政治系，后成为美籍华裔企业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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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被遗忘的抗战史:四川大抗战》初稿《川人大抗战》，2005年2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隆重出版。
作为中国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重点推荐书目，国内有上百家刊物、报纸、网络转载此书。
如“民革”中央机关报《团结报》，中共中央统战部网，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刊物《党的建设》等，都
曾隆重介绍或转摘此书。
海外美国、加拿大等众多网络，也曾转摘、评论。
国内东方卫视、四川电视台、成都电视台、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等，都曾据此作专题节目，制成电视或
广播剧系列播出。
《四川日报》、《成都日报》等发表多篇文章，认为“川人抗战”应成为“城市精神”。
成都人民公园“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大理石上，镌刻的文字介绍中，有“录自《川人大抗战》
”的说明。
由于《被遗忘的抗战史:四川大抗战》引起重大反响并得到各界读者广泛好评，荣获四川省第十届“五
个一工程奖”，第五届“四川文学奖”。
《被遗忘的抗战史:四川大抗战》成为许多学术论文的常用参考资料。
必须强调的是，展现在读者手中的这本《四川大抗战》，并不是《川人大抗战》的简单再版。
作者费大力气，许多章节基本上都是重写，增补了非常多的珍贵史料及图片。
所以，《四川大抗战》更为严谨、充实；可读性和史学价值，比《川人大抗战》更好。
作者以详实的史料，多视角、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四川大抗战，是迄今为止最完整叙述这段真实历史
的长篇专著。
《被遗忘的抗战史:四川大抗战》涉及的历史跨度长（从抗战前夕到抗战胜利，一些历史人物身前身后
事的结局则更长）；地域广（从川军在全国各地抗日前线浴血奋战，到大后方的四川）；方面多（涉
及历史人物、事件、悲壮的战场情景，乃至抗战前后四川的民风民俗、历史谜团）⋯⋯《被遗忘的抗
战史:四川大抗战》史料独特丰富、立论公正、实事求是。
它不但可让读者了解国共合作背景下，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川军英勇惨烈的牺牲场面，也可让读者了解
抗战时期大后方民众共赴国难的种种感人至深的真实历史。
《被遗忘的抗战史:四川大抗战》的价值，不仅仅是叙述了四川有史以来最光辉灿烂的一段历史，宣传
了真实的四川抗战时期形象，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抗战史作了很重要的充实，对提倡爱国主义等各个方
面，有很重要的意义。
作者一贯主张学习和发扬司马迁《史记》那种“文史结合”的优良传统。
《被遗忘的抗战史:四川大抗战》具有以下鲜明特点：第一，尽量以“大历史观”完成这部书稿。
所谓“大历史观”，就是以长时间、远距离、多角度地去反映真实历史；坚持用历史真相不带主观偏
见地去还原历史。
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经受得起历史的检验。
第二，《被遗忘的抗战史:四川大抗战》极具真实性、史料性和学术价值。
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作者以数年时间潜心研读各种相关史籍，并在四川各处实地考察，采访了大量
川军老战士、高级将领的后代及许多各方面的知情者。
作者坚持以现在已很罕见的第一手资料（原始档案、报刊、亲历者回忆等）为主来再现历史，绝不采
用常见的那种人云亦云、“以论代史”简单化的叙述方式，避免史学著述中常见的那种薄于史实、重
于评论的大缺陷。
第三，从研究方法和写作技巧上讲，坚持“让严谨的学术研究和生动的表现形式相统一”。
历史著作，如果“摆杂货摊”一样平铺直叙地罗列史料，搞成干枯的“论文”式，对作者而言当然写
作时更省事和简易，但将使读者感到非常枯燥乏味而难以“卒读”。
从198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了所谓“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
许多研究者们，从过去“现代化”的枯燥理论分析模式，已回归到通过“叙事”（narrative）和细节
再现的研究方法，即把读者引进历史“事件”中，让他们“身临其境”来对历史“事件”进行观察，
注重“叙事性”和“文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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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些西方所谓“叙事史学”的“最新成果”，在中国是古已有之——这就是司马迁老先生留传下
来的“文史结合”的中国优秀史学传统，其史学性和文学性堪称楷模。
中国抗战时期的历史，是广大读者盼望了解真相的一种“大众历史”，更不应只停留在学术殿堂，供
少数专家学者“把玩”。
如能把真实史料通过情景描写、人物活动和对话的文学叙事方式来解说，则生动得多。
这就是近年来不少学者倡导的“让学术研究和生动的表现形式相统一”。
《被遗忘的抗战史:四川大抗战》绝不故作高深、玩弄理论。
尽量以朴实、鲜活、大众化的语言，把原本十分复杂、枯燥的史料，以生动而简明的情景化、细节化
的形式来描述，使史料细节的真实性和描述的文学性相结合，使之能达到一种“大俗大雅”：即学术
性、严肃性、故事性、趣味性、通俗性的完美结合。
需要强调的是：书中情景化、细节化、人物对话，并非凭空虚构。
在关键、重要的部分，则更注重史料的真实性、原始性、学术性，决不因“文采”而妄加改动。
作者在作宏大历史叙述时，以类似“讲故事”的叙述方式，特别重视真实历史的感人细节。
所以作者笔下的历史，不干瘪枯燥，而是有血有肉。
表现的历史真实而鲜活，艺术地再现那段荡气回肠的真实历史“画面”。
另一方面，作者虽然尽量使《被遗忘的抗战史:四川大抗战》能成为通俗的“大众读物”，但作者是以
“治史”的严肃态度写作《被遗忘的抗战史:四川大抗战》的。
“持之有故、言之有据”，是作者的写作原则。
书中所述内容都有严密的史实根据，并严格按照学术性文章要求，加以注释以标明资料出处。
所以，《被遗忘的抗战史:四川大抗战》雅俗共赏，不仅具有大众读物特色，也是一部严肃的史学著作
。
第四，《被遗忘的抗战史:四川大抗战》配有涉及四川大抗战的珍贵历史照片二百多幅（许多是首次面
世），使其文图并茂更引人入胜，极富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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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填补中国抗战史空白、颂扬四川人民伟大的历史功绩——喜读四川作家郑光路力作《川人大抗战
》2005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年愈古稀之年的我，本是性格沉稳的人，却怀着既惊讶又欣喜的心情，迫不及待从书店买回作家郑光
路最新力作《川人大抗战》。
这本书作为今年四川出版系统的重点选题书目，在今年1月北京书展上一亮相，就立刻引来各界热烈
关注，好评如潮。
记得在2004年7月4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67周年前夕，《成都晚报》副刊整版发表了郑光路六千多
字的纪念专文《川人的抗战》，立即引起国内外它巨大反响。
据我所知，无数读者看这篇文章后热泪盈眶。
国内很多刊报及海内外许多有影响的中文大网站都纷纷转载此文，并热烈讨论。
四川媒体还发表多篇讨论文章，认为“川人抗战”应成为成都的“城市精神”⋯⋯这些，说明有关川
人大抗战的历史既少为人知，也是各界人士急欲了解的！
我手头就有一封从泸州农村辗转寄来的来信，这位70多岁的读者叫文贵华。
她的父亲文俊生，一位普通川军士兵，就是出川参加淞沪保卫战壮烈牺牲的。
她从《文摘周报》读到转载的《川人的抗战》，万分激动、老泪纵横，用颤抖的手写下感谢此文的文
章。
类似的读者来信、来电话太多太多。
说实话，该文见报的当天，我读了也流泪不止。
我也立即打电话向《成都晚报》副刊编辑白朗老师倾吐了我对该文感受，极欲与作者郑光路先生联系
，以表敬佩之情。
7月7日，民革成都市委召开纪念抗战爆发67周年座谈会。
我拿着登有郑光路《川人的抗战》的报纸早早来到会场，见人就问：“看过这篇文章吗？
”得到众口一词的回答：“看过，真是感人至深！
”于是，《川人的抗战》便成了这次座谈会的内容之一。
市民革的一位领导同志还就文章的一些段落作了评介，并说：这就是“成都城市精神的具体反映！
”由于各界读者反映强烈，7月13日《成都晚报》副刊部就《川人的抗战》在成都画院召开专下座谈会
，应邀出席的有流沙河（著名学者）、饶毓琇（抗日烈士饶国华师长之女）、李克林（抗日烈士李家
钰总司令之子）、邵英侠（抗日空军烈士邵瑞麟中队长之子）、作者郑光路和笔者等人。
接着，相关媒体以《川人抗战形象不能歪曲》、《从抗战题材看文艺创作规划》，对郑光路《川人的
抗战》给了极大的肯定。
《川人的抗战》引起连锁反应。
7月下旬，川军抗战名将刘湘的参谋长傅常中将之孙傅尧找来我家，说读了《川人的抗战》，促进了
他们早就想搞“重走川军抗日路”的打算。
8月2日在成都画院举行了“重走川军抗日路”新闻发布会，应邀到会的有李克林、饶毓琇、郑光路和
笔者外，著名中共烈士、川军将领于渊之子女于民勤、于民望，刘湘部武德励进会秘书长张龄九之外
甥范学铭等人应邀到会。
傅尧的父亲还专门从上海乘机飞蓉赶来参加。
当天前来采访报道的省市媒体记者比来宾还要多。
8月15日，“重走川军抗日路”在万年场“无名英雄”纪念碑前正式展开。
参加者中多有当年血战沙场，战功赫赫的抗日军人：有位叫黄士伟的，就是他的一颗地雷把日酋酒井
直次中将送上西天；有位当年就是一把鬼头大刀的敢死队员，后又转战印缅战场远征军战士；还有从
台湾回蓉定居老军人⋯⋯不久，我有机会同郑光路单独畅谈。
我说：“抗日战争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下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英勇悲壮的民族解放战争。
以抗战为题材的书藉虽然不少，但多方位、全面、系统介绍大后方四川在中国抗战中重要地位和历史
功绩的书，至今还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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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路说：“是的！
中国抗日军队中，每五、六个中就有一个四川人，故有‘无川不成兵’之说。
出川抗战的350多万川军，有64万多人伤亡；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占全国抗日军
队总数的五分之一！
此外，几千万四川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忍饥忍寒、共赴国难。
四川为八年抗战提供的财政粮赋，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四川为中国民族复兴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所以，缺少川人大抗战的抗战史，决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抗战史。
川人大抗战，是中国抗战史上鲜血浸透、必不可少的一页！
”光路接着慨叹：“由于各种原因，才隔50多年的这段鲜血浸透的历史，现在许多人根本不清楚了！
而一些以四川抗战时期为背景、戏说历史的影视剧、通俗小说之类，不但扭曲、丑化英勇悲壮、可歌
可泣的川人抗战史，也对中国整个抗战形象产生严重损害。
”我说：“你研究历史多年，曾写有大量历史题材的文章和数本书籍，深受各界好评，认为是以‘治
史’的严肃态度写作的。
作为严肃作家，你应当写本专书！
”光路诚恳地告诉我：“我早就在着手写了。
”之后，郑光路闭门谢客，常凌晨3时即起床，潜心于《川人大抗战》的写作。
果然，在举国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郑光路全面反映抗战期间四川军民共赴国难保家卫国的《
川人大抗战》，由四川人民出版社隆重出版了。
许多人读后都说：“这是填补四川人在中国抗战史中重要地位和伟大历史功绩空白的好书！
”近200幅珍贵历史照片的《川人大抗战》，更是文图并茂！
我和许多作者郑光路以极翔实的史料，多角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川人大抗战，是迄今为止最完整
叙述真实历史的长篇专著。
该书涉及的时间跨度长（从抗战前夕到抗战胜利一些历史人物身前身后事的结局则更长）；地域广（
从川军在全国各地抗战前线浴血奋战，到大后方的四川）；方面多（涉及历史人物、事件、悲壮的战
场情景，乃至抗战前后四川的风土人情）⋯⋯该书史料独特丰富、立论公正、实事求是。
它不但可让读者了解抗战时期国共同合作的历史背景下，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川军英勇惨烈的牺牲场面
，也让读者了解抗战时期大后方民众共赴国难的种种感人情景。
该书的价值，不仅仅是叙述了四川有史以来最光辉灿烂的一段历史，宣传了真实的四川抗战时期的伟
大形象，重要的是对中国抗战史作了很重要的充实，对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更具
积极意义。
作为作者，郑光路以他特有的“大历史观”去描写历史。
他作了长时间的准备，广泛收集素材，采访过无数抗战亲历者和知情人，所以才“厚积薄发”出这部
堪称宏文的《川人大抗战》。
翻开该书的“开卷语”，你就会发现，川人从古至今就具备“包容”、“开放”和“见义勇为”这三
大特色！
越是到危急关头，越是如此，而见义勇为体现在保家卫国上，就成了四川人的优良传统。
抗战中川人的英勇悲壮、可歌可的奋斗史，为““包容”“开放”和“见义勇为”作为最贴切的铨释
。
读到该书正文第一章第1节“刘湘入驻成都”，引人入胜的生动文字就一下把你带进了30年代的成都这
座古老城市，让你不经意间就游览起市容市貌，领略着风土人情⋯⋯。
突然“七七事变”，抗战大爆发！
川军纷纷请缨出川，血战沙场；大后方人民捐粮捐钱，出工出力，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一幅幅惊天
地动鬼神的悲壮场景，一一展现在读者眼前。
读吧！
让那些还健在的老川军再重温一下自己走过的道路；读吧！
让川中的中青年朋友读一读父辈祖辈留下的历史；让全国人民、全世界的炎黄子孙读一读吧，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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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人大抗战》！
——王大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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