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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抗战画史(套装共2册)》曹聚仁、舒宗侨都是在抗战中投笔从戎的战地记者、摄影记者和画报编
辑。
八年中他们采集到了许多第一手资料，曹聚仁用新闻纪事体裁写成了《中国抗战画史(套装共2册)》，
舒宗侨提供了自己拍摄的大部分新闻图片，从而有了《中国抗战画史(套装共2册)》的态度客观、笔调
生动和图文并茂。
其中图片部分有抗战前、中、后期各大战役的战地掠影；国共两党及民众的抗日名将的英姿；还有数
百幅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照片；近百幅实战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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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抗战画史（上册）》目录： 再版前言 史实的证明——《中国抗战画史》再版回想 扉语：我们
的献词 第一章 引论 第一节日本社会、文化与民族性 第二节明治维新与大陆政策 第三节日本之内在的
矛盾 第四节甲午以来日本侵略中国之行程 第五节中日纠纷与国际 第二章日本侵略战序幕 第一节日俄
战后日本侵略满蒙之阴谋 第二节“九·一八”事变 第三节中国诉之于国联 第四节“一·二八”淞沪
战役（上） 第五节“一·二八”淞沪战役（下） 第六节伪满洲国登场 第七节长城战役——《塘沽停
战协定》 第八节阴霾中之华北 第九节国人之抗战情绪 第十节西安事变 第十一节英、美、苏联及德国
之远东政策 第三章抗战第一期（上） （“七七”事变一二十六年十二月） 第一节暴风雨之前夕 第二
节“七七”卢沟桥事变 第三节平津失陷 第四节向“战争”迈进 第五节淞沪防御战（前期）——“八
·一三”战役 第六节华北防御战（上） 第七节淞沪防御战（后期）——“八·一三”战役 第八节华
北防御战（下） 第九节太湖南北地区诸战役 第十节南京防御战及芜湖、杭州战斗 第十一节中日战后
之国际反应 第十二节战时朝野动态（一） 第四章抗战第一期（中） （二十七年一月一五月） 第一节
南京陷落后之新情势 第二节津浦沿线作战 第三节鲁南防御战 第四节陇海沿线作战 第五节北战场之苦
战 第六节江南战场之演变 第七节敌伪之政治经济攻势（上） 第五章 抗战第一期（下） （二十七年六
月一十一月） 第一节泥淖中之日本 第二节武汉会战（上） 第三节敌海军之沿海活动 第四节武汉会战
（下） 第五节北战场之游击战 第六节第一期战争中敌我之战略与战术 第七节 国际暗云之投影 《中国
抗战画史（下册）》目录： 第六章 抗战第二期（一） （二十七年十一月一二十九年四月） 第一节武
汉撤退后之新情势 第二节南昌随枣诸战役 第三节长沙第一次会战 第四节 国际风云与日军南进 第五节
桂南粤北诸战役 第六节敌军在华北之扫荡攻击 第七节敌伪之政治经济攻势（下） 第七章抗战第二期
（二） （二十九年五月一三十年十二月） 第一节鄂西、鄂北、鄂中诸战役 第二节上高会战与第二次
长沙会战 第三节浙闽沿海地区诸战役 第四节粤北及桂南反攻战役 第五节北战场之两种战斗 第六节太
平洋战争爆发前后 第七节战时朝野动态（二） 第八章抗战第二期（三） （三十一年一月一三十三年
十月） 第一节太平洋战争发生后之军事情势 第二节第三次长沙会战及浙赣战役 第三节缅甸防御战 第
四节湘鄂皖诸战役 第五节 “大东亚之梦”与敌后诸战斗 第六节大陆战场之面面战斗 第七节太平洋上
之曙光 第九章 抗战第二期（四） （三十三年十一月一三十四年九月） 第一节抗战后期之国际情势 第
二节敌军之暮景 第三节湘、桂、黔、豫、鄂会战及湘、粤、赣边区诸战斗· 第四节胜利前夕之反攻
追击战 第五节轴心崩溃后之远东局势 第六节 日本帝国之崩溃 第七节战时朝野动态（三） 第十章胜利
之页 第一节胜利、受降及复员 第二节战后之日本与中国 附录抗战史料述评 搜集、鉴别与编次 抗战将
领一览 殉职将领一览 抗战大事记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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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敌陆相坂垣曾于大阪宣传：“中国事件，在最近的将来不能结束。
必须以全力提高国民精神，并动员物力以求顺利结束战事。
国民精神总动员及物力总动员，并非一定指武装国民而言，但系包括调整社会问题在内。
日军决定许多办法。
这些办法应付诸实施，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现在应转采‘实采的步骤’。
”依总动员法第四条日本政府可以强迫征集十六岁至五十岁的男子从事公共事业。
这样被征集的工人，是在军事机关监督之下，在各军需工厂和各企业中工作。
第二节武汉会战（上） 南京陷落，我政府西迁重庆，可是事实上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却在武汉
。
我们军事上最危险的时期，就在南京陷落后那两个月；当时，敌军若溯江直上，不让我军有休息、调
整的机会，可能变成一个极坏的局势，使抗战工作更为艰苦。
敌军渡江北攻津浦线，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春夏间，军事中心移往鲁南；敌方虽收贯通南北交通
线，巩固沿海占领地区的战果，却也留下了一个喘息的时机，我军乃得重整军备，再励士气，完成了
国防上的新部署。
徐州失守，归德、兰封、开封相继移防，我军的战志并未衰退，可以调遣的部队，也比南京退却时增
加了一倍以上。
敌阀到了那时期，才明白中国的长期抗战，不仅有此决心，而且有此“可能”，乃调遣援军，作进一
步的冒险，开始进攻武汉的军事行动。
六月七日，敌军从黄河泛滥地区住脚，六月十二日，便以海陆军全力进攻安庆了。
这是武汉会战的序幕。
 武汉保卫战，以三镇为核心，以豫西、豫东、皖北、皖南以及湘、赣二省为其外卫。
言其地位，则“东走江淮（安徽），西走梁汉（陕西），南径荆襄，北驰陈蔡汝颍（河南）”。
（张声道《图经叙》）“顾盼江东，驰驱河洛，问道出奇，以入光蔡英霍之郊。
”（《湖北通志》）虽为四达之区，亦为四塞之地，自古为军事上必争之地。
“言其地形，则湖北盆地之四陲：大巴、武陵诸山分界于川鄂，桐柏、大别诸山雄峙于北及东北，幕
阜山蜿蜒于东南，江汉云梦川泽湖沼之区，南与洞庭盆地连成一片，成唇齿相依之势。
且东西两方江南、江北诸山，迫近江岸，造成著名之峡江，西为宜昌夔州之三峡，东为武穴田家镇问
之峡谷，均为水陆要隘。
且鄂省之外，尚有高地可作屏障，如伏牛山脉盘结豫西、三崤熊，外方（嵩山）诸山均为支脉，适当
巩洛之后侧，为南阳、荆襄之屏障。
大别山脉向东延伸，绵亘于江淮之间，称为淮阳山脉，南与匡庐山脉隔江遥接，为鄂东之外卫，兼为
赣北之屏障。
皖南后有黄山山脉，南接天目山、大杉岭、武夷山等诸山，又为武汉外卫之前哨，兼为赣东之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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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抗战画史(套装共2册)》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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