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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抗战中的蒋介石》一书初稿，完成于十余年前。
其以纪实体裁的笔调，描述了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重要人物之一的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历、
思想与他的行为。
该书稿几经修改，直至近年来，随着蒋介石历史研究及其资料发掘工作的不断进展，特别是保存在美
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开放以后，又补充了其中部分第一手的日记资料，内容
得以充实丰富。

本书以档案资料为依据，参考了前人有关蒋介石的研究成果，尊重历史，杜绝虚构，凡书内容中有所
描述之情节，均有历史事实为依据，仅以纪实题材增加其可读性。
主要内容包括：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诱敌南下、熬过难关、鲁南大捷、蒋介石“唯一的欧洲朋友”、
保卫大武汉、背后的暗战、抗战杂音、发生在相持阶段、“盟军统帅”、国事家事乱如麻、最后的战
争、光荣与耻辱共十三章内容，并附录抗战时期蒋介石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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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振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出版过《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等学术专着十二
部，发表论文六十余篇。
主要研究领域为民国档案与民国史，近年研究方向为国民党史、国民党特工组织史、抗日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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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攘外必先安内” 要等“准备好了再打” “中正决心全力抗战” 第二章诱
敌南下 平津抵抗 “赶敌下海” 惨别南京 第三章熬过难关 德使“调停”风波 一个危险的阴谋 第四章
鲁南大捷 临阵斩将 鲁南大捷 以水代兵 第五章蒋介石“唯一的欧洲朋友” “德国人是我们的学习榜样
” 鲜为人知的对德秘密交往 德国顾问活跃在抗战前线 希特勒“不讲良心”抛弃中国 蒋介石资助刺杀
希特勒的行动7 第六章保卫大武汉 “赣北打了大胜仗” 中国空军夜袭日本 万家岭大捷 “天子门生”
的内讧 患难见真交 第七章背后的暗战 重用特务 血战上海滩 抗日不忘反共 第八章抗战杂音 汪逆可恶 
真假“御弟” 第九章发生在相持阶段 “湘北大捷”之真相 虎头蛇尾的攻势 反共逆流 第十章“盟军统
帅” 中国为什么要出兵缅甸 “不要指望我为英国人冒险” 谁是远征军总司令？
 中国人最了不起 开罗会议秘闻 逃过英美的暗杀 第十一章国事家事乱如麻5 “国舅”秘闻 神秘的“第
三者” “夫人外交” 第十二章最后的战争 “我们一定要反攻” “愿上帝保佑你们” 最后的一战 第十
三章光荣与耻辱 胜利前后 内战序曲 “以德报怨” 附录：抗战时期蒋介石大事记 参考资料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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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决定是否死守南京之际，蒋介石的政治考虑又一次占了上风。
蒋介石认为，南京是国都，是国民政府所在地，经过十年缔造，为国际观瞻之所系，又为国父陵寝所
在，断不能不战而退，拱手让敌，这样对国内外都说不过去，应当死守。
而德国顾问则赞同李宗仁的意见：“在战术上说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
江，无路可退。
以新受挫折的部队来坐困孤城，实难望久守。
而敌人则夺标在望，士气正盛，南京必被攻破，与其如此，倒不如我们自己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
而我们将大军撤往长江西岸，一面可以阻止敌人向津浦线北进，同时可以拒止敌人的西上，让他徒得
南京，对战争大局无关宏旨。
”经与德国顾问一起研究后，蒋介石决心弃守南京，并派陈诚赴皖南布置。
但陈诚到皖南后，蒋介石又下令“以主力守南京，以一部退皖南”，结果伤亡甚大，而南京终于不守
。
一位德国的顾问事后总结说，“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所发动的上海战役，就其本身而言，与其当初原有
的打算相比，违反了军事原则。
蒋介石元帅非常重视据守上海。
为此战争指导重心也由原先期望的华北变换到目前的华中，稍早对华北计划甚有希望的攻势因此均无
法实现。
但打了3个月的上海战役，虽然遭受无数的挫败，却产生了一部光荣的历史，中国军队的英勇战斗与
不计牺牲代价的精神为中外人士所敬佩，但南京所培育出最精良的德式装备的部队几乎丧失殆尽，实
力的损失对南京政府的未来有不良的影响。
在南京失守后，又需面临其他重大的作战，但经过数月来战事的停顿与喘息的机会，蒋介石元帅又能
够重建中国的必要的抵抗力量与军队，以继续抗日战争。
”[30] 尽管淞沪战役中存在诸多的问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尤其是中国在德国顾问帮助下的建军
成果与所训练出的德式中央军在战役中损失惨重，以后很难再予补充，但是淞沪战役的成果还是可圈
可点的。
淞沪战役粉碎了日本“三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让日本见识了德式练兵的成果，德国军事顾问的参与
指挥，迫使日本不断增兵上海，调整改变作战计划，元气损伤，最终在武汉会战后成为强弩之末。
另外，淞沪战役也促使持久战战略在中国国民党高层中得到确立。
所谓持久战战略，其具体内容为“针对敌人企图使战争局部化的阴谋，应尽量使战争全面化，针对敌
人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应利用我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有利条件，实行持久消耗战略”。
在军委会8月20日制定的作战计划中，这一战略原则“成为当时指导抗日战争的基本战略原则”。
[31]该战略的确立，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它表明中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具有救亡
图存的勇气，是中国人民不惜牺牲自身利益反抗法西斯侵略暴行，为世界和平事业负重竭力的表现。
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役的表现，令国际社会刮目相看，甚至对德国都产生了影响，使得德国不得不改变
其规划，在日军陷入中国战场，无法夹击苏联的情况下，转与苏联妥协，卒有德苏互不侵犯协定的签
订。
这是上海八一三战役对德国全球战略所造成的影响。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参考法肯豪森的战略建议，中国统帅有了打一场持久战的思想准备，要利用自己辽阔的疆土把日本拖
垮。
而且国民党军队也逐步开始重视破坏日本交通线和在后方进行游击战。
法肯豪森当时向蒋介石提出的抗战战略思想是：“以机动的战术在广阔的国土上，打击首尾不能兼顾
的侵略者，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在东非殖民地与强大的英军作战方式相类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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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抗战中的蒋介石》初稿，完成于十余年前。
其以纪实体裁的笔调，描述了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重要人物之一的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历、
思想与他的行为。
《抗战中的蒋介石》稿几经修改，直至近年来，随着蒋介石历史研究及其资料发掘工作的不断进展，
特别是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开放以后，又补充了其中部分第一手的
日记资料，内容得以充实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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