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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5年7月，退入苏联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官兵在周保中旅长的指挥下，先盟军一月突然对我国辽吉
黑三省57个战略要地发动空降作战，建立桥头堡和电台，唤醒地下组织，成为光复这片黑土地的先驱
。
    战斗是残酷的，教导旅无线电营政治副营长王一知中尉(女)在日记中记述这些与日军苦斗了14年的
中国战士们，东北抗日联军最后的老底子打得极为英勇——“在最后的一个月里，我们牺牲了一半以
上的人员。
”    但是，他们终于打回来了。
那些凯旋的老战士疯狂地亲吻这块土地，这是他们的祖国，这是他们的家。
    ⋯⋯    何不从当时敌人的镜头，来诠叙我们当年的抗战呢？
    于是，在将近一年的劳作之后，就有了这本书。
    这不是一本全面诠叙东北抗战的书，所以一些非常重要的事件并不包括在这本书中，也有很多非常
重要的人物未被提及或重点描述。
这本书的意图是通过一个个中国抵抗者、一个个抗击的战场在敌方资料中映射出的片段，如同多棱镜
一样，立体地反映出那段艰苦而不屈的历史。
    这是一场史诗般的抗战，整整14年，暂时离去的战士始终眺望着这片土地，如受伤的虎，舔着伤口
等待着打回来的日子，没有离去的抵抗者前仆后继地守护着这片土地。
杨靖宇、赵尚志，两位东北抗日联军的总司令先后战死沙场。
但中国人的战斗仍在这块土地上继续。
抗联第十军一部，扼守九十五顶子山根据地，一直坚持到了抗日战争胜利。
目军在作战地图上始终将他们标为“双龙(即第十军军长汪雅臣的报号)残部”。
由于与世隔绝，他们在日本投降之后仍在就地据守，直到被周保中的交通员田仲樵(后来的东北烈士纪
念馆馆员)带人接应出山。
    1935年抗联成了一支孤军，1941年第十军军长汪雅臣战死，这些第十军的战士成了孤军中的孤军，
但他们却苦苦坚持了五年之久。
这支部队共约两百人，五年，合起来正好是一千年的抵抗。
    他们出山后大多选择了解甲归田，没有人成为高级干部，所以他们的业绩不被人们记得。
然而，他们却用这一千年的抵抗宣布，中国的东北在那次战争中从来没有全境沦陷。
    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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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军事历史类的纪实作品。

本书以作者首次在日本搜集到的四百多张日方照片和地图为线索，通过对这些照片中的历史信息进行
中日史料对照分析和考证，揭示了东北正规军、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在东北地区于1931年
至1945年那段艰苦不屈的抵抗经过，具有一定的阅读和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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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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军史作家。
著有畅销书《京城捕王》、《可怜的将军》、《大奥之奥》（与小魔女合译）、《史客》（萨苏主编
）、《动物奇案》、《京城十案》、《北京段子》、《突破缅北的鹰》、《铁在烧》、《国破山河在
》、《尊严不是无代价的》、《退后一步是家园》、《京味九侃》、《梦里燕赵》、《名著中的悬案
》、《兵进北边》、《与“鬼”为邻》等。
他是国家“三个一百优秀原创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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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最漫长的抵抗：从日方史料解读东北抗战十四年（上册）》目录： 第一部地陷 一、东北军正规军
抵抗概略 二、枪响北大营 三、“九一八”，中国军人在东京的冲冠一怒 外篇（一）在日本陆军省前
昂起头的小个子中国军官是谁 四、第一个牺牲的是警察 五、苦战南岭 六、血斗宽城子 七、日本“军
犬部队之父”折戟锦州 八、击落关东军的空中明星 外篇（二）轰炸锦州的法国飞机 九、燃烧的江桥 
十、寒冬是中国人的朋友——“冻都”齐齐哈尔城下的死战 十一、黑省骑兵的回马枪——歼灭高田联
队经理部之战 十二、冰锁艨艟——“九一八”事变中的东北海军 外篇（三）“利济”号的万里长征 
十三、是谁干掉了日军的装甲列车 十四、东北沦陷中规模最大的战役——哈尔滨保卫战 十五、东北
军有一支“波兰骑兵”  十六、提前打掉了“山本特工队”？
  十七、苏炳文的拖刀计 十八、苦斗雄关——山海关之战 十九、力战长山将壮志应未酬——记王以哲
将军 第二部焚江 一、义勇军抵抗概略 二、差点儿绑了溥仪的“土匪” 外篇（四）傀儡王的伪满建国 
三、第一次反攻——营口 四、击毙古贺联队长 五、义勇军的神秘“巨铳” 六、新民——“中山炮队
”连长之死 七、辽南——铁血夫妻 八、通化——“忠魂依旧保辽东”的唐聚五 九、庄河——被国家
计量科学研究院院长砍死的日军少将 ⋯⋯ 《最漫长的抵抗：从日方史料解读东北抗战十四年（下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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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因为驳壳枪轻便而不亚于冲锋枪的火力，中国在抗战前曾以政府采购的方式向德国
大量采购这种武器，而且全部采用20发的大型弹夹。
但是，由于这种20发弹夹的驳壳枪定型于1931年5月，“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军尚不及装备。
可见图中这名军官所用手枪，是采用6—10发装弹，固定式弹匣的老式枪型。
作为炮兵军官，这应该是他的自卫武器。
 驳壳枪在东北抗战中曾是各路抗日部队的重要武器。
杨靖宇将军殉国时，身上携带了三把驳壳枪，一把9厘米长身管长苗驳壳枪，一把9厘米标准身管大号
驳壳枪，一把7.63厘米短身管小号驳壳枪。
 尽管这支“中山炮队”部队与日军作战的记录在中方档案中不见踪迹，但根据我方记载，推测这名东
北军军官，很可能是当时在新民组织抗战的耿继周将军所部。
 耿继周，名礼，字继周，后以字行，原东北军军官。
“九一八”事变时已年届五旬，仍主动提出“舍弃上校差职”，“收容旧部，编练民众，组织义勇军
抗击日寇”。
1931年10月初，耿继周在家乡新民组织起了一千多人的抗日队伍。
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任他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司令，允许佩中将军衔。
至l931年底，耿部义勇军发展到12000人，下设两个师，坚持在新民地区与日军作战。
新民县城在11月23日沦陷后，耿率部于1931年12月，1932年1月两次反攻新民，1932年8月经激战收复了
锦西县城。
随后在锦州附近的汤河子战役重创日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辽西义勇军失败后，耿继周率部拼死转战入关，曾参加了冯玉祥组织的民众抗日同盟军。
“七七”事变后，他被国民党任命为第十战区高级参议。
 耿继周出身于东北军炮兵，1931年10月正在新民组织抗战，因此，这名属于“中山炮队”的军官，或
许正是耿的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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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郭汝瑰正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二十四期工兵科学习，于第三师团工兵大队
实习中得知国变，立即联合同学到中国青年会馆开会，决定申请退学。
郭汝瑰是这批退学士官生中和日方交涉的代表之一，以态度坚决著称，正符合照片中那名小个子军官
在照片中的位置和表情。
当时的士官生对日交涉代表不过四人，其中除了郭汝瑰之外若还有一个眉弯个小、嘴角下抿还长一双
大耳朵的代表，这可能性微乎其微。
    当然，这里面有几分臆测，比如，萨初时对郭老的身高无从得知，要是出生于四川的郭汝瑰将军身
材不似邓小平而仿佛毛泽东，那这番推测就完全错误了。
后来，得知郭汝瑰将军有个郭矮子的外号，才觉得这个推测的可信性又增加了几分。
    其实，这批日方描述华人在“九一八”事变后反应的照片中，还有一个人让萨留意。
不过，这次不是看照片找人，而是先想到这个人，然后到照片中去找他了。
    这个人，就是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周恩来的重要助手之一——王炳南。
    要找他的原因是日本《历史写真》杂志上登出了前面那张柏林中国留学生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对着
地图研究中日战况的照片。
当时。
中德之间虽然关系不错，但到德国的留学生很多是学习军事的，不穿军服而又在柏林的，不过区区数
十人而己。
偏巧王炳南当时正在柏林大学，受杨虎城的资助攻读政治学，而且在“九一八”事变后立即在当地组
织中国留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总共几十个留学生，照片上就出现了十三个，当时积极组织救亡运动的王炳南若不在其中，那倒有
些奇怪了。
    经过仔细观察，萨认为照片中后排左皂二、三、四人均有可能是他，排除掉年妗因素后，后排左起
第三人可能性最大。
    就是他。
    对比一下1934年合家欢照片中的王炳莉，长脸，宽额，棱眉，细眼，是不是很相似？
    当然，这只能说是一种推测了，要是以后有机会见到王炳南部长的熟人，可以辨认一下，没准儿根
本就是张冠李戴。
    当时在柏林还有一个姓王的中国留学生，虽然他似乎不在这张照片上。
但后来却拿出了全部积蓄支援抗战。
这个人叫作王淦昌。
    父亲病重期间，我回到北京陪伴他。
一次，他病情稍缓，我扶着他在医院附近散步，走过一个路口，父亲凝望半晌，叹口气，说王老就是
在这儿出的车祸。
    王老，就是这位当时在柏林的王淦昌，后来两弹一星的元勋，晚年在北京因为车祸重伤，一年后去
世，很多人都觉得惋惜。
    跑题了。
    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已经八十多年过去，当萨试图追寻那些和郭汝瑰将军一起回国的中国军人
的名字时，发现，他们的生活轨迹堪称各种各样。
    傅秉勋，郭汝瑰的老战友，黄埔军校五期生，也和郭汝瑰一样，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因
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四期学习脱离组织关系，回国后任第四十三军二十六师七十六旅一五一团
团长，曾率部参加淞沪会战。
1948年叙任陆军少将。
他此后的生命轨迹与郭汝瑰却完全相反，先是因为“贪污”被蒋介石通缉，随后又拉队伍对抗解放军
，在大陆打游击直到1952年9月26日才在四川黑水兵败自杀身亡，是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极少数“忠臣”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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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苟吉堂，入学前原为商人，愤于兵乱欲学习军事以图报国。
回国后到绥远前线十三军任职，参加过南口血战、武汉会战、枣宜会战、冬季攻势、湘西战役、桂柳
反攻等，他曾作为汤恩伯的代表，多次与驻山西中共部队联络协同抗日作战事宜，会见过朱德、彭德
怀、徐向前、刘伯承，有“朱彭徐刘个个逢”之语。
苟在国民党军中官至中将。
新中国成立后下放农村劳动，受伤后遭退职失去经济来源，靠子女接济为生。
“文革”中复遭批斗抄家。
1976年病逝。
直到晚年，军人风度俨然，有“我有一点敢向先母保证的，我为民始终是爱国家和社会，而我过去服
官二十年中，除仅以满腔赤诚保国为民之外，从无半点自私”之语。
    蔡文治，湖北人，祖父为清末举人，在武汉第二中学毕业后，弃文就武，自费东渡日本，进入士官
学校。
回国后插班进入黄埔军校第九期就读，毕业分派在陆军第十三师，又因机缘选送大本营工作。
在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蔡文治作为具体业务的负责者，作出的建议和计划，得到上级重视，后
参与中、英、美、法四国联合参谋部在华盛顿召开的亚洲对日作战计划的制订，升任陆军总部中将副
参谋长。
电影《开国大典》中曾有他和汤恩伯就长江防线争吵的镜头，此是实情，蔡因此愤恨辞职去了美国。
1980年受叶剑英邀请多次回国，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
有意思的是蔡晚年致力国家统一，曾专心帮助解放军研讨攻台策略，有上中下三个献策之说。
P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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