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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八路军诞生在中华民族的为难时期。
本书全面反映了八路军抗战史，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主导地位和重要作
用，全方位、史诗性地再现了八年抗战的辉煌历程。
    八路军是坚持华北抗战的主力军。
全书把八路军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从宏观上进行叙述、概括和综合。
它以作战、建军为主要内容，同时适当反映了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及在各个发展阶
段的具体指导方针、作战原则、抗日根据地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支援等。
该书以大量的历史档案资料为支柱，同时利用了有关的研究成果，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
既充分记叙了八路军的光辉业绩、胜利的经验和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群体、个人，又真实反映了部
队遭受的挫折、失利的教训和付出的重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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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卢沟桥事变爆发 红军请缨抗日　　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国民党政府的节节退让，激起全
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华北广大民众抗日救亡的呼声不断高涨，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
涌1935年12月，在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北平1万余名学生走上街
头，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
以此为起点，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
1936年11月，晋绥军傅作义部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抗击由日军指挥西犯的伪蒙军，取得了绥远反击
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同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包括中共等全国各派政治力量的共同
努力下，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
　　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一个重大打击。
日本政府认为：“绥远事件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抗日、侮日的思潮高涨。
”“西安事变的结果，如人们预想的那样蒋介石接近中共，同时也表明中国的统一得到意外的加强。
”日本侵略者最担心的莫过于中国国内的团结、特别是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因此，日本急于在中国全民团结抗日的局面实现以前、特别是国共合作实现以前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早在1936年5月，日军参谋本部就在《帝国军队用兵纲领要旨》中提出“制敌先机，采取攻势，谋
求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
6月，日本陆军部根据上述方针，制定了《昭和十二年度（1937年）的具体作战计划》，规定：“在对
华北作战时，除过去（计划）的两个军（五个师团）外，根据情况再增加三个师团，必要时还可能在
华北五省进行作战。
”“对华中方面原来计划以第九军（三个师团）占领上海附近，但是这方面的中国军队增加了兵力，
构筑了坚固的阵地网因此，计划调新编第十军（两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从太湖南面前进，两军策
应向南京作战，以实现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
”“对华南作战计划，仍按去年度计划大致为一个师团的用兵计划。
”为加强其在华的兵力以巩固和扩大其全面侵华的前进基地，日本政府将在华北的驻军由1700人扩大
到5700人。
　　1937年6月4日，近卫内阁取代广田内阁，决定立即采纳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的意见，将对华政
策由蚕食鲸吞转变为全面占领。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据此制定了1937年对华作战计划，准备以14个师团的兵力占领华北、华中、华南地
区，举灭亡中国。
卢沟桥事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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