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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发生于1938年的万家岭大捷，是抗日战争初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继平型关之战、台儿庄大战之后所
取得的又一辉煌胜利，这次战役奇迹般地锄下了全歼日军一个师团这一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绝无’仅有
的纪录。
万家岭大捷胜利之时，日本朝野震动，举世震惊。
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盛赞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
作江汉之保障。
并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
外国《士米斯报》盛赞此次大捷“可为今后史家大书特书”。
然而，因诸多历史原因，当年震惊中外的万家岭大捷却蒙上了厚厚的历史尘埃，至今鲜为人知。
    该书是一部全景式描写万家岭大捷的纪实文学作品，作者直面历史。
秉笔直书，为我们打开了有关万家岭大捷尘封多年的珍贵历史档案，逼真地再现了当年国民党正面战
场宏阔悲壮的历史风云，为后人了解万家岭大捷的真相提供了一幅生动形象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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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绍荣，男，1956年生，大学本科文化，江西省修水县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作家协会理事，国家二级作家。
1983年开妈文学创作，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出版长篇小说《日出苍山》一部，小说集《苍生
野史》一部，长篇传记《陈寅恪家世》一部，发表中短篇小说及各类文学作品若干，共计300余万字，
作品获省级文学奖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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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武汉受命　　三、阴霾漫卷武汉城　　6月刚过没几天，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就已
是热浪蒸涌，炎暑逼人。
　　此时此刻，让人感觉更加炽热的不是武汉的炎热，而是这里空前高涨的抗日激情。
　　南京失守后，中华民国迁都重庆，但国民政府的主要机关和军事统帅部却移驻武汉，与此同时，
从沦陷区内迁的工厂、学校也移至武汉。
一时间，江南重镇武汉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蒋介石刚从郑州飞回武汉，还未从徐州突围的惊悸中回过神来，一个惊天的大难题又摆在了他的
面前。
　　5月30日深夜，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神色庄重地将一份绝密文件呈送到蒋介石的案头，蒋介
石打开密件一看，不由得大惊失色。
　　这是情报机关刚刚破获的日军绝密文件：5月29日，也就是昨天，日本大本营已向侵华日军华中派
遣军司令部和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发布了进攻武汉的预令。
　　预令虽寥寥数语，却让蒋介石倒吸一口凉气。
　　自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至今，尽管中国军队前仆后继舍身杀敌，但结果却仍然不能尽如人意
。
东北失守、华北失守、北平失守、上海失守、南京失守⋯⋯眼见得大半个中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转眼落入了敌手。
频频得手的日军，胃口越来越大，徐州会战之后，日军的锋芒，又指向了武汉。
　　日军的企图，早在蒋介石的预料之中，同时蒋介石也做好了保卫武汉的准备与部署。
　　1937年12月13日，即南京失守的当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在武昌拟定了《军拳委员会第三期
作战计划》，决定“国军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胜利为目的”。
　　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提出上海、南京失守后，“我们唯一的政治、外交
、经济的中心应在武汉，武汉决不容再失，我们要维持国家的命脉，就一定要死守武汉，巩固武汉”
。
并说“武汉重心不至动摇，国家民族才有保障，这就是我们的战略”。
　　1938年1月17日，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了武汉卫戍司令部，由陈诚任卫戍总司令，卫戍部队共十四
个师、一个旅以及特种兵一部。
随后，又以七个师组成江防部队，任命刘兴为江防总司令，负责防守武汉下游的马垱、湖口、九江、
田家镇等长江要塞。
　　徐州失守后，军事委员会又进一步调整保卫武汉的指挥机构，加强了兵力。
　　虽说早有部署，但眼下的武汉却让蒋介石陷入了深深的忧虑：日本大本营进攻的预令已下达，要
不了多久，日军就会凭借其陆、海、空优势，向武汉发动大规模进攻，可国民政府的全部家当几乎都
还在武汉，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转移来的兵工厂、服装厂以及日用品生产厂等几百家工厂几十
万吨的机器设备和数十万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都在武汉，这点本来就很脆弱的工业若是落到日军手里
，前方战场的武器弹药及后勤补给就会全线瘫痪。
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的抗日就真的成了一句空话，总不能让将士们光着膀子拿着烧火棍去抗日！
除此之外，国民政府几乎所有的机关、学校、医院和数以百万计的人员，都需要尽快转移到西南大后
方，而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时间！
　　让蒋介石稍感庆幸的是，徐州突围，他的60万大军成功地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他掐着手指算来
算去，这次武汉会战，真正派得上用场的，还是这些大军。
可连续征战，部队已是疲惫不堪且残缺不全，有的名义上一个师，兵力不过千把人，还抵不上一个团
，这些大军的休整、补充、整训，也需要时间！
　　此时此刻，时间，对蒋介石来说，异常金贵，一刻千金，千金难买！
　　武汉不能丢！
武汉若是落入敌手，这仗还怎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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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蒋某人何以向国人交代？
何以向苏联、英、美等国证明中国抗日的信心和实力，从而得到他们更多的同情和援助？
　　蒋介石马不停蹄，刚刚放下那份何应钦送来的绝密文件，便召来冯玉祥、何应钦、白崇禧、陈诚
、徐永昌等军事委员会要员，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再次调整审定武汉会战的军事部署。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日本，国内战争机器高速运转，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连连得手，让这个原
本就缺乏内省能力的岛国民族，进入了一种被贪欲和胜利膨胀了的癫狂状态。
东京、大阪、名古屋、横滨、福冈、神户、札幌等地的街头，到处涌动着参军参战的热潮，就连为前
方将士提供性服务的“战地服务团”，也因狂热的青年女学生争相报名而人满为患。
　　占领徐州后，日军不得不面对一个严酷的现实：中国的战略空间太大，中国的抗战意志极为坚强
。
他们原本认为，中国是一个劣等民族，中国的格局是一盘散沙，中国远远地落在了他们的后面。
当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迅猛崛起，大胆引进西方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大力发展现代工业，迅速成为世界
军事强国的时候，中国这个曾让他们无比敬畏的近邻，这个四方来朝的东方大国，却还陶醉在闭关锁
国的温床上。
当日本军方研制并开发出88式、94式、96式战机，BR-20式重爆、97式重型轰炸机、M-25装甲车、89式
坦克、航空母舰、战列舰、重洋舰、巡洋舰、驱逐舰、潜艇、各种轻重型火炮以及“歪把子”、“三
八”大盖、特种烟（毒气筒）等让英、美、德、意等西方军事强国也为之侧目的新式武器，并将这些
武器大量生产配备至各个师团、航空大队以及舰队士兵手里的时候，连普通汽车也造不出的中国却在
忙于打内战，中国各地的城头上还在不时变换着各种大旗，各路军阀们的手里还拿着过时的“汉阳造
”、“中正式”、“巩县式”步枪和大刀等老掉牙的武器，为了争夺地盘和吞并对方甚至为了争夺一
个女人而打得昏天黑地，不可开交⋯⋯　　日本大本营原以为，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军队根本不堪一
击，因而在卢沟桥事变全面入侵中国时，他们曾狂妄地宣称：只要三个月即可灭亡中国！
　　而事实上，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让日本大本营损兵折将，恼羞成怒，在世人面前丢尽了脸面。
台儿庄惨败，他们出于面子，便兴师动众发动了徐州会战。
徐州会战，他们只占了一座空城，中国军队的主力却跳出徐州，让他们颜面尽失。
　　这个时候，日本大本营却仍然固执地认为，中国只需要最后一击便会轰然倒塌。
因为根据他们的精确统计，攻占徐州后，大半个中国已经落入他们手中，其中包括中国的精华地区，
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元气大伤，已不堪一击。
　　因此，日本大本营饿狼般贪婪的目光，又垂涎三尺地盯上了中国的中南重镇——武汉。
　　这个偏居一隅的短视、狂躁、急功近利而又缺乏内省能力的岛国民族，不会也永远不可能知道，
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浸润的古老民族，当这个民族一旦遭受异族入侵，便会表现
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韧性，在这种民族凝聚力和民族韧性裂变释放出的巨大力量面前，任何入
侵者都休想征服这个民族。
当然，这种力量也是任何精密的仪器所无法计算的。
　　在日本大本营看来：武汉，多么美妙的地方！
其地北连河南、南接湖南；中国第一大河长江穿城而过，蜿蜒东去，可呼应江西、安徽两省；溯江而
上，则可背靠巴蜀大后方。
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政治因素，占有这样一方“九省通衢”的宝地，便可事实上摧毁国民政府，
至少把它赶到西南一隅降为“地方政府”，这样有利于引诱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出来与日本政府“合作
”，重新建立一个听命于它的“中国政府”。
因此，日本大本营认为“攻占汉口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只要攻占了汉口、广州，就可以
统治中国”。
（那时习惯称武汉为汉口）　　基于这种战略构想，日军大本营决定转兵攻占武汉。
　　武汉，这座江汉平原上的“华中明珠”，这座“九省通衢”的通都大邑，成为中日双方争夺的焦
点。
一时间，山河变色，血雨腥风，中华民族再一次经受着血与火的洗礼。
武汉，凝聚了世人焦虑的目光，牵扯着世界各国或凶残或善良的人们敏感而脆弱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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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世学者的多项研究表明，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长江流域的武汉会战，起于1938年6月12日
日军进攻安庆，止于同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历时四个半月。
中日双方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上千里范围内，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决战，创下了中国自抗日战争以
来，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战线最长、牺牲最惨重的纪录
。
　　后世学者的评价并非妄言，从战后双方解密的资料就可证实：　　武汉会战，日军先后投入兵力
共14个师团、3个独立旅团、5个航空团，出动空军截击机和轰炸机400余架、舰艇140余艘，共计兵
力40万人。
　　中国军队投入兵力共120个师，作战飞机200余架，舰艇30余艘，共计兵力100余万人。
　　如此看来，日本天皇裕仁豁出去了！
　　中国的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也豁出去了！
（参见张洪涛著《国殇》、江涛著《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　　显示部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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