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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早在18世纪中叶，日本在进行明治维新前没有中央武装，军事武装主要是掌握在强藩军阀的手中
。1868年日本进行明治维新后，新政府开始组建自己的中央武装。1871年4月，明治政府为消除强藩割
据危机，巩固中央政权，开始从萨摩、长州、土佐等藩中征调精兵约1万人入京，组成“御亲兵”。
同年8月，废藩置县后，兵权收归中央，将全国划分为东京、大阪、镇西和东北4个镇台。1873年扩编
为东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等6个镇台。后又经过兵役制度的改革和扩军整编，到1885
年，日本已编有步兵28个联队、骑兵7个大队、野

Page 2



《侵华日军历史上的105个师团》

内容概要

《侵华日军历史上的105个师团》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日本历史上先后组建的侵略中国的日军陆军各方
面军、各军、各师团、海军部队及细菌战部队从组建到1945年投降期间组织沿革的发展变化、作战经
过及主要官佐的相关任职简历等情况，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并配有相关的部队编制序列表和一些珍
贵的历史图片，对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和日本侵华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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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金，先后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参谋系、国防大学基本二系。曾任军
事科学院《军事历史》杂志总编，现任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作品有：《中华爱国将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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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侵华日军第4军　　1938年初，日军大本营为准备对苏作战，决定在关东军所属师团之上增设军
的建制。7月15日，日军大本营下令编组第4军，中岛今朝吾中将任司令官。　　中岛今朝吾，陆军大
学毕业后曾留学法国。1937年12月后任第16师团师团长、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官。1938年7月任第4军司
令官。　　第4军组成后归关东军指挥。下辖：第1师团；炮兵旅团和军直属部队等。主要在中国东北
地区担任推行“治安肃正计划”和对东北抗日联军游击区的“讨伐”任务。　　1939年8月1日。中岛
今朝吾调任参谋本部附，后宫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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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新政府开始组建中央武装。1871年4月，明治政府为消除强藩割据危机，
巩固中央政权，开始从萨摩、长州、土佐等藩中征调精兵约l万人入京，组成“御亲兵”。同年8月，
废藩置县后，兵权收归中央，将全国划分为东京、大阪、镇西和东北4个镇台。1873年扩编为东京、仙
台、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等6个镇台。1888年，日本政府推行编制体改革，逐步废除镇台制。改
设师团制，将原6个镇台改编为6个师团。师团下辖两个旅团。旅团下辖两个联队。　　从1931年的“
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8月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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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全！
2、内容不错有看头
3、了解抗日时期的好书之一
4、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5、感觉跟目前《闪电战》搞的“二战德国步兵师全览”系列差不多。
6、像字典一样，用来查东西的，日本军队就是靠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发家的，就是欺负欺负积贫积
弱的中国，其他的真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二战被美国人和苏联人打的跟孙子似的，没有一点还手之力
7、好啊，好呀，好呀，好呀
8、一般作为资料留存
9、看不来,这种原始资料,需要很有逻辑的
10、比较全面，编制的调动很清楚，抗日神剧一通胡编乱造的话一查就查出来了，但是战役写的太过
简单，而且缺乏武器装备和人员的介绍。
11、作为资料还有点价值，如果把所有日军师团都列出来就更好了。遗漏一些，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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