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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荡寇》

前言

昆仑关作战，为1939年/1940年冬季，中国唯一机械化部队陆军第5军反攻南宁之战，系属于桂南会战
中的一次局部战斗。此役第5军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第21旅团共4千余人，迫使日军主动在中国军队面
前撤退，堪称为中国军队在抗战期间真正数一数二的大捷。不过，由于仍是以优势兵力对付量少质精
的日本陆军，第5军虽重创日本第21旅团，惟中国军队付出的代价过高，第5军几乎已失去再战之力，
而使得反攻南宁的战略企图化为泡影；更甚者，不久之后的宾阳作战，中国军队由于桂林行营主任之
指挥失当，而以大败收场，桂南中国军队蒙受极重损失。在如是背景条件之下，昆仑关的胜利光环，
在这些因素的阴影的影响之下，便显得光芒褪色，而不若徐州会战台儿庄作战、第三次长沙会战等著
名战役一般，获得中国人民的重视与了解。    若谓昆仑关之役的重要性，此役为中国军队在抗战期间
少有的主动攻势作为，自我发动，具有明确的战役企图，并在日军据守于坚强设防之要塞阵地之前，
以强攻手段达到歼敌致果之效，此诚为抗战期间中国战场上少有的战例。仅以此点，即足以显示昆仑
关之役在抗日战史上所具有的不凡意义。    本书是老战友工作室首本在大陆以简体字形式出版的出版
品，据闻老战友工作室此前若干繁体字版的出版品，已经在大陆受到一定程度的欢迎与重视，本次的
“登陆”更让老战友诚惶诚恐。鉴于大陆军事与战史研究之风气之盛，水平之深，本书在大陆出版，
正式将台湾军事书籍交由大陆军友检验，此乃惶恐的主要原因。两岸虽然交流日益频繁，但在若干文
化习惯上仍有各自之特色与差异，对于若干历史事件之解读，亦各有立场，期望本书能够引起大陆军
友们的重视，并给予批评指教。在此要特别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与台湾知兵堂出版社，共同协力使本
书简体字版的出版能够获得实现。    老战友滕昕云    2013年3月24日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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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陆军第五军血战昆仑关，击败日军第21旅团。

Page 3



《铁血荡寇》

作者简介

台湾老战友工作室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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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5军之始——陆军装甲兵早期沿革    1937年8月至11月的淞沪会战，南京国民政府投入了中央直辖调
整师之大部兵力，在上海一隅抵抗日军近三个月，这支由德国军事顾问团协助编成的新制调整师，系
当时中国陆军中最趋近于现代化标准的野战师，其中以陆军第87师、第88师、第36师，以及中央军官
学校教导总队为代表。这支德制新式中央军在淞沪会战及其后的南京保卫战中消耗殆尽，以德国制度
与方法为本的建军方案，随着这支德制新式中央军的逐次消耗，以及1938年中德关系的破裂，而画上
了休止符。    在德国顾问撤离中国之前，其对中国陆军所完成之最后一项建军工程，当属陆军第200师
的成立。该师系在向苏联、意大利所购买之新式坦克抵达国内后，以原陆军装甲兵团为核心所扩充而
成，实际上其编装形态为一德制装甲师。1938年1月第200师成立时主要战斗部队有第1149团、第1150团
与第1152团三个团，其中前二者为坦克兵团，最后者为机械化步兵团，如此的编制，即为同时期德制
装甲师的基本架构。在师战斗支援与勤务支援方面，则有炮兵第52团，该团系由装甲兵团所属之反坦
克炮教导队扩编而成；另有搜索营、反坦克炮营、补充营、准备营、辎重营、通信营、工兵营、高炮
营、特务营等单位(补充营、准备营于同年7月合并扩编为技术补充团)。第200师编成之后，由原装甲
兵团团长杜聿明少将直升师长职，前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少将为副师长，参谋长为彭璧生少将(后为
廖耀湘)。该师尔后以突击军编组形态，参加了1938年5、6月间的兰封战役。    第200师的德国装甲师编
装形态，正是德国陆军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实施闪击战的装甲师模式，在当时系除了德国本土的三
个装甲师(第1、第2、第3装甲师)外，全世界第四个以该模式编成的机械化师。事实上，德式装甲师的
编装形态与运用原则，最初在当代的西方列强中被认作为异数，而不被接受认同，遑论国家社会形态
仅具备近代化雏形的中国。当时同为世界军事发展龙头之一的法国与苏联，对于装甲兵的态度看法，
均将之视为步兵的辅助兵种，虽然极端重要，但是其使命却是支援步兵作战，为步兵开创克敌制胜之
条件。这个装甲兵学派在二战前的世界军事思想发展潮流上，颇占上风，俨然为一种主流的观念。    
由于国民政府在抗战爆发以后，向苏联购买了相当数量的军备，有装甲车、各种口径火炮、军用飞机
、各式轻兵器等，其中便有T-26B轻型坦克82辆一项，这批装甲车便构成了1938年装甲师时期之第200
师的主力车种。自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希特勒的命令下，于1938年7月撤回国内去后，苏联军事顾问便取
代其地位，在中国陆军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俄制坦克的进入国内，苏联顾问数十人同时到达
，为中国陆军机械化部队之编训、装甲车之操作保养等事宜，进行建言与指导。    自然地苏联军事顾
问会对德制装甲师的编组形式感到无法认同，依照当时苏联红军陆军内的装甲部队模式，是以坦克旅
为基本战术单位，每个坦克旅下辖三个坦克营、一个步兵营，总兵力有80—90辆坦克。坦克旅合编为
坦克军，由战区或方面军司令部统制，用以支援步兵军、步兵师作战；其战术运用则倾向打散建制，
以坦克营、连以下部队，配属各步兵单位使用。相对照之下，德制装甲师系以战场主兵的姿态编成，
其运用方式亦是朝这个方向出发。持平而论，苏联红军陆军的办法，较为适用于现代化条件较不成熟
之社会下所产出的低度专业化陆军，以当时的条件而言，中国陆军实属于这类军队(此非价值判断，而
系事实陈述，请读者注意)。是以，苏联的装甲兵运用原则与思想，反而较贴切于中国陆军当年的实际
状况。在这种情况之下，德国人曲高和寡之高专业度的复杂思维与制度，很快就在中国陆军中被苏联
的方法取代，德制装甲师、兵种混编之战斗群形态之突击军模式均遭到扬弃，中国陆军装甲部队回归
到原来的装甲兵团编制，而所有机械化部队亦进行重新改组，再编入若干步兵师，最后即是以陆军新
编第11军的方式呈现，这就是尔后的陆军第5军的前身。    当时京(南京)沪战役、徐州会战甫结束，而
武汉会战即将展开，这段时期中央军战前整编案所完成的调整师，多已损失惨重，历次的会战累积了
众多的血战经验，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即根据这些经验教训，制定了今后中央军之整理办法，以为未
来长期艰难的抗战遂行，奠定更妥适的基础，其整理办法概要如下：    一、以军为战略单位，并以军
辖三师、师辖三团为原则。    二、军以上各级指挥官不得兼任他职。    三、各路军名义取消。    四、
集团军及军团均直属战区司令长官部。    五、师之经理人事以直属于军为原则。    接着在武汉会战结
束后，军事委员会为厚植持久抗战之实力，并针对过去一年抗战历次会战所得经验，维持保育野战军
力，拟具国防军整编总方案，以及国防军第一期整编计划大纲，交付长沙、南岳两次军事会议修正并
通过，拟定了第一期整编部队实施办法，其规定概略如下：    一、整编总方案，系规定将参战各师，
于一年内分三期轮流整补，每四个月整理60至80个师。    二、实施办法系规定整编各军，凡辖三师者
为甲种军、两师者为乙种军，但军部一律用甲种军部编制；师用新订之1938年师编制，各师之人事、
经理、教育、卫生等，归军长监督。    P0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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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若谓昆仑关之役的重要性，此役为中国军队在抗战期间少有的主动攻势作为，自我发动，具有明确的
战役企图，并在日军据守于坚强设防之要塞阵地之前，以强攻手段达到歼敌致果之效，此诚为抗战期
间中国战场上少有的战例。仅以此点，即足以显示昆仑关之役在抗日战史上所具有的不凡意义。    《
铁血荡寇(昆仑关作战)》由滕昕云著，是老战友工作室首本在大陆以简体字形式出版的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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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荡寇》

精彩短评

1、帮朋友的小孩子买的，听说很喜欢
2、铁血荡寇，这钱花得很值
3、如果不是战史爱好者的话看久了会有审美疲劳
4、伟大的卫国战争，愿人们永远记住为了民族生存而牺牲的战士们。
5、通俗读物写成了排序史，的确严谨了，但看下去需要耐心
6、内容充实，写作客观，尊重历史，气质磅礴
7、文末分析总结时损了史迪威那混球。
8、小时候课本教的是昆仑关胜了，但是战利品之后重复出现在国军在各地打胜仗的陈列中。虽然后
面这半段确实是国民政府的硬伤，不过当时为了鼓舞国民士气也是无奈之举，谁让国军不太争气，胜
仗太少呢？可是，换了谁是执政者都会这么干的！现在有机会给自己补补课，了解下当年没细讲的前
半段，毕竟都是中国人在打小日本！而且咱还打胜了！
9、作者的军事素养颇高，很多论述全面具体。
10、内容还不错，有插图有点意思，就是内容有点少，其他都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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