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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千秋：抗日阵亡将军录》

前言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前提下，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以及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都参与
到了这场捍卫国土抵御外辱的战争中。    本书的主题，是记录在抗日战场上为民族和国家英勇捐躯的
英烈将军们的相关事迹，按照殉职的时间顺序来为他们逐一立传。为了能够更准确地记录他们的生平
和其他相关信息，本书在写作时参考了大量的档案、回忆录和官修战史。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是首
次将笔者能够查阅到的日方的档案和部队史作为主要资料来源之一，并与笔者能够查阅到的我方档案
和部队史相结合，互相比对，互相参照，尽最大的努力来还原当年的那段历史，并使读者能够清楚地
了解到，英烈在最后时刻的作战对象是日军的哪个部队（大部分明确到联队，少部分具体到大队），
这在以往的传记中，是绝无仅有的。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澄清了国民政府时期的“官位”和“职
衔”制度（详见说明二），以新的收录标准（详见说明一）对抗日战争中到底阵亡了多少将军进行了
重新统计。共计收录116位对日战斗时阵亡或被俘遇害的英烈为主文，另收录17位因遭到空袭遇难或受
作战影响自戕的英烈为附录一，29位明确被追赠（晋）将军的英烈为附录二，便于读者区分哪些是被
政府追赠（晋）官位为陆军中（少）将者，哪些是被军方晋级为中（少）将者。    对于长久存在的一
些讹误，本书也在立传时进行了修订，以正视听，并去除了以往各类著作中收录的讹传的“阵亡将军
”。如所谓的第75师副师长吴国璋（查无此人）、预备第10师参谋长蓝运东（实际并未阵亡）等。    
笔者相信，本书与以往的同类著作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之处，更能为读者提供极具价值的史料信息、本
书内容的主要信息来源以查到的档案和文献为依据，如查不到可靠根据或记载比较模糊的内容，则根
据当事人同僚或后代的回忆为基础进行推定，并作出适当的表述。但限于笔者的能力，部分内容仍有
可能出现错漏之处，读者如有发现，欢迎批评指正，便于笔者及时修订。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承蒙如
下朋友的帮助和支持，他们是（排名按姓氏笔画为序）：马雷、马民康、于浩洋、王睿、王仕豪、王
祖诚、叶泉宏、冯杰、朱晓明、朱颖玥、刘小诣、陈升、苏海、余戈、杨葆森、杨家宏、杨镇毓、杨
晓鹏、吴勇、陆强、金一鸣、林唯圣、黄勇、赵良宇、高明辉、郭东风、黄勇、戚厚杰、章骞、蔡朋
岑、谭飞程、潘颖、霍安治、薛斌、戴峰、瞿元超，在此特致以诚挚的谢意，祝他们身体健康、家庭
美满、事业风顺。    201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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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千秋：抗日阵亡将军录》

内容概要

胡博、王戡所著的《碧血千秋(抗日阵亡将军录)》根据现有的相关文献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
队具有少将以上军衔牺牲在战场上的有116人（包括八路军将领左权）之多。本书以当时政府的档案为
基础，参考了大量严肃的史学著述。为这116位为国捐躯的将军每人做—抗战小传，尽量附上本人的照
片。
《碧血千秋(抗日阵亡将军录)》作者研究抗战史有年。为本书的写作搜集了丰富详实的资料。其有感
于坊间长期流传的一些关于这些将领虚浮或不实的信息。立志写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著述。以缅怀
和纪念这些以身报国，战死沙场的英烈。书后附有牺牲后追晋少将以上军衔者名录等。
根据已公开的当时政府档案以及日本军方档案，本书为对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将军资料迄今统计最为
完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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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亡的将军名录附录二：在对日作战时阵亡的追晋（赠）陆军中（少）将的上校职军官名录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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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赵登禹，字舜诚，1898年5月16日（清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六日）出生于山东省曹州县（今菏泽市
）的一户农民家庭。赵登禹读过私塾，而且成绩始终名列前茅，遗憾的是他在学了两年后就因为家境
贫困而被迫辍学务农。赵登禹虽然读不起书了，但好学的他并不气馁，受时局的影响。他萌生了武力
救国的想法，于是拜当地的武术名家为师。在四年的学武生涯中，赵登禹对于刀、枪、棍、拳等全都
有所涉猎，并打下良好的武术基础。    1914年9月，赵登禹听闻第16混成旅在潼关募兵，他曾经听说过
冯玉祥的革命事迹，就与同乡好友数人瞒着父母偷偷地跑到潼关去投军，成为一名副兵（候补兵），
就此成为冯氏部下。由于赵登禹有很好武术功底，在军队中又能苦练军事技术，很快就受到了冯玉祥
的赏识，被选拔为旅部的传令兵。1921年8月混16旅改编为第11师的时候，赵登禹被师长冯玉祥提拔为
排长。    赵登禹当上军官后跟随部队南征北战，他作战时奋勇争先，并屡立战功，只用了六年时间就
被冯玉祥提拔为旅长。北伐战争开始后，赵登禹随军开赴河南参战，先后担任过第2师副师长、第33师
师长、暂编第9师第27旅旅长、第28师第84旅旅长、第25师师长等职。由于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战败，
赵登禹的部队被迫跟随宋哲元接受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改编，他的第25师被缩编为第37师第109旅，
旅长由他继续担任。    1933年3月长城抗战爆发时，赵登禹奉命率领所部由三河驰援喜峰口抗击日军
。3月10日，赵登禹命所属第218团夜袭日军混成第14旅团松尾野先遣队（由第27联队第1大队为基干组
成）的宿营地。一天后又亲率第109旅主力夜袭日军混成第14旅团三处阵地，缴获作战地图若干、摄影
机一架及机枪二十余挺。并将不能带走的11门火炮的炮栓炮镜全部摧毁。此次夜袭经过媒体宣传，为
全国军民所熟知。长城抗战结束后，赵登禹因作战有功被提拔为第132师师长，后又获颁三等云麾勋章
。    赵登禹初任师长，即率领所部担负察哈尔省的防务。由于察省情况复杂，日军特务活动频繁，赵
登禹在进驻张北之后，即派兵猛攻由日军扶持的李守信部伪蒙古军，并在防区内严查日军特务。此举
有效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赵登禹也因此奉命率部移防河北的任丘、河间，以缓和中日两军的矛
盾。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赵登禹闻讯，屡次请命开赴北
平参战，都未获准，他只得命令所部在防区内积极构筑防御工事，并加紧训练以备战事。7月25日深夜
，赵登禹终于接到了驰援北平并担负南苑守备任务的命令，他命令部队连夜出发，自己则先行乘坐轿
车前往位于南苑的第29军军部报到。    当赵登禹于7月27日夜抵达南苑时，第29军军部已经根据宋哲元
的命令准备撤人北平。由于第132师的先头部队在前进到团河时与日军突然遭遇，一时间还脱离不了战
斗，无法进驻南苑接防。于是赵登禹请求主持军部事务的副军长佟凌阁能够只率军部人员先行离开，
南苑的野战部队需等到第1 32师抵达后再离开。佟凌阁权衡利弊，同意军部先行人城，但他本人仍然
留在南苑。为指挥方便，佟凌阁还将驻军指挥权交由赵登禹统一负责。    就在赵登禹、佟凌阁等待第1
32师接防的时候，日军已经在团河击退了第1 32师的先头部队，并于7月28日上午8时，从南苑的南面发
起猛烈进攻。日军以第20师团第39旅团（旅团长高木义人）为主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很快就打
到了南苑飞机场。惊闻此讯的赵登禹急忙前往飞机场督战，他本人也挥舞起大刀与日军展开近身肉搏
。    由于日军火力占据绝对优势，而南苑地形又都是平原，机场守军根本无险可守。赵登禹在率部坚
持了两个小时后就因伤亡过重而被迫退入南苑主阵地，在与主力会合后继续组织反击。不久之后，赵
登禹接到了北平军部要其撤入北平城内的命令，便一面组织部队逐次撤退，一面派传令兵通知在另一
处督战的佟凌阁也跟随撤退。    一切部署妥当之后，赵登禹即带着部分部队先行向北平撤退。12时40
分左右，当车队路经大红门时，突然遭到了预先埋伏在此的日军中国驻屯步兵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
）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第3大队的伏击。赵登禹于危急时命令车队加足马力强行突击，试图
一举冲出伏击圈，不幸在突围时胸部中弹数处倒在轿车后座上。赵登禹的卫士见状，想把他背离火线
。但赵登禹自知伤重无救，便对卫士说道：“我不会好了，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分，没什么可悲伤
的。北平城中还有我的老母，你回去告诉她老人家，忠孝不能两全，她的儿子为国捐躯，也算对得起
祖宗了。”说完这些，赵登禹气绝身亡，时年仅40岁。随赵登禹一起殉国的还有副官长赵国治、副官
主任李先池、随从副官赵登高。    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并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
。1942年12月31日，赵登禹获准人祀首都忠烈祠。1952年6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
他为革命烈士。1969年3月获台湾当局批准入祀台北圆山忠烈祠。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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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胡博、王戡所著的《碧血千秋(抗日阵亡将军录)》是首次将笔者能够查阅到的日方的档案和部队史作
为主要资料来源之一，并与笔者能够查阅到的我方档案和部队史相结合，互相比对，互相参照，尽最
大的努力来还原当年的那段历史，并使读者能够清楚地了解到，英烈在最后时刻的作战对象是日军的
哪个部队（大部分明确到联队，少部分具体到大队），这在以往的传记中，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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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求的是准确，当资料看可以。文笔就很一般了，每个人的开头介绍都差不多，要么出身书香门第
，要么出身农民家庭。另外编校质量也不怎么样，错别字可见不少。
2、可以直接百度  我個人沒怎麼看 覺得用處比較小
3、我朋友的两本《碧血千秋》之二。这是有关抗战阵亡将领的最高杰作。作战都是研究抗战军事的
大家，行文严谨，堪称这一题材的决定版。
4、应该有200多位将领，怎么少了一半？八路军只有一位，不愧是用兵有方啊！
5、人物辞典
6、为在抗日战争中阵亡的将士们浮一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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