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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

内容概要

《抗日战争》以三卷的恢宏篇幅记述了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作品以战争的每一次
事件和每一场战役为纵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视角全面真实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中第
一次全民族同仇敌忾、浴血山河所赢得的伟大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是一次全新写作，
全新阅读战争的体验，对抗日战争全新定位和见识的巨著。从史料收集和研读开始，《抗日战争》写
作长达六年之久。由于战场广阔，参战人数众多，抗日战争亲历者遍布各地。尽管如此，王树增还是
尽可能地查阅文献、踏勘战场、采集、比对、甄别，力求真实。经过海量阅读和精心酝酿，最后完成
了这部大书。
《抗日战争》站在全民族抗战的立场上，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以重大战役战斗为轴，以
重大历史事件及相关人物为经纬，突出反映并全景式地记叙1937—1945年这八年抗战中的主要战役战
斗。对敌我双方统帅部的战役企图、计划，兵力部署，作战行动和战役经过，都做了详尽的记叙，特
别是对战役战斗结局及其经验教训，能从军事学术的高度给以分析、总结与点评。
这部作品以波澜壮阔的文学叙述向最广大的读者解读中日之间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持久的战争。记录了
中华民族在山河破碎、艰难困苦、牺牲巨大的历史现实下如何同仇敌浴血奋战，最终赢得了这场伟大
的民族战争。对于这场残酷的战争所揭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广大读者认识战争的本质在实践民
族复兴伟业的今日中国，都有着巨大的认知意义和价值。
全面讲述抗日战争历史，是历史的需要，也是现实的可能。随着社会日益开放，对外交流通畅，两岸
对历史的态度日趋一致，尘封已久的秘密文书档案也纷纷解密。有太多读者希望全面了解抗日战争的
历史，有太多他们的父辈曾亲身经历的战争需要重新讲述。
此时回首上世纪的抗日战争，创作一部符合历史真实的巨著，便既是应当的，也是可能的了。王树增
的“战争系列”一直在努力达到这一目标，这也是他的“战争写作”的价值所在。正是基于此，王树
增完成了他“战争系列”最为宏阔的一部作品——《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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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

书籍目录

第三  十章    剥开表皮露出红瓤
第三十一章    杜利特尔轰炸
第三十二章    把我等的血肉英名涂写在岩石上
第三十三章    不惜一切代价让中国继续打下去
第三十四章    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第三十五章    挫师失地，罪戾难辞
第三十六章    血腥之月
第三十七章    我们是否得到了人民的真心拥护
第三十八章    我愿意追随他们到任何地方
第三十九章    山川震眩，声折江河
第四  十章    “一号作战”到此停止
第四十一章    退后一步不是中国好男儿
第四十二章    漫山遍野杀鬼子
第四十三章    中华民族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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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

精彩短评

1、山河破碎，家国飘零，杀敌御寇，以慰先灵
2、这套书看下来写的中规中矩，材料倒是也丰富，可惜选择性太强。
3、算是画上了一个全景式的句号
4、全书下来，可以想想，中国赢了么？
5、向那个年代抗击侵略者的英雄们致敬！
6、在走向胜利的最后几年中，抗战的形态并不如想象中那么振奋人心。敌后战场激昂却堪堪配角，
而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面对必将到来的胜利却越发的腐败和怯懦，那种根深蒂固的自私、卑鄙、狭隘
几乎充斥于各个战区，以至于那些轰轰烈烈卫国赴死的壮士倒显得愚蠢和不合时宜。八年抗战所持续
的屈辱感并没有因为胜利的到来而减弱，中国的变革不是因抗战而结束，恰恰只是个开始。王树增详
尽的记录甚至让我找到了父亲名字的来历，那个在衡阳保卫战中被击落的飞行员的名字——陈祥荣，
大概那个年代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都会以这些勇士的名字为自己孩子命名，那些在长沙、常德、衡阳
；在胡康河谷、龙陵、松山；在桂柳、芷江曾经为中华名族流尽最后一喋血的名字必将流传千古。
7、读完最后一个字感觉很沉重，一寸山河一寸血，伟大的抗日先烈永垂不朽。然而，中日战争几乎
是两个不同时代军队间的战争，抗战胜利只是战略与大势的胜利，十四年间战役胜绩屈指可数，每次
会战都至少要十比一的比例方可一战，45年国民政府尚且险些被赶出四川，4月雪峰山一战才开始正式
反攻，没有美国抗战不知还要打几年，不怪冈村宁次不服气。“以空间换时间”实在是惨痛的正确选
择，国力之衰微怎不叫人屈辱万分！而国军抗战，军队派系相互掣肘，上层腐化堕落，指挥常常朝令
夕改，代价则是人心丧失和士兵的无谓牺牲，内战溃败之因可见一斑。国共内战是几十年历史轨迹的
必然道路，但因此丧失的国土、设备、荣誉和发展机会却是由百姓来承受的，读史读多了就会感觉冥
冥中自有天数。国与国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强权即公理，只叹老蒋的仁义道德未免天真
8、整整八年，国军竟没有打出一场完美战役，每次的伤亡比例都是十比一左右（驻印军除外），难
怪日本人一直不服气。
9、 
10、全书最爽的是驻印军的反攻，孙立人的38师、廖耀湘的22师，可谓猛虎出山。“支那军归心如箭
，锐不可当”
11、一寸江山一寸血，果不其然，人民军队在前线浴血奋战，百姓在战场饥寒交迫，国民党官僚在重
庆吃香的喝辣的，买官卖官，官商勾结，哄抬物价，简直无耻至极，1942，河南有300万人民受灾，而
间接受灾人数远远大于此数，大量灾民在日本鬼子的驱赶下，忍饥挨饿，四处流浪，亡百姓苦。黄、
旱、蝗、汤，这四大祸害让百姓受够了苦痛，暂不说汤恩伯为了保存实力故意放弃郑州等军事重地，
他对权利金钱的贪婪让人发指，河南受灾，百姓民不聊生，他非但不开仓放粮，反倒提高税收，强买
强卖，所到之处寸草不生。放弃人民等于放弃中国，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一股新生力量已经茁壮成长
，他们将是新中国的未来！
12、没有欧洲战场的结束，没有美国的原子弹，很难想象持久战要持久的什么时候，光靠国民党消极
抗日，一寸一寸的领土都丢了，国民党统治下的军队完全是自顾自，战斗意志薄弱，没有配合，军官
克扣军饷，欺压百姓，民心已失，打仗必败。三册书中唯一可圈可点的就是薛岳。作者不单单描述了
战争，还反应了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国际关系，战后还会分析战争成败的原因，对于了解历史真
的是一部不错的作品。原来只觉得日本人可恶，抗日战争艰难，战士们浴血奋战，读后才真正对历史
有了深刻的认识，真的是一本很好的爱国教育经典。
13、最后一卷终于看完了⋯⋯感觉要比解放战争那本书粗一点，没有那么多细节和分析，主要是材料
引述得到比较周全，大赞。
14、对于这场战争，已无需多言...
15、从1942年10月至抗战结束，漫漫的坚持中终于熬到了胜利的那一刻。整整三卷，近一千八百页的
篇幅，回顾了那段沉重的历史，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内容基本符合客观事实，内容厚实，资料丰富
。只是相较于开篇大段篇幅分析日本侵略的动机与准备，结尾的总结和思考显得略微浅浮，深度不足
。
16、可惜华南游击队的叙述基本没有。全书写华南游击队和琼崖纵队不足200字。
17、读之前的内容总想赶快结束，因为我们民族受到了太多的摧残，但真正到了第三卷最后又想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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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

结束，好好教训一下日本鬼子才好，灭了他们也不为过。
18、看得热泪盈眶的震撼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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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

精彩书评

1、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不幸阵亡。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抗日战争中阵亡的级别
最高的将领。左权是中国工农红军的著名将领之一。在他亲自策动的宁都起义成功后，出任红五军团
第十五军政委，在率部进行反围剿作战中屡立奇功。红军长征前，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他出任红一军
团参谋长，作为长征的前驱部队，始终战斗在最前线，知道长征的最后一战直罗镇战役，显示出坚定
的政治信仰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抗战爆发后，作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他受到八路军官兵的敬重
。在八路军发动的一系列对敌作战中，由于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身在重庆，左权在副总参谋长的岗
位上可谓殚精竭虑。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着政治、军事和生活的三重严峻考验，自1941年起，共产党开
展的生产自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被成为大生产运动，解决了当时的生存问题。杜利特尔飞
机轰炸了东京。日军发动浙赣会战的目的在于毁灭江浙机场，使美军失去空军基地。国民党军未全力
反击，且战且退，最后因美援华力度不大而放弃决战，保存力量。国际上中途岛海战成为了二战转折
点。1943年，宋美龄回国，带回了美国政府的大批军援项目以及美国人民为中国抗战捐献的数以千万
计的美元。鄂西会战历时月余，中国第六战区以十个军的兵力，抗击了日军约五个师的进攻，凭借长
江和山地的有利地形，守住了最后的石牌要塞阵地，并在转为追击时给予日军一定的打击。珍珠港事
件爆发后，美国的军火工业达到举世罕见的生产能力。在美国本土的工厂中，平均每个月就有三艘航
母下水。开罗会议，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之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召开德黑兰会议。美
国人最大愿望是保持中中国的抗日战场，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中国人继续打下去。要中国和盟国捆绑在
一起，必须有一个巨大利益给予中国，只能是让日本把过去侵吞中国的所有东西都吐出来交还中国，
并把日本人再次抢劫中国的可能性完全杜绝。中国军队第57师死守的常德小城，后来被中国国内舆论
普遍成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实事勒守住了而常德没守住。但是，常德守城战又是淞沪会战以来中国
军队最为顽强的一次城池防御战，奉命守城的第57师官兵几乎全部战死，其不屈的精神与惨烈的牺牲
令日军肝胆俱寒。豫中会战，日军达到了作战目的。国军溃不成军。战后，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
鼎文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均被撤职。两人罅隙极深，完全没有协同，并且横征暴敛，贪污腐败。河南
百姓趁机攻击汤恩伯的部队。国民政府实行的战时经济体制，本是为了首先确保战争的需求，但这一
体制很快便成为官僚资本中饱私囊的机遇。1943年，缅北反攻。1944年，中国远征军入缅。蒋介石和
史迪威不可调和的矛盾，反射出来的军事、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深层次问题，主要在兵权问题、民
主问题和共产党问题。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胜利会师，西南国际交通线完全打通，中国远征军司
令长官卫立煌、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苏美英首脑聚集在一起，实际上是为战后利益的分配
，进行一次讨价还价的事先约定，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雅尔塔会议。开罗会议时，中国之所以被列入
世界四大国之一，因为那时需要中国广袤的国土和众多的生命来支撑对日作战，现在赢得战争的胜利
已无悬念，当讨论战后利益分配时中国就被排除在外了。会议首秀按认同美英法苏中为联合国常任理
事国。面积只有美国纽约曼哈顿三分之一的硫磺岛，硫磺岛战役是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最大
的一次作战，美军罕见的勇敢成了常见的美德。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到来的和平反而激化了
东西方之间的对立情绪，美国总统已经从罗斯福变为杜鲁门。苏联和英美都互相之责对方违反了雅尔
塔协定的某些条款，即将召开的旨在调整和解决利益分配问题的会议，史称波茨坦会议。美国、德国
、日本都在研制原子弹，开始时间赛跑。德国人研制原子弹失败主要原因是站在纳粹反面的德国人从
中作梗。日本研制速度十分惊人，但致命瓶颈是资源匮乏的本土没有铀。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
投降。广岛和长崎的两枚原子弹彻底将日本的心理击垮。在中国的沦陷区，日本人应当向谁投降？国
民政府与苏联达成了一份协定，即中苏友好同盟协定。以让外蒙古脱离中国版图独立为代价，换取苏
联尊重中国东北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中国新疆的内部事务，同时不支持中国共产党。抗战结束，
离不开国民政府军正面战场的拼杀和共产党武装的敌后抗战。
2、大约六年前就买过作者的战争系列中的《长征》、《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作者的文风和
感人的史实让人印象深刻。毕业后，无奈送给了同学。在新的城市安定下来后，抽空补齐了这三本书
，还补充了《1901》和《1911》，但一直都很期待的《抗日战争》却没有踪影。后来偶然看到这本书
，心里真是欣喜了一下，虽然书里的历史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用欣喜去描述的。原价购买了书的第一卷
，回家边看，边上网补充了第二卷和第三卷。抗战及其之前的历史对中国人民来说充满了辛酸的记忆
，以至于我们的国家后来选出来的国歌都是那么的悲怆。抗日战争中的南京又是怎么样的悲怆！多少
次阅读其他相关书的时候，都不忍卒读南京一段，这一次也是下了决心才忍住没有跳过。书中引用的

Page 6



《抗日战争》

当时人物的遭遇，让人读起来伤心，“画面感”让人太难受。忘记意味着背叛，当年牺牲的人如今也
只剩下我们的“记住”罢了。不团结，几危亡，不认真，会丢命。蒋介石对于国军中存在问题有着相
当清醒的认识，奈何始终无法整合国民党。国军组织的大型会战每每让人惋惜，虽然难称完美，但将
士们还是留下了很多闪光点，在平型关，台儿庄，在万家岭，昆仑关，在长沙，常德，衡阳，五原，
腾冲，松山，芷江等等地方，我看到的是勇气，胆气，是根植在我们灵魂深处的不屈意志。我们输过
，我们赢过，但我们重来没有怕过！国产党的篇幅适中，作者有自己的立场，觉得已经相当公正了。
毕竟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也不是日本人白送的，共产党人也是在敌后战场和敌人斗智斗勇拼过来的，更
何况中后期要面对的同时来自国民党和日本的压迫。至于解放战争共产党最后赢了，国民党输了，那
也是成王败寇，能力所致，夫复何言！。不顾一切的把所有力量用于同敌人进行决战不过是小日本的
美梦，国民党是不能用这点去苛责八路的，我们更不能了。感动于“大风起兮，壮士出征”的豪迈于
悲壮，主席和蒋公的宣言并列于文末，也算一次书里的国共合作了。
3、《抗日战争》应该是王树增战争系列的最后一部，我想之所以搁在最后除了抗日战争的持续时间
和战争规模远非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所能相比之外，我想还是这段历史在于至今对这段历史争议颇多
，出于不同的立场产生了大量的不同解读观点。好在大量的引用注释说明这并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部
非虚构的作品，对于“梳理那段历史的每一寸时光，梳理中华民族的心灵史”都能产生积极而又正面
的意义。严格说来作者还是基于大量的史实资料忠实的回顾了那段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寻求民族
自信的历史（尽管出于资料来源的不同，不同学者产生不同的观点）。书中既用大量的事实对比论证
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抗战精神上的中流砥柱，敌后抗日战场是全民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用足
量的笔墨详细记录了国民党政府组织的三十余次大规模正面会战，大量为国牺牲的国民党官兵的被我
们所铭记，他们英勇奋战、前赴后继的作战精神值得所有人的尊重与敬仰。作者不断的强调敌后战场
和正面战场缺一不可，任何偏废都是对历史的亵渎，也是对已经倒在战场上的前辈的亵渎，要正确的
认识与评价这两个战场。真正的抗日是艰难的，远非那些抗日雷剧中所展现的如此潇洒与轻松。装备
的劣质，体制的落后以及地方派系的影响，导致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远逊于侵华日军。正面战场的国
民党军队从来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指挥，协同作战，缺乏现代化的战争指挥理念造成中国面对侵华日
军产生了巨大的牺牲。战争的惨烈程度是让我们难以想象的，我们的前辈所做的努力和牺牲也是我们
今天中国人很难想象的，阅读全书充满了沉重感。尽管面临种种困难，数次面临民族存亡的危险境地
，中华民族依然没有被征服，而是在持久战的战略指导下拖垮了侵略者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中华民族
之所以能够取得抗战的胜利在于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有这样的韧性与忍耐力，至少从1931
年到1940年是中国独自在抗击日本的侵略，在这段中国人最苦难的时候中国是孤立无援的。即使没有
原子弹，即使没有苏联对东北出兵，战争也许会持续多年，但是中国永远不会灭亡，中华民族也不会
屈服。就像作者在接收记者采访时所说：“实际上，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我们这么多年来
，对于这场战争的档案整理、留存，口述历史的留存等等这些做得都不够。我甚至有时候心里很不好
过，我们遗忘得太多，对在战争当中为这个民族而倒下的那些人不公平，对于历史也不公平。”为什
么官方大规模的纪念抗日胜利70周年，我想除了国际政治大环境的因素以外，还是因为距离那段历史
过去了太久的时间，随着那段历史的见证者逐步远离我们而去，对于那段历史的记忆逐步模糊。这本
书最大的意义在于而是相对客观的回溯了那段历史，对于我们认识那段历史、了解中华民族所经历的
苦难与成熟历程具有积极的意义。随着官方大规模的组织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量的纪念设施得到
修缮并向公众开放，诸多的活动也在不断开展，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多去参观学习，那段历史永远值
得尊敬。
4、写好抗战，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老王居然做了，还写了这么多文字！我连感概都不好表达
！这很不容易，实在不容易，真不容易，但老王还是写了，而且接着写，为啥子呢？我想，老王可能
开始的时候低估了这个难度，写下去的时候没有办法停下来。如果有机会，老王是否会重新修改，甚
至重写抗战？
5、清末以来，中国被列强瓜分、欺辱，即便是民国时期，中国也被全世界歧视，层出不穷的不平等
条约，像数不清的伤口一般，不停的滴血，中国就像被列强取胆的熊一般，毫无尊严的、极为痛苦的
活着。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的惨烈牺牲、不屈抵抗，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我们靠自己的牺牲废除了
不平等条约，让我们的伤口得意慢慢愈合。抗战的胜利，可以说是二次大战后中国的重生，浴火重生
。一、不平等条约的废除。1943年，日本为扶持汪伪政府，宣称放弃在华所有在华特权和权益，其实
日本纯属自欺欺人，来中国领土都侵占了，还有什么比这更过分的，还恬不知耻的谈放弃特权。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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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出于需要中国这个泄洪大坝拦住日本，也牵头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订立新约。后者，不是施舍，
是我们中国人用血肉抗争来的。二、战争能力。书中列举了1942年底，飞机：美国生产了4万7千多架
，德国1万5千多，日本8千多；舰船：美国每个月3艘航母下水，1941年后，美国共下水航母131艘，日
本17艘。所以当美国对日德宣战后，丘吉尔说：我们赢了。因为美国恐怖的战争能力。1942前的战争
中，美国、日本本土均未遭到破坏，如果今后再有世界性的大战，将没有国家的本土能避开战火的威
胁，新时期，我国能够有多大的战争能力呢？虽然刚9.3大阅兵，我还是总觉得自信心不够。三、再说
国民党的慢慢腐朽。到1943年，年随着漫长的战争，国民党党政领导在抗战初期的爱国热情和作战意
志已被消耗殆尽。更何况党内派系倾轧和勾心斗角。如果从26年北伐开始算，中国这些新式军人们，
已经打了快29年的仗，打仗成了他们的工作，只要部队不丢，饭碗就不会丢。最奇葩的要属日本人在
汤恩伯眼皮底下修复黄河铁桥了，真是令人无语。深感抗战后期的嫡系部队被惯坏了、宠坏了，战斗
力、作战意志极差，预示着老蒋的末路，可惜他已经被蒙蔽了双眼。与之相反，共产党正直壮年期，
没啥可腐败的，而且团结了绝大数民众，可以说，当时是朝气蓬勃的政党。四、读第三卷，再没有像
读前两卷那样深深感受到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虽然抗战末期还是有巨大的牺牲，和很多顽强作战精
神，但更多的感觉是，大家都知道战争的结果了，大家慢慢等这吧。五、三卷读过后，结合之前读过
的一些书，整体感觉作者还是很可观的叙述了那段历史，全书正面抗战内容占到了七层，我个人认为
虽然没有关河五十洲写的那么生动，但这毕竟是纪实文学，非虚构的，读起来更踏实一些。六、不得
不说，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的观点是，抗日战争全靠国民党正面战争，共产党没什么贡献，只是捡了
一个漏，甚至说如果后来国民党当政会如何如何。我不完全赞同，抗战正面战场当然要靠执政党，无
可厚非，更没什么好吹嘘的，其实如果国民党有当时共党的作风，正面战场不会打的那么难看，各战
区之间作战不协同、围的友军没人救、甚至同一战区的蒋鼎文与汤恩伯对着干。战略、战术指挥方面
不懂，不妄加评论了。说共产党捡漏的，我只能说能够进行二次抄底的，必然具有极为前瞻的战略眼
光和能力，虽然建国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很不得民心，但实际上历史决定于大多数民众，在当时
的历史岔路口，中国人选择了朝气蓬勃的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能让民众信任，仅此而已。共产党的敌
后战场，是有保存实力壮大自己的嫌疑，但是他没有欺负压榨人民、他没有与日本人妥协、他后来甚
至没有与苏联妥协，这些国民党都比不了。国民党即便解放战争胜利了，国内仍然不会稳定，因为恶
习积重难返。扯远了，看过三卷解放战争，我认为这套书是给我们年轻人对那段历史很好的介绍，这
段历史中有英雄，也出汉奸，最好哪天王树增会去百家讲坛讲讲，让受众更广些，让更多人了解那段
可歌可泣的光辉历史，是血泪史，更是民族兴亡史，中华民族用无人匹敌的忍耐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让世界刮目相看。一言概之，只要中华民族精神不倒，这个伟大的民族就永远不会被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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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抗日战争》的笔记-1

        要说当下国内战争题材作家第一人，自然非王树增莫属。
初次接触王树增的作品是大学时候的《远东朝鲜战争》，好像还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书市买的（当时
买书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无非是西单图书大厦、海淀图书城几家），那应该是王树增的第一部长篇
纪实文学。完全不同于之前描写抗美援朝所流行的以魏巍为代表的煽情渲染流，此书文风扎实，史料
详细，战例真实，叙述客观，完全可以当做正史军史来看。既注重宏大战争场面的描写，也注重刻画
单个人物，不吝笔墨来讲述小人物的故事，难得的把目光移到英雄之外的个体身上，在当时确是一股
清流。这一套三本也成了宿舍楼的当红书，等着借书的名单排出好长，可惜最终还是流转丢了。
之后王树增又陆续推出了《长征》、《解放战争》等大部头，依旧延续甚至超过了《远东朝鲜战争》
的水准，已然牢牢树立了自己的品牌。
《抗日战争》是他最新完成的一部，三册共180万字，耗时六年。全书站在全民族立场上，全景描写
了1937-1945（1937年前的东北情况开篇一带而过）中华民族和日本侵略者的殊死斗争。
作者立场基本中正，不偏不倚，不吹不黑，用史料和数字说话，凸显真实客观，可信性高涨。作者不
忘军旅作家本色，在叙述历史事件时侧重军事战略战术的分析。如果说有些书好比抗日神剧，那此书
则相当于《兄弟连》和《太平洋战争》。
当时中国基本不算一个国家，徒有统一虚名，各方割据群雄并立，政令军令如同废纸，人财物各属豪
强，百姓也被长久的苦难折磨的麻木，没有国家和公民的概念，无论谁当权也就是换个人收租税而已
。以此基础对抗日本，惨烈的过程早已注定。
由此想到49年建国后，一波又一波的运动在打碎中国旧有社会结构和传统的同时，建立起相对现代的
社会结构，方才建立了现代国家体制，也算是全民三十年阶级斗争下的无心插柳吧。

2、《抗日战争》的笔记-第516页

        日本人对外界细微变化的敏感程度在这个世界上当属第一。时光的流逝、四季的更迭、阴晴的交
替以及生命的无常，都能引发这个岛国的国民莫名的忧郁和悲戚，对于前途，他们更是徘徊在永无穷
尽的忧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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