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七事变前后-抹去灰尘的记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七七事变前后-抹去灰尘的记忆》

13位ISBN编号：9787878016685

10位ISBN编号：7878016682

出版时间：2007年

出版社：中国档案出版社

作者："李惠兰,明道广,潘荣"

页数：309 页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七七事变前后-抹去灰尘的记忆》

内容概要

七七事变是日军蓄谋已久和精心策划的。
当时负责守卫平津、河北、察哈尔两省两市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1933年的长城保卫战，二十
九军全体官兵同仇敌忾，以大刀和手榴弹打败了拥有机枪大炮的日本兵，夺回了已被日军占领的长城
喜峰口。1937 年形势更为复杂，日本依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各处有驻军权，二十九军则处于被动地
位，但自7月7日日军发动战争时起，二十九军各处的守军皆给入侵者以重创，不幸的是在上层主帅中
出现了主和、主战两派，意见不一致，行动更不统一，其结果是平津迅速沦陷，二十九军部分部队几
乎流失，几位高级将领流血牺牲。为此编者将战后日本公开的档案资料和20世纪80年代我国各省、市
档案馆陆续公布的有关卢沟桥战争的会议记录，当年二十九军领导人和国民政府领导人往来函电，台
湾方面的档案资料以及有关书籍，集中对比阅读，选出有关历史资料汇集成册，由大家去思考、分析
以收“知古鉴今”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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