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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装甲兵全史 1918-1937》

内容概要

《钢铁抗战：中日装甲兵全史》共两部。《钢铁抗战：中日装甲兵全史 1918-1937》讲述了中日两国
从1922年初组建装甲兵到1938年前双方装甲部队交战的历史。即将出版的《钢铁抗战：中日装甲兵全
史 1938-1945》将为大家呈现自1938年开始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前，中日两国装甲兵在中国及太平洋
战区作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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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帆，1987年1月生于江苏省南京市。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日两国装甲部队与武器装备的发展史、
模型制作及民国时期中国国术发展史等方面有着较深入的研究。
甄锐，1978年8月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国军事及装备史学者，中央电视台国防军事频道特约撰稿
人。著有《抗战中国坦克装甲车辆图鉴1924-1945》、《丹青难写是精神——抗日战争中国民党陆军单
兵装备详解》等文章。并制作了大量中国抗日战争题材仿真比例模型及场景，代表作为《血战台儿庄
之告急》、《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炮啸岳麓》、《重庆大轰炸》和《南京受降》等，中央电视
台十套节目《人物》、《手艺》曾对其进行了专访，并制作了专题记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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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可读性差。题材还行。
2、最后的南京保卫战 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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