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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战地记者的抗战史》

内容概要

我将自己当作一个百年后的史人来审订史料，力求公正、真实，要对得起战场上的将士，更要对得起
下一代读者，绝不歪曲事实。 ——曹聚仁
1、我国第一部客观、公正、全面讲述中国抗日战争的作品，后人评价该书“立论与视野至今仍然无
法逾越”。
2、第一部超越 党派党见、还原历史真相的抗战 史。
3、著名学者曹聚仁先生八年战地记者的亲历记录。
4、2015年首部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纪实之作。
自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曹聚仁以战地记者的身份亲历了八年抗战，他从
采访淞沪战役开始，随军走遍了大江南北，采访了台儿庄大战等大小战役，写下战地通讯无数，并收
集了大量的一手材料。在抗战胜利结束后的1946年，即撰成本书。
《一个战地记者的抗战史》一书曹聚仁先生以战地记者的亲身经历，用文字真实地记录了这场中国人
民伟大的抗战，还原历史真实的画面。可以说这是第一部全面、真实、客观反映抗日战争的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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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聚仁（1900—1972） 民国著名记者、作家。浙江兰溪人。毕业于浙江第一师范。1922年到上海，任
教于爱国女中、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曾主编《涛声》《芒种》等杂志。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战
地记者，曾报道淞沪战役、台儿庄之捷。1950年赴香港，任新加坡《南洋商报》驻港特派记者。50年
代后期，主办《循环日报》《正午报》等报纸。后多次回内地，促进祖国统一事业。著有《中国学术
思想史随笔》《万里行记》《现代中国通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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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引论
第一节　日本社会、文化与民族性
第二节　明治维新与大陆政策
第三节　日本之内在的矛盾
第四节　甲午以来日本侵略中国之行程
第五节　中日纠纷与国际
第二章　日本侵略战序幕
第一节　日俄战后日本侵略满蒙之阴谋
第二节　“九·一八”事变
第三节　中国诉之于国联
第四节　一·三从淞沪战役（上）
第五节　一·二八淞沪战役（下）
第六节　伪满洲国登场
第七节　长城战役——塘沽停战协定
第八节　阴霾中之华北
第九节　国人之抗战情绪
第十节　西安事变
第十一节　英、美、苏联及德国之远东政策
第三章　抗战第一期（上）（“七七”事变一二十六年十二月）
第一节　暴风雨之前夕
第二节　“七七”卢沟桥事变
第三节　平津失陷
第四节　向“战争”迈进
第五节　淞沪防御战（前期）——“八·一三”战役
第六节　华北防御战（上）
第七节　淞沪防御战（后期）——“八·一三”战役
第八节　华北防御站（下）
第九节　太湖南北地区诸战役
第十节　南京防御战及芜湖、杭州战斗
第十一节　中日战后之国际反应
第十二节　战时朝野动态（一）
第四章　抗战第一期（中）（二十七年一月一五月）
第一节　南京陷落后之新情势
第二节　津浦沿线作战
第三节　鲁南防御战
第四节　陇海沿线作战
第五节　北战场之苦战
第六节　江南战场之演变
第七节　敌伪之政治经济攻势（上）
第五章　抗战第一期（下）（二十七年六月一十一月）
第一节　泥淖中之日本
第二节　武汉会战（上）
第三节　敌海军之沿海活动
第四节　武汉会战（下）
第五节　北战场之游击战
第六节　第一期战争中敌我之战略与战术
第七节　国际暗云之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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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抗战第二期（一）（二十七年十一月一二十九年四月）
第一节　武汉撤退后之新情势
第二节　南昌随枣诸战役
第三节　长沙第一次会战
第四节　国际风云与日军南进
第五节　桂南粤北诸战役
第六节　敌军在华北之扫荡攻击
第七节　敌伪之政治经济攻势（下）
第七章　抗战第二期（二）（二十九年五月-三十年十二月）
第八章　抗战第二期（三）（三十一年一月-三十三年十月）
第九章　抗战第二期（四）（三十三年十一月-三十四年九月）
第十章　胜利之页
附录　抗战史料述评
编后记
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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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者亲历战争，以信笔著史，虽略有删节，但应该是国内目前能看到的相对公允的抗战史。此外
书中对战争中的国际关系和朝野关系亦多有述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在介绍每场重大战役前都会
对该场战役的战争地理进行介绍，不仅顺便复习了一下地理知识，也让我对“此地自古乃兵家必争之
地”这句话有了全新和感性的认识。
2、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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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战地记者的抗战史》

精彩书评

1、我们中国，八年长期抗战的程途，是崎岖艰苦的。我们在抗战初期，也曾用血肉躯体来和敌人的
飞机大炮相抗拒；也曾从肉搏中争取小胜，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也曾临到失败的边沿上，
坚忍支持，兀立不屈；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所受敌人摧残、破毁的程度，远过于这次世界大战中任何
国家。我们抵抗暴力，比任何国家都早；有一段时期，几乎被若干国家所出卖；又有一段时期，我们
独力支持东亚战争的局面，替盟邦争取准备反攻的时机。可是战争结束了，胜利到来了，大家震于原
子弹的威力，几乎忘记了我们千百万将士在战线上所付的代价，抹消了我们中国这次战争中所受的牺
牲，甚至有人本于“民族自卑的心理”，竟否定了我们对于争取胜利的一切贡献，好似“胜利”的成
因，全由于“原子弹”。于是以往讥笑“唯武器论”的人们，也承认武器的决定力量，复归于“清末
坚甲利兵”的旧途了。在今日世界中，一个没有原子弹的国家和一个有原子弹的国家，一个科学技术
落后的国家和一个有高度科学技术的国家，几乎无法抗衡并驾。我们看看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想想
今后太平洋上正在酝酿中的恶局势，今后几十年中，前途暗淡，不堪设想。
2、作者亲临现场，从一个记者的角度真实反映抗战，画面感强烈，值得一读，上下两册，内容充实
。再现淞沪战役、武汉保卫战、长沙会战、滇缅之战等硝烟战场，一一陈述抗战细节，还原被遗忘的
历史真相。抛弃党派之争，搁置派系争议，此书是一部客观真实讲诉中华民族抗战的记录史。立场公
正、内容翔实，后来史学家评价该书“立论与视野至今仍然无法逾越”。
3、现如今的抗战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已越来越浮夸，作为观众，不仅很难体会到那种热血沸腾的愤
怒之感，很多镜头，已越来越偏离历史事实。不禁让人汗颜。还好，还有文字可供一阅。抗战期间曹
聚仁跑遍中国各大战场，在硝烟弥漫的战争中，写下了这部惊世骇俗之作，无关党派，仅仅陈述中国
历史这段血腥残酷的事实，是一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与文本意义的传记。其在抗战初期写给弟弟曹艺
的诗中写道：“海水悠悠难化酒，书生有笔曰如刀；战地碧血成虹影，生命由来付笑嘲。”可谓是真
实的写照。40余万文字，字字千钧，留下了大量日本侵华罪证和中国人的抗战事迹。抗战是一场苦苦
熬出来的胜利。
4、能如此公共地讲述抗战内幕的人，恐怕只有曹聚仁一个。从敌人进入沈阳那天起，中国民众的心
里，就燃起了一种不可遏制的抵抗暴力的情绪！然而，“国共分裂”这件不幸的大事，使写史者停笔
叹息，呼天欲问。从这两党的发展，以及共患难期中的呼吸相通，向同一目标做革命工作；加以两党
分子的气味相投出身相似，即不说是同胞兄弟，至少和表姊妹那么亲密。然而两党分裂了，便干戈相
见，十六年以后，国民政府的大半力量就用以对付瑞金为中心的红军，就在江西境内，双方伤亡的数
目，当以百万计；内战之惨痛如此，实在不忍重说。从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一些微妙的关系；后
来在抗日的军事工作上有所表现的部队，早已在“剿共”战争中显出成绩，共军所擅长的游击战，也
在江西战场显其身手，这场惨酷的内战，又像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西安事变”，那出喜剧性的“政
变”（也可说是“叛变”，也可说是“兵谏”），恰在那样的情势下结束了十年来的国共内乱，由分
裂而后归于携手。蒋夫人宋美龄身与其事，于其回忆录中说：“余视此为决定我国命运最后一次革命
正义之斗争。其情状之复杂，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所可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
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至其对于内者，则包含个人与全国各种
复杂问题，且有最猛烈之爆烈性蓄积于其间。”  英记者勃脱兰说：“如果把过去七年的历史缩短一
下，我们就是说：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一炮，是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间沈阳发射的。至于中国开
始抵抗日本的第一炮，不是在东三省或上海或华北前线发出的，而是在陕西华清宫那边铺满了积雪的
亭台外面射出来的。这次事变的结果，使十年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得到第一次谅解，中国的内战
因此停止了，‘全国统一阵线’也在短时期内完成了。”
5、我们中国，八年长期抗战的程途，是崎岖艰苦的。我们在抗战初期，也曾用血肉躯体来和敌人的
飞机大炮相抗拒；也曾从肉搏中争取小胜，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也曾临到失败的边沿上，
坚忍支持，兀立不屈；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所受敌人摧残、破毁的程度，远过于这次世界大战中任何
国家。我们抵抗暴力，比任何国家都早；有一段时期，几乎被若干国家所出卖；又有一段时期，我们
独力支持东亚战争的局面，替盟邦争取准备反攻的时机。可是战争结束了，胜利到来了，大家震于原
子弹的威力，几乎忘记了我们千百万将士在战线上所付的代价，抹消了我们中国这次战争中所受的牺
牲，甚至有人本于“民族自卑的心理”，竟否定了我们对于争取胜利的一切贡献，好似“胜利”的成
因，全由于“原子弹”。于是以往讥笑“唯武器论”的人们，也承认武器的决定力量，复归于“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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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甲利兵”的旧途了。在今日世界中，一个没有原子弹的国家和一个有原子弹的国家，一个科学技术
落后的国家和一个有高度科学技术的国家，几乎无法抗衡并驾我们看看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想想今
后太平洋上正在酝酿中的恶局势，今后几十年中，前途暗淡，不堪设想。
6、坦诚而言，一直对战争题材的书不是很感兴趣，恰恰是这书改变了我一直以来以战地记者的身份
亲历了八年抗战，从采访淞沪战役开始，随军走遍大江南北，采访了台儿庄大战等大小战役，写下战
地通讯无数，并收集了大量一手材料。在抗战胜利结束后的1946年，即撰成本书。这是这本书的最大
价值所在。
7、记得汉勃洛曾经说过：“和平很容易在它俨然在望以前便失去了。战事延长得越久，失去和平的
危险越严重。个人和国家将越来越烦躁，越来越愤恨，于是放弃正道的原则，采取以毒攻毒的诱惑性
也将越发强烈。这是世界灾难的时期，是超乎人想象以上的个人痛苦和悲剧的时期，但也是极伟大和
希望极重要的时期。问题只在于人们的心理，能否不被限于当前或最近将来的需要，而能着眼于有组
织的国际生活的广泛的前景。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对今日和明日都有他负的责任。除非我们认清，
和平的努力与战争的努力对我们的国家同样的重要；除非我们了解，智慧的、心理和道德的斗争，将
决定明日战争的结果；除非我们认识，为战争以及为和平的精神上的准备，必须成为各国领袖最高的
职责，要不然，流血、流泪、流汗的每一种牺牲，结果都是一场空而已。”
8、曹聚仁先生不仅是著名记者，也是著名历史学家，其史家视角也让其所记叙的战史并非流于“仅
仅记载战斗经过”，而是从政治、经济、国际影响、教育、文化及社会生活演变全方面记叙了这场全
民抗战。这种“立论与视野至今仍然无法逾越”。这本出自一个战地记者的抗战史，试图用生命阐释
着这场战争的真实，如他自己所言，他是“将自己当作一个百年后的史人来审订史料，力求公正、真
实，要对得起战场上的将士，更要对得起下一代读者，绝不歪曲事实”。或许有关一些战争的过程及
数据，随着史料的开放，后人的研究更为深入和准确，但却少了份亲历者的真实感与使命感，也少了
份亲历者对战争中牺牲的将士与百姓的悲悯情怀。
9、如果曹聚仁没有随军走遍大江南北，如果他没有收集大量一手资料，我们将被蒙蔽了多少历史事
实？想想还是挺幸运的，还是能亲眼看到这本良心之作。个中内幕，个中历史曲折，一一呈现在我们
面前，无关党派，只是中国人民的抗战，当然只能陈述这血泪般的历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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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一个战地记者的抗战史》的笔记-第1页

              读过对抗战的认识更为深入，解答了之前的几点疑问，极有益的一本书。
      之前对于抗战的认识还是过于浅陋，归结于一点是，以当今的现实去看待几十年前的战争，所以有
了一些无法理解的疑问。例如为何战争不是在1931年的九一八后爆发而是直到1937的卢沟桥事件？国
土已被占领，为何国家不宣战？而是坐视逐渐被吞食。当时的中国，是承接着清末、民国而来，列强
势力盘据，日本作为列强之一，在华有其势力范围，这是为国际社会且国内政治势力及民众所接受的
，当然这个接受是被迫的。所以日本的关东军搞出九一八事变，在当时，是被视为列强侵占中国利益
的延伸。苦主中国，第一个反应是向国际社会申诉，力图借助外交力量来平衡日本，甚至谈不上抗衡
。所以有了所谓的“不抵抗”政策。以上，不能说认可日本侵略的正当性，但事实如此，当时的国力
如此，无可奈何的局势是要承认的。联想到98年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政府不了了之的处理态度，其
实是同样的道理。
      书中对张学良及其不抵抗有明确的评价：缺乏其张作霖的决然和老谋，冲动但少有定力，对突发事
态没有预先的谋判，尤其是在事态紧张时竟然躲安于北平，没有正视冲突的勇气。对九一八事迹，理
应负不可推卸之责任。联想到当下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少帅》，国内对张学良是过誉了。
      关于持久战，书中有大段的论述，作者谈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初期战果显著，但不可能短期内
令中国屈服，以中日两中国力、资源之对比，在战略上日本是不可能赢得最终之胜利，而中国贫弱，
也不可能速战而胜日本，将在长期战争中消耗日本之兵力、国力，最终取得成功。以上当然也是彼时
的战略家，包括蒋介石、毛泽东所看到并宣扬的。
      书中对抗战各阶段、各战役的描述具体详实，很棒。但阅读起来，节奏重复，历史书理应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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