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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

前言

丁治磐先生，江苏省东海县人，生于清光绪甲午之年；幼年时期接受完整的古文教育，奠定诗赋古文
书法之根基。宣统三年入南京高等学堂，旋因武昌起义爆发而停学。民国元年二月入江苏讲武堂，是
年十二月毕业，任陆军第十六师赵念伯旅学习官。三年八月考入江苏军官补助教育团，五年底毕业后
进入陆军第七十六混成旅，历任排、连、营长，驻扎扬州、南通等地。十三年赴山东加入直鲁军徐源
泉部，先任主任参谋，后历任山东第五旅、第二十三师、第六军、第二、第七方面军联军前敌指挥部
、第六军团部等参谋长，多次参与北方军系间之争战，及对抗国民革命军北伐之作战。十七年随同徐
源泉加入国民革命军阵营，继而参加中原大战。二十年任四十一师一二一旅旅长，调至洪湖地区“剿
共”。二十二年入陆军大学第十一期旁听，次年考入第十二期正期班，至二十五年底毕业。抗战军兴
，先生任陆军第四十一师师长，历经二十六年京沪保卫战、二十七年武汉会战之大别山系作战、二十
八年襄河冬季攻势、二十九年长江上游作战，及三十年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三十一年初升任第二
十六军军长，为军事委员会直属部队，转战第三、九战区浙、赣、湘等省境内。三十三年底奉调湘黔
线，在独山抗击入侵之日军；次年并在闽、湘、桂等省进行反攻作战。抗战胜利时担任湖南衡阳之受
降事宜。抗战胜利后先生任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随军至山东，后赴青岛兼任青岛警备司令，参与胶
东地区的“戡乱”作战。三十七年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兼第一绥靖区司令官，统合江苏省之党政军
工作；三十八年再兼任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来台后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先生允文允武，书法
造诣尤深，堪称一绝；自民国元年起投身军旅，历任各级军职，参与大小战役甚多，见闻至广，对地
方军系和中央部队之训练与作战，及中共军事组织，均有独到的见解。主持江苏省政，亦有诸多整顿
措施。本所在一九五九年口述历史工作展开之初，即列先生为第一位受访人；后在丁廷楣先生（丁文
江族叔）宴会中相识，一九八五年一月由廷楣先生陪同前往而开始，此后直至同年五月，先生共接受
访问十五次，畅谈生平事迹。本书除依据本所历次之访问纪录，并参酌家属珍藏先生生前自述之录音
整理而成。书末并附重要函电文件五件，及先生亲撰文稿两种，俾彰显先生之儒将风范。本纪录付梓
前后，承于翔麟先生仔细校对，并由蔡说丽、林世青小姐编制索引，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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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

内容概要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为丁治磐先生口述一生事迹，从幼年接受
私塾教育到加入国民革命军，一直到国共战争时期。重点回顾了北伐战争、中原大战、抗日战争时期
的作战与治兵经历。其中在抗日战争时期，丁将军的治军尤其令人佩服，其为人正直，治兵严厉，是
抗战中少有的能与日军持续作战的部队。《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
按时间顺序，对各次战争中的细节与得失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探讨，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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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

作者简介

丁治磐（1894-1988），江苏东海人。民国初年毕业于江苏讲武堂、江苏军官教育团、陆军大学第十二
期。初任江苏第六十七混成旅、后任直鲁联军徐源泉部团、旅长及参谋长。北伐成功后，加入国民革
命军，参加中原大战。抗日战争时期，任陆军第四十一师师长，参加京沪、武汉（大别山）、第一次
长沙等会战；一九四二年升任陆军第二十六军军长，奔战于第三、九战区。抗战胜利后在衡阳受降，
后任青岛警备司令；1948年调任江苏省主席；1949年赴台。丁治磐将军幼年接受古文教育，允文允武
，教民有术，治军有方，可谓一代儒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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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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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

章节摘录

版权页：七、我军参加抗战（一）抗战前的准备二十五年十一月，我从陆大毕业，回到徐先生的第十
军任参谋长。当时徐先生第十军中有二个师，徐自兼的第四十一师及徐继武第四十八师，并以湘鄂边
区“剿匪”总司令指挥第二十六军萧之楚第四十四师（萧兼师长）。到二十六年春季，我又转任第四
十一师副师长。当时我军驻长江上游之万县、荆州、宜昌等地。我回去就告诉他们南京的陆大研究部
门已准备抗战，我们也要预作准备，就由我负责成立全军的训练班，调训中下级干部及士兵，依当时
的编制、装备，自己教战术，干部是老底子，兵是新兵，因此第二年抗战时才有基础。（二）我升任
师长后参加京沪保卫战二十六年八月，日军继华北作战后，又在淞沪开辟战场。日军攻上海是犯了战
略上的错误，他的军队仅局部动员，若总动员，一下攻到重庆，中国政府就垮了，打持久战我国占地
理之利。日军的另一错误，是北方战火未熄，又进攻京沪，运输力量都放在海上，但海军的运输力量
并不够。淞沪抗战时，徐源泉部萧之楚第四十四师先开去上海，留下我的第四十一师及徐继武第四十
八师，当时中央为补充各军庞大的人员损伤，将第十军有作战经验的老兵调去补充，同时我们军部到
四川、两湖招募新兵，入冬后全师调去参加京沪会战。在调往战场时，我就在同年十一月升任第四十
一师师长。由于老兵调去作战死伤很多，我的第四十一师大多是训练不到两三个月的新兵，无法作战
；我部赶到上海地区时，淞沪会战已经结束，我军就转至南京一带长江岸边之栖霞山、卧龙山及对岸
的八卦洲驻守，进行首都保卫战。老总统还在南京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开完会，老总统就先走了，
首都保卫战就交给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指挥。当时国军已兵马疲惫，日军又从右后方将芜湖切断
，使南京难以防守。其时国人都有恐日病，高级将领也不研究实际的作战事务，也没有什么黄埔精神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南京要塞司令邵百昌、徐源泉等高级将领均丢下部队先行逃跑。徐继武
第四十八师及另外一师，还有一团宪兵、掩护队、邵百昌的江阴要塞炮兵等，虽无正式命令，但都交
给我负责，要塞炮没用，炮不能打，要塞队也未放过炮。日军进攻南京时，我部先后与日军在栖霞山
、卧龙山打了两仗。有一仗我在后面山头瞭望，团长是行伍出身，学识不足，指挥能力太差，新兵又
训练不够，一团人上去攻击日军阵地据点，只听日军轻机枪嗒嗒作响，一下子即全团瓦解，这时我就
了解到练兵的重要，平时练兵要比战时更苦的道理，即决定以后整军的方法。问：当时你一个师有多
少人？答：参加京沪战场，开始与日本人打的时候，我那个师是新兵，只有五千人。我从北方南调时
，人员充足，有一万多人，连有预备兵，团、营有补充连，旅有补充营。后来南京失守，要塞也丢了
，掩护要塞的任务无法达成，没必要再守卧龙山，我见局势不对，即开始准备渡江。原先船只不足，
无法渡江，后因南京、芜湖相继失守后，老百姓的船只被日军两边一夹，都被赶到八卦洲来了，这样
运兵的船就够了。我们是最后渡江的队伍，渡江那天是十二月十三日晚上，月亮很大，我备妥船只，
选定渡河点，作好渡河掩护之后，天没亮我和徐继武两个师就在栖霞山后渡过江，渡到浦口以西的下
游，撤退的很顺利，徐源泉也到江边来接我。渡过江后，我经几天作战人很疲倦，下令部队往安徽六
安方向撤退，等行军序列部署好了，部队出发，我就去熟睡了。平常都是勤务来叫我起床，有位团长
突发灵感，急急将我叫醒，说部队都走光了，天不亮，我就骑马带卫兵队出发。刚走不久，天亮后日
本飞机就来轰炸我司令部驻扎的村庄，炸死许多百姓，我刚好逃过一劫。后来撤到安徽六安，时安徽
省主席蒋作宾还到我司令部与我晤谈。后又有命令我们调到大别山去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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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

编辑推荐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中国民党王牌军军长丁治磐将之亲历的抗
战时期大破日军冈村宁次一个旅团的经历一一叙来，并点评了薛岳、玉耀武、汤恩伯等将领军事才能
，与徐向前、陈毅等中共军队作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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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

精彩短评

1、老总统(老蒋)不会打仗；黄埔生只会讲政治，我的上司喜欢嫖娼，只有我一贯英明神武，北伐期间
我抗拒天兵，还把老总统打得哭着逃跑了吼吼吼
2、其实两个阵营中都有能打能严格治军的，国军也远非教科室中宣传的那样坏事干尽的角色。只是
因缘际会，有人败了，有人赢了。我看完这书越发体会到“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另外一层意思。
3、战术层面检讨、吐槽国军的地方很多。
4、读pdf电子版；这套书不错，本来想在当当49折搞下来，网络拥堵没下成单。
5、吐槽大王，躺枪的包括常凯申、戴笠、陈诚、张治中、胡宗南、王耀武等等。喜闻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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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

精彩书评

1、2月10日丁治磐对何应钦印象极好，在他的口述历史中，他提到：“何敬公较恢宏大度，无论谁的
部队，对待都还是合理的，不像陈诚专吃人家部队。何应钦跟我无私交，我都是在外带兵打仗，不清
楚政府内部的情况，他支持军政很久，知道我作战成绩，所以再公务上支持我，我原由第四十一师长
调空壳的预备军长时，他支持我，后来升任第二十六军长，有次见面，就跟我说：‘这比空头军长强
吧。’”丁治磐对何应钦的这个评价，应该还是比较客观的。抗战胜利后，如果仍是由何主管军队，
虽然很可能改变不了最终是别的结局，但相信他对军队的安排，会较陈诚更合理些。比如，王耀武要
求带自己的基本部队74军、100军到山东去，很可能他就会接受。他也未必会让属于陈诚系统的马励武
接管丁治磐带领多年的26军。而历史事实是，陈诚当了参谋总长后，大权在握，通过保举将领和整军
方案，极力于吞并部队，扩充实力，在军内制造了许多矛盾。由于他的轻敌，使得许多带兵多年的指
挥官离开了自己的基本部队，去指挥其他部队，这是不顾客观事实的一个失策，往往导致了指挥不动
或者阳奉阴违的情况，也让许多有战略思想的指挥官没有了用武之地。那么，何应钦为什么会一开始
就被挂起来失去了蒋的信任呢？金冲及先生《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看待三大战役的？》里
引用了三份来自国民党方面的资料，清晰说明了这个问题。我转引其中蒋纬国《历史见证人的实录》
一书中何应钦自己的说法，说清缘故：“对日抗战胜利后，我正任陆军总司令，老先生嘱起草剿共计
划，我乃令我的参谋长（萧毅肃）草拟计划，以两年为期，消灭中共，并命其携赴杭州面呈老先生。
稍一审视，老先生即嘱萧毅肃明日同乘飞机返回南京。萧毅肃自忖，老先生必对计划相当满意，或有
问题向其垂询，故嘱同机返京。事隔多时，未见下文，乃知陈辞修（即陈诚）亦有一计划，则只需数
月必可肃清中共。故老先生派我任联合国中国军事参谋团团长，而以军事全权托付陈××（原文如此
）。”就这样，何应钦被挂了起来，外放美国。直到战事失利，老蒋又想到了他，重新任命其为国防
部长。但大局已定，大柱将倾，何又能有什么妙策，去挽回国民党的失败呢。
2、2月9日重读《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内容是从其读陆大到内战这部分。有点新感受。蒋在抗战胜
利后，意图消弭国军派系，故而升了许多带兵长官的官（虽然他们仍属于自己的嫡系），巧妙地达到
让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基本部队的目的。比如王耀武之74军、100军，杜聿明之第5军，关征麟之52军，
汤恩伯之13军，丁治磐之26军，等等。至于对待杂牌部队，比如桂系，蒋则通过分散部署的方式，7军
仍在安徽，48军调往台湾，46军则分配到山东。如果换个环境，他这样做法的确有助于更有效地掌握
军队，然而，在国共争夺天下的大环境下，只能说，蒋实在太大意，也太轻敌了。此乃他的重大失策
。相较而言，毛在调度将帅方面就高明许多，本来已经让林彪去山东指挥了，最后还是决定让他去东
北。何故？无他，东北的军队基本上还是林彪的115师系统出来的，由林统帅，指挥上较为方便。内战
胜利后，准备打朝鲜战争了，毛原先拟让粟裕去指挥的，但粟裕一下就想到了指挥的是林彪的基本部
队，怕调度不灵，贻误战机，托病推辞掉了。这就是当时的部队现实。你要打胜仗，就不得不迁就这
个事实。蒋是用兵之人，为什么不遵从这个游戏规则，主要原因还是太轻敌，太看重自己的实力，忽
略了对手的变化。设想，如果蒋仍将26军由丁治磐掌握，而不是交给陈诚系统的马励武，何至于那么
容易被吃掉？当然，我最为惋惜的是王耀武。他大概是国军指挥官当中，最有有头脑和战略思想的一
位，但他在内战中，真可谓英雄无用武之地。蒋要他去山东当省主席，这是很正确的，因为他是山东
人，但偏偏当他提出要带自己的基本部队74军、100军去时，蒋偏偏不答应。没有听命于自己、同时又
是有战斗力的部队，指挥的是几个系统各一、善于阳奉阴违保存实力的杂牌部队，在共军已经在山东
苦心经营数年的环境之下，就是知兵如王耀武者，又要有何为呢？设想当时由王带他惯常指挥的73
、74、100军到山东去，凭他对战场的判断力，以及对手上的部队的熟悉掌握，又岂会一败再败，如此
窝囊地毁掉了自己的一世英名？他的手下，张灵甫、李天霞、周闻道、邱维达，可都是些跟随他多年
能征善战的将领，由他调度指挥，而不是分散使用，发挥出来的效果肯定大不相同。有史料为证。哪
怕是济南战役了，已经是重建起来的整74师，因为调度的原因，只空运来了7个连的兵力，仍是打得最
凶最顽的，让共军吃了不少亏。而重建起来的整73师，也是守卫济南的几个军中，打得最狠最猛的一
个军。而邱维达重建起来的74军，事实上，仍有不错的战斗力。从这两个事例来看，设想蒋若听从王
的意见，由王带着这三个军来到山东，山东的形势，肯定大不一样。73军肯定不会因为在莱芜战役中
，因为和46军配合不好（当然主要还是韩练成的捣鬼），而被窝囊地吃掉。74军和100军的配合，因为
王的缘故，肯定不至于有孟良崮那样的结局，李天霞岂敢对王耀武的命令不死力奉从。同时，邱维达
是善于练兵的，看重建后的74军的实力便很明白，其实这也是王的善于练兵。而山东，则是抗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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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

伪军的重地，王一旦手上有了有力部队，以及有力干部，何至于处处受到掣肘。他大可以一方面大力
收编伪军，另一方面编练新兵，扩建保安团，就算是国防部搞整编了，他也可以把闲置下来的军官或
士兵，妥善安置于保安团中。他完全可以通过扩编保安团的方式，利用大量熟悉的干部控制保安团，
再拥有两个军的实力（扩编10-15个保安团肯定没问题）。他可以用邱维达继续专心练兵，用周闻道和
余程万率领这两个军实力的保安团，控制保卫济南周边，作为战力后备，同时以73、74、100军为机动
部队，配合国防部的战略设想，我相信必能有一番作为。何苦因为老是指挥不动12军、96军一类，而
徒叹奈何？尤其是吴化文，虽然抗战胜利后，重新投靠了国府，但是，事实上国府对其是一直不放心
的，如果有了有力部队，我估计王耀武未必不会对其部队缴械，实施打乱编制，重新整编，如此，何
有后来的吴化文的起义，其实，吴化文也是不想起义的，实在是看着要送死，才不得不如此，如果王
耀武手上有好牌，又有郝鹏举的先例，吴化文何至于起义，他的部队也是有战斗力，也是可以一打的
。故而没有重用王耀武，没有让他有发挥的兵力和空间，王自然没法以成仁的方式报答校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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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的笔记-第82页

        老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历史丛书27 丁治磐先生》82页

“一二百里路上都摆着火车，上面坐满了各地逃难的难民，都在车上准备开车，叫他们下来都不肯走
。但日军迫近，我方怕火车为日军所用，在情非得已的情况下，就命令（俄国）爆破队将一列列火车
连人带车一起炸掉，牺牲了许多人”“难民还遭自己飞机误认为敌军，而被炸的死伤遍地，情况极为
悲惨”

喂喂，吐槽薛岳是赵括也就罢了，你这轻描淡写的黑的人不少呀。
不过想想蒋宋美龄女士贵为空军司令，连轰炸汉口要通知民众都忘记通知了，也就对果党释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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