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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甲午到抗战》

内容概要

自1894年始，中国与日本发生了两次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日本崛起为帝国主义强国
；1937-1945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以中华民族之浴血奋战，取得全胜之局告终，自此中日荣辱易位。这
两次战争的原因、进行的经过、最后的结果，以及它们对于亚洲和世界全局所产生的影响都完全不同
。
本书辑录了唐德刚、吴相湘等史学大家关于两次中日战争的重要文章，其中唐德刚关于“汪精卫投敌
始末”的系列长文首度在国内结集出版，带读者在历史深处反思两次中日战争中中国之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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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德刚（1920—2009），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
）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
学工作。
著有《从晚清到民国》《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
》《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五十年代的尘埃》《战争与爱情》等，作品包括历史、政论、文
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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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对日战争反思
杨元忠 唐德刚：中日黄海血战中国海军大败的讨论
唐德刚：台儿庄大捷的历史意义
唐德刚：纪念抗战 对日索赔
唐德刚：八年抗战史新解杂录
黎东方：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初步总结
吴相湘：从屈辱的马关条约到日本无条件投降
第二编 汪精卫投敌始末
唐德刚：高宗武探路、汪精卫投敌始末（一）
唐德刚：走火入魔的日本现代文明
——“高宗武探路、汪精卫投敌始末”之二
唐德刚：使中国全土“满洲化”的和战经纬
——“汪精卫投敌始末”之三
唐德刚：从通敌到出走的曲曲折折（上）
——“汪精卫投敌始末”之四
唐德刚：从通敌到出走的曲曲折折（下）
——“清精卫投敌始末”之五
唐德刚：从高宗武之死，谈到抗战初期几件重要史料
第三编 日本侵华罪行再探讨
吴天威：日本向袁世凯所提“二十一条”与新发现的孙中山“日中盟约”
——为纪念“五九国耻纪念日”七十七周年
梁敬：“九一八”事变的内幕
——并论日本篡改教科书之可悲
姜国镇著 唐德刚序：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从军慰安妇
吴天威：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五十三周年
——国人亟应注意日本否认侵华、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
的阴谋
李恩涵：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岂容抹杀
——驳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之两度狂言
沈云龙：论设立“国耻纪念馆”的重要性
——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十一周年而作
吴相湘：日本篡改教科书的对策
——用真材实料来争一时和千秋
吴天威：凭吊日本侵华细菌战大本营原址
平涛编著 李立德提供：日本“慰安妇”事实俱在
——从其曝光经过与深入搜集探索
沈云龙：惊闻胜利泪沾巾
——谨以个人辛酸回忆纪念抗战胜利三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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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全是唐德刚的文章，总体来说还不错，有些历史的细节和资料第一次看到，传记文学就应该避
免虚浮。
2、(20161110-1118)虽然大杂烩，还是值得一看，尤其关于汪精卫的那部分，比较系统。
3、在日本民族性中，他们的“团结行为”、“合作行为”和“爱国行为”，都是享誉世界的。正因
为如此，有其长者，必有其短，他们的“侵略行为”也是举国一致的、合作的和团结不破的。关
于Japanese Racism的一段文字一针见血。
4、对汪伪集团的评价十分出彩：什么是"边缘政客"呢?简言之，他们基本上是一群白面书生、知识分
子、“文人”。文人搞政治，在政争上受挫、失意，至少是不得志······有权又没权，在权力
的边缘兜圈子，而又自信有经国济世之才。怀才不遇，因而都有一种“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抱负
。其实他们只是一群有共同次文化的边缘集团，是政治圈内一种少数民族，但是主观上他们却误以为
他们少数的认识，是多数的意志而要以他们的"次文化"强加于全民族，使其成为"主文化"或文化主流。
——这就是他们的"和平运动"的意蒂牢结之所在，这也是他们悲剧的根源。
5、文章质量参差不齐，主观性颇强，但胜在有很多一手史料。汪精卫那部分相对较系统，挺有意思
的。
6、对日战争的反思和汪精卫投敌始末都写的很好，史料翔实又不乏精彩。
7、海军军官解析甲午海战，错在横队副炮无用旗舰居中难调度应纵队；台儿庄是杂牌军合力抗日典
范；日本单一民族优越感支撑侵略；张学良太少太帅；吉田松阴侵华论；修颐和园用海军款利息和鸦
片税厘。汪投敌五篇是精华：汪伪十人帮陈公博为私谊坏大义，周佛海小才滑头高宗武日本通负责中
日外交此两人主推汪投日，蒋不下桌子不算输最终胜日，日五相一皇一本部制的非民主非独裁乱草出
蛇，日3M是满洲蒙古闽台，蒋恨俄厌美崇德日，日政府诱蒋军部挖汪，阎锡山通吃三家，鲸吞与蚕食
，中国全土分治满洲化，前七条由德使给蒋而大屠杀欲震倒蒋适得其反；佛海承两公知遇其人才胜于
德，张群贺宇桓外相荐汪和谈被拒要孔，张发奎龙云都不附汪，汪周哭日抗英美之笨，蒋玉碎汪瓦全
。三编是21条实为26条袁保皇委屈签订、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历史的其它学者文章汇集。
8、全书分三个部分，看了第三部分的内容让人深感小日本的无耻，篡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让
人愤怒！另外提一点这本书纸质很硬，看的时候很累手！
9、传记文学系列，现在看来是一本教人摸不着文选，以为是唐德刚专著的注意啦
10、大杂烩，不过唐的几篇还是很有趣的。唐和西村成雄关于日本民族性的解读一针见血。特别好奇
究竟是谁在蒋面前提俄帝俄帝，没找到相关记载，如果真如唐所言只是传言的话，唐又是从哪里得知
？还有按照唐的说法，治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都存在偏见，或亲蒋或亲毛，好奇作为近现代史大家
的唐在抖包袱之外偏向哪位？
11、是讲稿类的（还附有他人文章）。但是作为史料充足的一本书，还是值得一读，中国的近代史，
是激发民族斗志的“鸡血”。每每看到国民受尽残害时，不尽唏嘘。始终认为外人入侵是其一，国家
落后亦是其一，国民无知更是其一，应当“自哀”，更该改变。70
12、作者为多人，所以系统性较差，文章质量也参差不齐，唐德刚篇章有些是讲课讲座内容，但毕竟
是大师，也有不少洞见。
13、对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的来龙去脉交代的很详实，很多第一手资料，这是治口述历史的长处。
14、唐德刚先生长于叙事和独特史观视角，这或许与传统史学重考据强理论不同，这种写法给人的认
同感更让人觉得清风徐来。
15、感觉质量参差不齐
16、唐德刚系列长文，承接《从晚清到民国》，有趣、有料！
17、勿忘国耻，振兴中华。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所谓天道昭昭，公理彰彰者，皆是虚妄，唯国力与
人心可倚恃也。揆诸清季以降之史乘，盖缘闭关锁国，夜郎自大，闭关者，颟顸无知，昧于时势；自
大者，昏聩骄奢，耽于靡靡。民智未开，人如蝼蚁，闭关自守，醉生梦死，今亦如是，可叹！可恨！
亦可怜我数万万之英烈，数亿亿之冤魂，何由招之？
18、汪精卫 周佛海 高宗武 陶德曼调停 石井四郎 五相会议 利萨海战
19、大多是讲稿论文，远不如唐先生专著的水平。
20、大爷们闲磕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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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甲午到抗战》

21、文章合集，更像是演讲稿，唐德刚先生的“汪精卫投敌始末”比较系统，可读性强。
22、拼凑，岳麓这本不厚道
23、大师力作，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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