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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上下冊)》

内容概要

喚醒八年抗日的光榮國魂之書
槍在我的肩膀，血在我的胸膛
亡國的條件絕不能接受，中國的領土一寸也不能失守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摘自《自序》抗戰歌詞）
蔣介石日記（1917~1972）自2006年公開後，詳實的軍事、外交等決策紀錄，為中華民國近代史研究開
展新的視野。
全套日記涵蓋了兩岸共同關注的民國史兩大戰爭：國共內戰（1945~1949）與八年抗日戰爭
（1937~1945）。一九一九年出生的郝柏村，半生戎馬，是少數僅存親身見證兩大戰爭歷史現場的將領
。
繼2011出版《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1945~1949》，郝柏村再次傾生命之力，以蔣介石日記為本，尋訪尚
存軍袍，翻查兩岸史書，每日親撰千字，畢2年之力，走過蔣介石筆下、以及他自身經歷的八年抗戰
，終以60萬字而成本書。
「這不只是蔣介石的八年抗戰，也是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之爭，不能被遺忘，更不容被扭曲。」近95
高齡的郝柏村，希望在有生之際，為後世留下歷史原貌，也為今日兩岸的歷史詮釋權，廓清迷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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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上下冊)》

作者简介

郝柏村
一九一九年生，江蘇鹽城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12期砲科、陸軍大學20期、三軍聯合參謀大學、美國
陸軍砲校高級班、美國陸軍參謀大學畢業。陸軍一級上將。曾任中華民國總統府侍衛長、陸軍總司令
、參謀總長、國防部長、行政院長、中國國民黨副主席等。相關著作有《無愧》、《郝總長日記中的
經國先生晚年》、《八年參謀總長日記》、《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一九四五~一九四九》（以上均為
天下文化出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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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上下冊)》

书籍目录

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上）
一九三七~一九四○蔣公歷史照片
【出版者的話】　為歷史真相留下一粒種子　高希均
【自序】　血肉和淚水築成的歷史長城
【導論】　八年抗戰局勢概述　郝柏村
第一部　從剿共到抗日：一九三七年
解讀一九三七
一九三七年時勢
一月安內—國政紛擾費思量
二月協商—軍閥割據難統一
三月籌畫—外交內政求均衡
四月積蓄—內戰暫息備抗戰
五月過渡—聯英制日終落空
六月暗潮—抗戰前夕拚建設
七月爆發—七七事變撼中國
八月烽火—淞滬戰役聚目光
九月艱困—上海戰場漸危急
十月忍耐—人生應創造時勢
十一月轉進—上海撤退固南京
十二月悲痛—南京屠殺激民憤
一九三七年總結
第二部　政治局勢內外交逼：一九三八年
解讀一九三八
一九三八年時勢
一月平靜—對外方針待決定
二月失望—國際道義不可恃
三月進展—決定領導安民心
四月振奮—台兒大捷勵士氣
五月緊急—徐州淪陷入武漢
六月轉折—前進武漢續抗日
七月攻勢—會戰慘烈難防守
八月西進—武漢保衛難取捨
九月陰謀—德併捷克歐戰緩
十月入川—撤守武漢駐西南
十一月紛亂—長沙大火釀慘禍
十二月新局—抗戰進入新階段
一九三八年總結
第三部　抗戰基地的鞏固：一九三九年
解讀一九三九
一九三九年時勢
一月休養—革新黨務求發展
二月奠基—穩定後方統意志
三月詭變—歐局動盪難捉摸
四月蠢動—國內國際局勢擾
五月轟炸—堅持抗戰不談和
六月準備—冬季攻勢顯實力
七月不滿—金融波動傷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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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上下冊)》

八月折衝—國際外交難預判
九月合流—歐戰爆發舉世驚
十月戒慎—合縱連橫難判定
十一月困窘—後方經濟漸轉劣
十二月反攻—粵桂戰場顯軍威
一九三九年總結
第四部　中國人打中國人的開始：一九四○年
解讀一九四○
一九四○年時勢
一月保路—對外交通難維護
二月驚心—柳州轟炸險受難
三月可恥—汪偽政權終登場
四月穩進—內部雜音勢可慮
五月閃擊—荷比陷落歐戰急
六月震驚—西線失守德稱霸
七月不屈—重慶轟炸心神定
八月堅持—日欲求和我欲戰
九月結盟—德義日三國合流
十月摩擦—黃橋事件國共鬥
十一月緩和—內政進步稍可慰
十二月無懼—自立自強不能屈
一九四○年總結
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下）
一九四一~一九四五蔣公歷史照片
第五部　抗戰與世界大戰合流：一九四一年
解讀一九四一
一九四一年時勢
一月嚴拒—皖南事變不忍讓
二月合作—美使來華促和平
三月憂惶—建國基礎無規畫
四月醜劇—俄倭妥協求突破
五月遺憾—晉南會戰犧牲慘
六月詭譎—德攻蘇俄局勢變
七月猶豫—北進南進仍未定
八月無怨—疲勞轟炸不屈服
九月抗敵—中日長沙戰事起
十月檢討—會戰結束議得失
十一月暗戰—以談判掩護偷襲
十二月奇襲—珍港事變撼全球
一九四一年總結
第六部　聯盟作戰的得失：一九四二年
解讀一九四二
一九四二年時勢
一月加盟—聯盟作戰初體驗
二月訪印—中印關係新境界
三月靜思—建國方略待計畫
四月危急—臘戌失守緬戰危
五月自持—滇西浙東避決戰
六月關鍵—美日海戰局勢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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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上下冊)》

七月籌思—和平機構須成立
八月巡訪—視察西北收故土
九月整建—反攻基礎求穩固
十月自由—廢除不平等條約
十一月轉變—大戰局勢利盟國
十二月角力—新約談判起風波
一九四二年總結
第七部　一躍而為世界四強：一九四三年
解讀一九四三
一九四三年時勢
一月平等—簽訂中英美新約
二月出使—國會演講壯聲勢
三月錯判—制憲應在作戰時
四月盼望—外交瞬變難掌握
五月進攻—鄂西會戰撼後方
六月難測—倭俄問題待解決
七月緩變—世戰大局漸轉移
八月斡旋—國際談判難掌握
九月達標—十一中奠定政基
十月未決—反攻緬甸待商量
十一月躍進—開羅會議定地位
十二月恥辱—常德會戰犧牲慘
一九四三年總結
第八部　艱苦邁向成功：一九四四年
解讀一九四四
一九四四年時勢
一月觀望—美催攻緬我暫緩
二月鬱悶—內患加劇難控制
三月自強—名不副實痛自省
四月自制—內憂外患交相逼
五月失責—豫西會戰指揮亂
六月登陸—諾曼第反攻成功
七月告急—衡陽之圍勢緊急
八月光榮—衡陽雖失無動搖
九月自反—以辱為幸終必勝
十月撤史—中美關係新危機
十一月脆弱—桂柳戰事皆失利
十二月震動—獨山陷落四川驚
一九四四年總結
第九部　代價高昂的勝利：一九四五年
解讀一九四五
一九四五年時勢
一月憂慮—邊疆動亂添煩愁
二月密約—美英俄出賣中國
三月困境—中南半島角力戰
四月風雲—兩強之間難為弱
五月豐收—六全大會開新局
六月協定—中俄協定難互助
七月暗流—外蒙獨立淪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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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上下冊)》

八月凱歌—日本無條件投降
九月變局—受降之際動亂起
解讀後語
日本向中國戰區投降降書
日本向盟國投降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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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上下冊)》

精彩短评

1、如果想知道cks为什么会从45的人生巅峰到49的人生低谷，这应该是最好的答案，没有之一。
2、亲自听了95岁高龄郝柏村爷爷的讲座，获得了赠书，简单地阅读了一些，由于太沉，600台币转手
给了一位台湾朋友。您的书我没细读，但您的精神我已经领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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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上下冊)》

精彩书评

1、10日收到此书，工作之余，开始展读。外观：印刷精美，排版优良。虽是繁体竖排，但因版式排得
很好，阅读起来眼睛不累。阅读出版者的话：为历史真相留下一粒种子。郝伯村自序：血肉和泪水筑
成的历史长城。虽难免郝伯村有对待历史的主观判断，但放在近八十年后的今时，亦颇多客观公允之
词。郝伯村评抗战八年中的中共：假抗战，真发展。且亦承认：中共的发展策略是成功的。其实，毛
氏自己曾于1937年的洛川会议上就秘密定下了中共的抗战方针：一分抗战，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
分宣传。相互佐证，可见真实的抗战历史。当然，以郝伯村之身份，洋洋洒洒六十万字，当为蒋公立
传，当为国军正名。既可理解，亦是必然，同时也是必须。
2、Ｐ712：郝在解读1941年第十四条中言：而对德意先于美国定战，更表示我独立之精神与决心。笑
：918时，你不抵抗，77时，你战而不宣，到了127，太平洋战争爆发，你方正式对日宣战，就那一纸
宣战书也不是以自918以来十年来，日本侵华，祸华种种恶端为宣战理由，而是奇葩得提出什么“日本
，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为对日宣战理由，试问，在郝公眼中，一向有”独立
之精神与决心“的蒋公在这十年间”独立之精神与决心“又在哪里？又及：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
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人民就开始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浴血奋战。按照国际惯例,一旦长期开战,交战国
都会宣布断交进入战争状态。然而,此后的十年内,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府竟然都没有正式宣布断交,也未
宣战？这也是”蒋公“之”独立之精神与决心“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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