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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揭秘》

内容概要

战争留给人们刀光剑影的记忆，却不应该只埋下仇恨的种子，更应该播种和平与希望。仇恨仅仅让人
铭记不要重蹈覆辙，友爱才是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牵手共进的基石。书中不仅仅讲述了一段段惊
心动魄和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了解历史真相后的深度思考。战时的明月照见当时
人们的希望，战火焚毁的土地也能闻到和平的花香。七十年过去了，当我们这些后生回首当年的烽火
，依然能够听到那些为国雪耻的先驱们，激昂慷慨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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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揭秘》

精彩书评

1、《档案揭秘》抗战第一战场记录了许多难得的抗战细节和秘联及神秘地点等，展现了烽火岁月中
的许多场景和人物，让我们这一代的人看到了抗日时期的艰难困苦，可以说，没有苦男人，就没有新
中国啊。只是时间已经久远了，如果没有《档案揭秘》这样的书籍来传播，我们都简直忘记了，就好
像是上辈子发生的事了。现在的生活太幸福安逸了，抗战的困苦日子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会如此难
忘的。再加上现在的媒体和网络盛行真人秀和娱乐到死，我们受的教育真的有限呢，从这一方面说，
还是蛮感谢《档案揭秘》的。它让我们想起许多。有点想看《苦干》这部中国最最的彩色影片了，它
的拍摄非常难，制作人倾其所有拍了这部片，反映抗战时期的中国。而其后这部最早的彩色电影被传
到国外，在中国本土却是从没上映过。现在它终于被还原制作出来，应该公映给全中国人民看了。一
直以为蒋介石和宋美龄只是政治联姻，没想到这两人还真有所谓的爱情哦。在黄山官坻，受到精准的
日军轰炸时，他们分别从不同的入口进入了防空洞，一边开展自己的事，一边在担心着对方的安危，
蒋介石进入防空洞的第一句话，就是询问宋美龄的安危的。二人在被炸坏的洞口留影，还有一张牵手
爬山的照片，显示出了异常的恩爱瞬间呢。抗战时期，发生在民间的事太多了，这些事因为缺少记录
，根本就没有传播开。比如“失控的抢自行车事件”、神枪手杨良平、因地制宜石头雷开花等，都反
映了抗战英勇者的大无畏精神。其中“绿林好汉和地方武装”讲到了南阳桐柏县，游击队从刚开始的
五六十人发展到600多人，并改编为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巍巍桐柏山，当年的绿林草MENG加入了正
规军，与敌人展开了斗智斗勇的艰苦作战，“大关、小关、关门打狗”的事在当地还是广为流传的，
我们去桐柏玩的时候，也看到过红色根据地的遗址及介绍。《档案揭秘》抗战第一战场，这本书中记
录了很多抗战故事，编者配有黑白图片，很多当年的影像都是极其难得的，作者肯定是费了很多的心
血才收集齐全，这本书回眸70年前的战火硝烟，留下华夏儿女们永远的战争印记。用细节再现那段战
火纷飞的岁月，复活岁月中已经消逝的英灵，希望他们得到永生！
2、《档案解密——抗战第一战场》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豫西云开见月明》这一章节。特别是解
救民工在中秋节回家与家人团圆，“那份意外的喜悦，使每个人都成为八路军的义务宣传员。”看到
这里也十分感动。最早的时候看《大河报》“窑洞里的‘八路军后方医院’”系列报道，也有一期是
关于皮将军的。毛主席曾说，“皮有功，少晋中。”这句话以前在民间广为流传，说的就是当年授衔
时，皮定均本来被拟定为少将，毛泽东建议改授中将。皮定均是深受毛泽东信任的将军，珍宝岛事件
后，中苏关系紧张，苏联百万大军压境，皮定均被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负责西北防务；后来又调任
福州军区司令员，负责控制台海局面。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将军，与豫西山地有着很深的缘分，“皮
司令”的名声，在豫西曾经无人不知，正是在这片土地上，皮定均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大将，中原突围
时创造奇迹的“皮定均旅”，就是以豫西、豫北人为主，在豫西战场百炼成钢的部队。可以说，皮将
军一生的事业是在豫西奠定的基础。因为看过之前的系列报道，所以看到这里也是格外亲切又熟悉，
又逐行逐字的读了一遍，对皮将军的敬佩又加深了几分。本书里面也有一些背景交代，当时豫西百姓
刚开始并不信任“皮徐支队”。当然这不能怪豫西百姓，因为当时大背景就是豫西历经劫难。触目所
见，都是荒芜的土地，逃荒的难民；许多窑洞门口结满了蛛网，长起了荒草；红薯还不到收获的时候
，可大家早已迫不及待地挖出来吃了。那个时候，整个中原河南都是灾难深重。1942年、1943年，河
南遭受了“空前绝后的大灾荒”，先是旱灾，继之是蝗灾，附以水、风、雹、霜、震、疫等灾害。由
于战争的缘故，自然灾害的影响被成倍放大，当时河南全省3000万人，饿死300万，逃荒300万，其余
人口也大多成了灾民。电影1942里面的场景应该跟这差不多吧。当然，到后来老百姓肯定是非常拥护
“战神”皮将军和“皮徐支队”。虽然他们在豫西抗日征战时间不长，但豫西人对皮将军充满敬爱，
他的故事在民间口口相传。据说皮将军及其家人也对豫西充满感情，将军的回忆录，大量的篇幅写豫
西岁月，他的儿女，至今仍时常到豫西走访，他的一部分骨灰也安葬在了河南登封。鱼水深情，军民
情深，皮将军、“皮旅”和人民群众的感情在抗战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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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揭秘》

章节试读

1、《档案揭秘》的笔记-第20页

        从1938年在枣庄建立抗日情报站，到1940年7月扩大为鲁南铁道大队，再到抗战胜利，铁道游击队
在敌人的心脏地区—枣庄一带，奋战了7年多的时间，在铁道线及其附近地区对日作战300多次，消灭
日伪军5000多人。——摘自18页第四自然段。

   1945年12月1日下午4点，在枣庄沙沟车站西、微山湖东的一片低洼地上，1000多名日军以小队为单位
，向人数不足200人的铁道游击队投降。——摘自19页第三自然段。

   这次缴械投降的有：日军太田的铁甲列车大队、小林的铁道警备大队藤县中队和临城中队、铁道青
年队第六大队、铁路警察和矿警等。他们共交出山炮两门、重机枪8挺、轻机枪130多挺、步枪1400多
支，手枪数十箱，子弹百余箱。铁道队用10多辆牛车才把这些武器运送到鲁南军区司令部。——摘
自20页第二自然段。

2、《档案揭秘》的笔记-第147页

        当时的豫西，连年饥荒，百姓生活困顿。读到这里，一下就想起了冯小刚导演的电影1942，因为
一场旱灾，河南发生了饥荒。大灾之年，战争逼近，老东家范殿元赶着马车，马车上拉着粮食，粮食
上坐着他一家人，也加入往陕西逃荒的人流。三个月后，到了潼关，车没了，马没了，车上的人也没
了⋯⋯可以说看书想到电影，想到当时的情景，有一种悲凉的心境。

3、《档案揭秘》的笔记-第261页

        看到此章节里面的小节“不屈的人民，不屈的城市”。虽然我仅仅去过重庆一次，但是对重庆特
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的故事还是听说过很多，还参观过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可以说，重庆是中
国抗战时首都、是最后的守备地带。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座城市像重庆那样，在短短几年内登上
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瞩目的舞台，重庆在八年抗战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烽火记忆。1937年11月，蒋介石
主持国防最高会议，决定国民政府迁移重庆，随即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明确揭示了迁都
重庆的动机和意义，“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
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可见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大多数人从持久战略出发，把西南地
区作为抗战的战略后方和根据地，整个过程用心良苦，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所以，这也是重庆与
其他城市的不同，它能作为战时首都八年之久，这就是威武不能屈的重庆，这其中更凝聚着临危不惧
、万众一心的抗战的中华民族魂，应该永载史册。

4、《档案揭秘》的笔记-第124页

        �2012年8月27日，世纪老人耿谆在襄城县老家走完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弥留之际仍然不忘对日
诉讼。

�遗体火化之后，亲属们在收集骨灰时，惊奇地发现了指甲盖大小的金属弹片，共有20多块。耿谆老人
的儿子耿硕宇认为，其中最大的一块儿弹片，很可能就是造成父亲晚年走不成路的直接元凶。老英雄
骨灰里发现弹片的消息不胫而走。2012年9月，耿家人将其中的1块弹片捐赠给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纪
念馆；2014年4月，又有2块弹片被许昌市烈士陵园收藏。

�2013年8月6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正式收藏了其中的13块弹片，把它们标注为“抗日战争遗留
的珍贵实物”。这13块曾经与耿谆老人血肉融合的弹片，伴随他从忻口到中条山，从洛阳到日本，见
证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惨烈历史，见证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同时也是刺向日本军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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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揭秘》

义最为犀利的剑。

5、《档案揭秘》的笔记-第132页

        �其实，被中国军民营救的美国遇险飞行员还有很多很多。据不完全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
中国军民营救脱险的美国飞行员近100人，仅在安徽皖南山区和皖北、淮北、淮南地区的新四军、抗日
游击队以及人民群众营救美国失事飞机就有5起，救出美国飞行员近20人，营救过程艰苦卓绝，惊心动
魄，充满了传奇色彩，许多中国军民为此付出了鲜血和生命。

�正如美国空军学院教授巴克勒所说，为营救美国机组人员，25万勇敢的中国军民作出了巨大牺牲，不
少中国农民担架跋山涉水数百公里，将他们送至安全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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