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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枚徽章的抗战记忆》

内容概要

站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历史节点，作者系统整理、精选了30年来珍藏的徽章、走访记录和研究资
料，以徽章为骨、以史料为血肉、以中华民族不屈的抗争精神为灵魂，构筑起这本全新的书籍——
《203枚徽章的抗战记忆》。本书由96篇文章组成，每篇文章配以一枚以上徽章，图文并茂，既有恢弘
的大历史，也有细致的“小人物”。按照战争发展的脉络，根据不同的战争主体，将全书划分为五个
主要篇章：
书中首先从日伪颁发的徽章入手，向读者介绍日本近代以来对中国从觊觎到发动局部、全面侵略战争
，继而把自己引入灭亡之路这样一个过程。对这个过程的有效梳理，有利于人们全面把握中日战争的
历史背景、发生轨迹及深层原因，继而明晰中华民族抗战之紧迫和必要。对此，以“侵略者”为题，
置于全书第一部分。
其后的“抗战者”，着眼于在外敌入侵面前，国共如何改变“兄弟阋于墙” 的局面，“外御其侮”，
共赴国难。特别是通过徽章这一媒介的细节展示，阐述国民政府政略和战略的转变，中共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旗帜的树立。以军事战场为重点，展现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以血肉之躯保卫国土家
园的壮举。
抗战，既是一场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社会动员力的较量。“觉醒者”部分着重向读者介绍亿万普通
的中国民众，是如何“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 地投入抗战洪流，汇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
海”的。
中国的抗战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在“同盟者”部分，撷取了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互相
鼓励、支持和配合，共同赢得战争胜利的几个片断， 感受“德不孤，必有邻”的意韵。
尾声“化剑为犁”表达爱好和平的人们创造和睦、进步、美好明天的共同心声。
书后还简编了大事记，便于读者查找和对照相关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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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敌后民主政权建设和各项事业也不断发展，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影响空前高涨
令国人振奋和汪副总裁丧气的大会
厚积薄发成脊梁：炮火中巍然屹立的军事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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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觉醒者
奴役和苦难，必引发奋斗和牺牲。面对近代以来日本连续的侵略、掠夺，中国人民由忍辱、觉醒到行
动，反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五四”运动：从惊醒到行动
由“五卅”惨案引发的校庆活动
对日经济绝交大同盟：上海商界合力抗击侵略
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由此而始
“没有国，哪有家?”抗战的爆发、大片国土的沦陷，使投身抗日成为越来越多民众的强烈愿望和自觉
行动
兵役制下的抗战“壮丁”
广西“四大建设”造就“世界上最优秀士兵”
遍布各地的学生抗战“预备兵”
“宋氏三姐妹”发起的战时服务组织
原始工具抢建世界最先进机场：难忘“特种工程”
输财救国、支援前线。在抗战的大后方，亿万中国普通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切为了抗战
，人人从我做起
抗战时，中国有个了不起的“红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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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中华职业教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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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徽章作证（代序） 　　本书选取的203枚勋（奖）章、纪念章和证章，产生于已经过去了多年的
那个时代。但同时，这些徽章又属于当下，他们承载和传递的厚重信息，分明就在咫尺。 　　从来都
认为，徽章特别是早期徽章是有鲜活生命的，并且历久弥新。有些徽章本身就在向我们直观地讲述所
处的岁月和沧桑；有的打开一条时间隧道，引导我们穿越到往昔去追寻历史记忆；有的则不动声色测
试你，任百般探究却百思不解⋯⋯30年来，我大部分的业余时间，便是和这个群体待在一起，聆听他
们的脉动，享受和互动他们的温情与喜怒哀乐⋯⋯ 　　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把那个年代的徽章
集合起来，讲述令中国人民永志不忘的抗战往事，是很有意义的。这本书陆陆续续写作经年，因公务
原因，多是利用夜深人静之时。“一枚徽章一页史。”码字的过程中，由战争引发的悲恸、愤慨、激
昂、感动、愉悦⋯⋯种种情绪时时袭来，耳边仿佛有战场炮火之轰鸣、冲锋将士之呐喊。“假如日军
犹有一兵一卒留我国内，我们的责任即未完成；反之，我们如尚有一兵一卒，必与敌人拼命到底！”
“士兵打完了，你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中国军人豪言壮语让人洒泪，久久难以
平静。而随先贤游于苦难祖国，更窒息得无法走笔⋯⋯ 　　历史是延绵相续的。要弄清楚一段历史，
必须把它置于历史演化的大背景下，而不能孤立地去探究，否则得出的结论可能是片面甚至是错误的
。同时，要发现历史的真谛，又必须让自己置身当时的情境，进入历史角色并“情景再现”，绝不能
把浩瀚的大历史拉到眼前，单纯用今天的观点和价值标准去衡量、诠释。这是必须注意和防止的两种
倾向。因此，本书在结构布局和安排中，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和探索。 　　书中首先从日伪颁发的徽章
入手，向读者介绍日本近代以来对中国从觊觎到发动局部、全面侵略战争，继而把自己引入灭亡之路
这样一个过程。对这个过程的有效梳理，有利于人们全面把握中日战争的历史背景、发生轨迹及深层
原因，继而明晰中华民族抗战之紧迫和必要。对此，以“侵略者”为题，置于全书第一部分。 　　其
后的“抗战者”，着眼于在外敌入侵面前，国共如何改变“兄弟阋于墙” 的局面，“外御其侮”，共
赴国难。特别是通过徽章这一媒介的细节展示，阐述国民政府政略和战略的转变，中共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旗帜的树立。以军事战场为重点，展现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以血肉之躯保卫国土家园
的壮举。 　　抗战，既是一场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社会动员力的较量。“觉醒者”部分着重向读者
介绍亿万普通的中国民众，是如何“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 地投入抗战洪流，汇成“陷敌于灭顶
之灾的汪洋大海”的。 　　中国的抗战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在“同盟者”部分，撷取了
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互相鼓励、支持和配合，共同赢得战争胜利的几个片断， 感受“德不孤，必有
邻”的意韵。 　　尾声“化剑为犁”表达爱好和平的人们创造和睦、进步、美好明天的共同心声。 
　　书后还简编了大事记，便于读者查找和对照相关史实。 　　需要说明的是，以徽章为点串起长线
的这本书，既是一册“史”，还是一部“法”。徽章颁发之中蕴含的规则、导向和非权力性影响力，
令我们嗟叹和沉思。近代中国，炮火硝烟弥漫，作为奖励制度载体的徽章，多运用于军事和战争。因
为军事战斗的胜负取决于战斗力，战斗力则取决于人、武器以及人与武器的结合。最大限度发挥战争
中“人”这一集合了人力、人心、体力和智慧的统一体的作用，是长期以来各国和军队倾力探究的大
课题。上升至法律层面， 建立一整套勋（奖、纪念）章奖励制度，用以激励将士“为荣誉而战”，以
弥补武器等因素不足，调动精神力量，提高士气，已成为近代以来各国和军队的惯例。阅读本书是可
以体会到这一隐含着的深刻内涵的。比如，相比美军完善的士兵身份识别牌制度（本书讲述一位中美
空军混合联队老兵故事时已提及）， 抗战中我们国家数以万计为国捐躯的无名烈士令人不禁潸然泪下
；中国军人佩戴在胸前的那些战功奖章让我们无限敬仰，但对照侵华日军依规范之敕令获得的系列“
从军记章”，又会有隐隐之痛⋯⋯自然，非正义的侵华战争中，日本颁发的徽章所鼓躁的，充其量是
军国主义的狂热和叫嚣，是注定失败的，兵士的“荣誉”亦最终化为战争“炮灰”。对此相信读者自
能明辨。前些年，因申报全国社科基金项目，有幸亲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张海鹏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师以及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郭德宏师三位著名历史学家
的教诲、指导，使我受益颇丰，校准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本书成书过程中，又得到了诸多前辈、专家
的指点。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老审阅书稿，对作者给予了充分鼓励和鞭策。郭德
宏师在身体欠佳的情况下，仍解答了作者若干问题，提出了很多很有价值的意见。抗战史专家、《军
营文化天地》主编余戈先生肯定了本书价值，提出了许多希望。中日关系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副教授、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于铁军先生对相关内容进行了审正，并利用访日的机会，代寻和查
阅了若干第一手资料。他们并分别为本书题写了推荐语。这期间还得到法律界、史学界、军事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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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界一些朋友的赐教，甚至细微到一个单词如何准确翻译。本书大量参考、引用了已发表的文献和研
究成果，专门罗列了主要的参考文献书目。所有这些，都让作者提升了信心、增添了勇气，这是本书
得以面世很重要的因素。因此，对前述前辈、专家和朋友，表示发自内心的感激!　　法律出版社以社
会效益为导向，认定这是一本“传播历史知识和正能量、有较强教育意义”的好书，毅然决定出版，
且作为出版社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重点图书精心打造。黄闽社长、吕山总编辑和张雪纯总编辑助理
亲临谋划、指导本书；政务分社张瑞珍社长高度负责，统筹安排；周洁责编精益求精，其专业水准和
敬业精神，不仅仅源于对徽章的热爱，更出于深厚的学养功底和对历史的高度负责；乔智炜美编之用
心，无须多言，已经很好地体现在这本书因设计之美而迸发出的精致、丰实和厚重之中。对此，谨表
示诚挚的敬意和谢意！ 　　要特别指出，本书出版得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和赵
志刚主任的悉心指导及大力支持，在此尤要致谢！ 　　最后要说的是，虽然本书得到了各方厚爱，但
仍存在的错讹和缺点，是应该也必须由作者本人来承担的。真心希望各界方家、读者对本书批评指正
。 　　　　　　　　　　　　　　　　　　　　　　　　　　　　　　　　　　　　　　　　　　     
                                         孟中洋　　　　　　　　　　  　　　　　　　　　　　　　　　　　　　　　　
　　　　　　　　                          于2015年“七七”事变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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