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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大会战内幕全解密》

内容概要

《徐州大会战内幕全解密: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备忘录》这是一段中国人民用鲜血与泪水写就的历史
。《徐州大会战内幕全解密: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备忘录》以生动之笔和丰富史料，真实地再现了那
场轰轰烈烈的徐州大会战，揭露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中华民族以她特有的坚韧
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血雨腥风中与日寇英勇奋战，谱写了一曲悲壮的荡气回肠的壮丽史诗。抗日战
争胜利60年后的今天，《徐州大会战内幕全解密: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备忘录》又将我们的记忆带回
到那个烽火连天、威武悲壮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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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大会战内幕全解密》

书籍目录

序章  历史的回声第一章  战争前奏　　1　李宗仁微微一笑：“只要打日本，再烂的总队我也要！”
　2　拂晓，界河，龙山，普阳山一带突然响起猛烈的炮声　3　川军第一线阵地“不战而失”第二章  
九荡九决　1　九荡九决，突然，东关城头又早出一面中国的军旗　2　狂叫把滕县统统炸平、炸焦！
⋯⋯第三章  十荡十决  1  王铭章怒吼着：“弟兄们，我们要拼到最后一滴血！”　2　“我122师自王
师长以下，全师殉城，无一投降！⋯⋯”第四章  “凶神”遇上“蚂蚁”　1　庞炳勋尊板垣为“凶神
”，板垣却讥庞炳勋为“蚂蚁”　2　刘震东死前仍冲着鬼子骂了句：“你奶奶个熊！⋯⋯”　3　“
庞炳勋？杂牌军？打败了板垣？⋯⋯”第五章  临祈之捷　1　“即使剩一兵一卒一弹，我也要与临沂
共存亡！”　2　多年的积雪融化了。临沂城外，突然冒出一支飞兵⋯⋯　3　日寇逃窜时，慌得连尸
体上的耳朵和手指都来不及割！第六章  死亡的召唤　1　一份错误电报，使张自忠围歼坂本支队的天
赐良机尽失　2　望着那张老泪纵横的脸颊，张自忠断然改变了主意　3　板垣抽出那把沾满罪恶的军
刀，对准了自己的腹部⋯⋯第七章  磨刀霍霍　1　屠刀砍向“天下第一庄”。危难之际，李宗仁宴请
孙连仲　　2　白崇禧对秘书，低声道：“我想见一见周恩来”。　3　“周恩来有眼光！”李宗仁兴
奋得两眼灼灼发光第八章  血肉之墙　1　1193＝0——一道奇特而又耻辱的等式　2　“不准撤”台儿
庄就是我们的坟墓　3　仗没有打完，蒋介石已开始张罗“军法”了　4　面对一箱大洋，13个勇士没
一人去拿第九章  台儿庄大捷　1　多个中国士兵早已战死，却一直站立着没有倒下　2　孙连仲大声咆
哮：“有敢退过运河者，杀无赦！⋯⋯”　3　望着远逝的“血肉之墙”，李宗仁猛然双膝跪地尾章  
遗憾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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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大会战内幕全解密》

章节摘录

　　1／李宗仁微微一笑：“只要打日本，再烂的部队我也要!”　　徐州。第五战区长官部。　　在
一间屋顶很高、挂着绿色条绒窗帘的方形屋子里，墙上挂着一溜军用　　地图。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
宗仁上将，正伏在宽敞的办公桌上，翻看着一大　　堆文件。他身材中等，方肩，穿着一身崭新的笔
挺的军装，宽阔的方脸上，　　闪着一对机敏、发亮。乌黑的大眼睛。平日里时常忘了刮的胡须，今
天一大　　早就被他刮得一干二净，就连那一头短而稠密，像钢锉似的、微带灰白的头　　发，也特
意梳理得一丝不乱，并擦上了法国“白兰地”发乳。　　见他这么精心修饰自己，随从人员都在推测
：李长官今天是不是要会见　　什么洋大人？或是国民政府的哪位政要显贵？　　哪知，到了中午，
出人意料，来的两位客人既不是洋人也不是政要，而　　是李宗仁的部下——第22集团军总司令邓锡
侯和副总司令孙震。　　“欢迎!欢迎!我代表五战区全体弟兄，真诚地欢迎川军将士们的到来!　　”
一见面，李宗仁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老战友似地紧紧地握着邓、孙二位的　　手，然后，笑容可掬地
亲手给他们泡了两杯上等的广西桂平“西山茶”。那　　茶叶，是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特意从桂林给
他捎来的——这是将军的习惯。　　20多年来，他一直都特别喜欢喝这种来自家乡的茶，总夸耀它色
翠、香郁、　　味甘、形美，似乎远胜于西湖龙井、洞庭碧螺、黄山毛峰、千岛玉叶之类。　　李宗
仁的热情，反倒使邓锡侯、孙震受宠若惊，不知所措。　　“长官，”邓锡侯落座后，低着头，搓着
手，满脸愧色地说道，“我们　　是没人要的角色，长官肯要我们到五战区来，真是恩高德厚!今后，
长官有　　啥吩咐只管说，我们绝对服从命令!”　　川军素来强悍，为什么会成为“没人要的角色”
？说来话长⋯⋯　　原来，从1937年9月起，川军前后组织了12个军，共30万人，分别出川　　抗战。
　　出川之时，虽已秋风萧瑟，但士兵每人仅有粗布单衣两套、单被一条、　　草席一张、草鞋两双
、斗笠一顶而已。至于武器装备，就更低劣了，邓锡侯　　和孙震率领22集团军共4万多人，主要武器
为四川土造的“单打——”——七　　九步枪，且使用已久，质量很差，大多不堪使用。仅能打个山
鸡、野兔之类　　。至于轻机枪，每个师仅有十多挺。火炮方面，每师除几门土造的迫击炮外　　，
山炮、野炮一门没有。更没有交通、通信、补给、卫生等装备和器材。这　　真是“衣被难以御寒，
武器不堪杀敌”!邓、孙在临行前曾电告蒋介石，请　　求换发武器装备，蒋回电：“前方紧急，时机
迫切，先徒步行军至西安集结　　，候在西安换发装备。”邓、孙所部官兵，皆明抗日之大义，便毅
然由陆路　　步行，出剑阁，经陕西开赴前线。步行了两个多月，1937年10月上句到了西　　安，大
家满以为这一下所有问题即可解决，谁知，先头部队41军刚驻下，就　　收到了军事委员会急电：“
晋北忻口战况甚急，41军先头部队，应不待全军　　集结及换发装备，即向山西开拔。”　　军令难
违呀!　　于是，邓、孙率领的那些身材矮小而又倔强异常的四川汉子们，又迅速　　东进，过潼关、
渡黄河，在太原加入了第二战区的战斗行列。一到太原，邓　　、孙便向阎锡山面陈困难，要求迅速
解决武器、棉衣、装备、地图等作战必　　需物资。阎却以“本战区无武器装备补充”来搪塞、敷衍
。就这样，川军仓　　促应战，长途跋涉数月，一直没有得到任何武器装备的补充。　　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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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在图书馆消遣了一下。
2、精彩的很啊
3、此书全无新意，极尽个人臆断，无购买价值。
4、历史应该铭记，先烈永存我心
5、本书是军事科学出版社发行的系列丛书之一，集中介绍抗战初期台儿庄战役后国民党军与日寇在
徐州一线准备展开会战而最终未进行的战役。图文并茂，叙述简练，是一部比较好的纪实作品。
6、好书，总算找齐。抗战内幕全解密系列。总算找齐了。
7、不错.满意.不错.满意.不错.满意.
8、对台儿庄战役写的有点过多了，对会战总体描述相对较少，另外和本系类丛书有相同的缺点，就
是没有战斗双方的交战地图
9、兵毒后遗症导致。所有将士殉城让人泪落。国军也好，共军也罢，他们都是中国军人。
10、主观臆断过多，史实依据不太充分。
11、本是一个荡气回肠，摧枯拉朽，惊天地泣鬼神的史实，却被作者自作聪明的，过多的主观描述，
使本使血火交织，勇烈的正义与肮脏的邪恶相互交织的严肃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备忘录，被作者
“添足”“狗尾续貂”式肆意添加的主观描述和想象完全破坏了“备忘录”所应带给我们严谨的历史
，和沉重的真实！不反对也不拒绝作者在落笔于严谨真实地史料上适当的文学添加，可不能应为允许
而变得泛滥。现刚看过的这套丛书《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备忘录》的三本，分别是《淞沪大会战内
幕全解密》、《太原大会战内幕全解密》和这一本《徐州大会战内幕全解密》。给我印象最不好的便
是这本《徐州》，本是一个很大的正面战役，应该是会有很多的翔实史例来丰富和增加历史的真实感
，可却因为过多和过于细致入微的具体人物描述（注意呀，是过多的！！！），让人不免会怀疑这是
真实吗（文中会出现诸如，交战双方的非常详细的衣着，语言，面部表情，甚至是敌军将领噩梦的描
述，让人不免会产生，怎么作者连这纯主观的臆测都可放入这纪实文体中呢,难道作者连纪实重点是在
真实这个基本常识都没有吗？）文章实在是不忍细读（是因为作者过多的无聊想象）几次让我想合上
书。但却又想从“散落”在文中可怜的一些史料中来理解和知晓这段历史，了解我们的先辈，我们的
先烈。（一直有个疑问，看过的另两本书都会有许多的史例、材料，为什么这本独少？）想必作者的
这可笑的主观有开始作怪了，以为这套丛书的读者都是些刚刚通过扫盲的。希望后面的5本书不会再
有如此幼稚的写法。一家之言，过激之处，见谅吧！对于历史我尊重，并缅怀！！！（另：读过的《
淞沪大会战内幕全解密》和《太原大会战内幕全解密》还是很好的，通过阅读尤其比较喜欢《太原大
会战内幕全解密》作者陶纯的写作风格）
12、我是读不上的
13、名曰“备忘录”，应该是以史实为根据，交待战役的背景，进程和结果，可以有点有面，可以博
征广引，但不应该有太多的演绎和艺术加工。这本书里有很多地方看上去不像在讲历史，到像是写小
说。有太多的人物对话和细节描写，看似挺生动，但却难以让人相信那是真实的。比如122师王铭章部
据守滕县，全师战死，连伤员都自尽殉国，无一投降。但书中对这部分的细节却有大量描写，敢问这
些东西是哪里来的？这类写法是这套书的通病，如果叫做报告文学丛书还靠点谱。想多了解那段历史
的朋友，恐怕还得另找其他资料。
14、本书将徐州会战的全过程基本描写清楚了，读完此书，对于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有了许多的了解
，对于王铭章、庞炳勋、张自忠、李宗仁、徐祖谊等的形象更丰满了。腾县、临沂、台儿庄，一个个
抽象的名词变成了活生生的形象。
但正如有的读者所评，作者过多的加入了一些文学化的写法，让人有些怀疑其真实性。作者的写作水
平感觉一般，让人感动的成分比较少，也许是想写成纪实风格的原因吧。

国民党正面战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王铭章、
庞炳勋、李宗仁、张自忠、池峰城等等等等，我们都不该忘记，他们都是民族的英雄。没有他们的舍
命相拼，亡国灭种也许不仅仅是这几个字，而会是事实。

阅读这套图书（正面战场内幕全解密），也时时有一种心痛的感觉。为什么那么多的杂牌军可以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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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精神，而中央军，甚至所谓的精锐却不堪一击？为什么那么多的下级军官、士兵可以和鬼子
拼命，而高级军官却常常不战而退？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许不是一句空话！

另：这套书的装订实在是太差，看不了多少就散架了。若不是实在想多了解一点正面战场的知识，绝
对不会买它。还军事科学出版社，但愿我们的军队别这么不堪，^_^
15、这是一套系列丛书，是正版，资料详实，慢慢读，很有味道。我本人喜欢。
16、让人热血上涌，情绪跌宕
17、除了资料以外，其他的像流水账。
18、过去，我们在大陆只能看到共产党抗战，却看不到其他人的抗战。事实上，抗战的不只是共产党
，应该是全体中国人。过去，我们只强调八路军抗战，弱化正面抗日战场，这是对国民党和全体中国
人民的不公。现在，终于可以拿开档在我们眼前的那一片树叶了。
    本书虽然比较详细地写了徐州大会战的主战场，那些杂牌军英勇悲壮可歌可泣，但仍然忽视了其他
侧面战场，这大概与汤恩伯是老将的嫡系有关吧。看来共产党人还是不能公正在看待国军的抗战。
19、记得有一次中国少年足球队和日本少年足球队比赛，由于裁判偏向，中国队被罚下四人，七人对
十一人还击败了日本队，赛后记者采访教练，问赛前如何动员和准备的，教练说，我们没开会，只是
看了一遍血战台儿庄。
想知道血战台儿庄的故事吗？看看这本书吧。
20、抗战伟业  
21、字体有点小，书皮不太结实。内容写的挺细，还行，图片还算同类书中挺多的！
22、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备忘录，这套书非常好
23、还原历史真相，了解更多史实
24、书才看一点，整个就散开了，装订实在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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