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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37年11月，上海租界外围地区落入日军的掌控，租界成为一座“孤岛”。
虽然租界宣布“中立”，但并不是世外桃源。
在日本法西斯主义者面前，它只不过是建筑在沙滩上的天堂，终究要倒塌。
　　上海进入它那噩梦般的孤岛岁月⋯⋯　　本书是一部详尽描叙抗日战争八年（1937～1945）期间
上海的社会现状的一部历史见闻类著作，全书真实记载了成为孤岛后上海的社会生活画面，传神地刻
画了日伪统治者对上海进行的种种卑劣的统治行径，揭露了日伪统治者以及蒋介石政府的虚伪面貌，
表达了对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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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陶菊隐（1898-1989）湖南长沙人。
就读长沙明德中学。
民国元年（1912年）一度担任长沙《女权日报》编辑，次年起为上海《时报》“余兴”栏撰稿，同时
还为上海各大报撰写地方通讯。
民国5年（1916年）一度任《湖南民报》编辑，撰写时事述评；不久辞职接办《湖南新报》，任总编辑
。
民国7年（1918年）参加《湖南日报》编辑工作。
民国8年（1919年）以湖南报界联合会代表资格，参加湖南人民的驱张（敬尧）运动。
民国9年（1920年）受聘上海《新闻报》驻湘特约通讯员，撰写长沙特约通讯。
民国16年（1927年）任《武汉民报》代理总编辑兼上海《新闻报》驻汉口记者。
民国17年（1928年）起，担任《新闻报》旅行记者、战地记者，驻汉口特派记者。
民国23年（1934年）赴南京与许彦飞合办《华报》，同时为《新闻报》撰写专栏文章。
民国25年（1936年）移居上海，参加《新闻报》编辑工作，还担任《晓报》主编和严独鹤主持的《新
闻夜报》助编。
民国30年（1941年）后退出《新闻报》，除为京、沪大报撰稿外，以主要精力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上海文史馆副馆长。
著有《菊隐丛谈》、《孤岛见闻》、《袁世凯演义》、《蒋百里先生传》、《六君子传》、《北京军
阀统治时期史话》、《记者生活三十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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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炮火中的上海蒋介石的和平梦建筑在沙滩上的天堂后汉汪精卫袍笏登场汉奸特务总部——“七十六号
”暴风雨的前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上海如此国际都市所谓战时经济统制政策日本侵略者加强镇压上
海市民日本军刀下的“敌侨”上海的大赌窟——证券大楼所谓配给制和限价政策南京伪组织对英美宣
战所谓“对华政策大转变”伪组织内部狗咬狗的斗争伪组织强制收买棉纱棉布伪组织“接收”上海两
租界日本侵略者的新花招——“和平走廊”寒冷的1944年汪精卫毙命后的日伪残局日本侵略者无条件
投降国民党对上海的大劫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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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炮火中的上海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自1931年日本侵略者侵占中国东三省的“九·一八”事
变发生以来，蒋介石对外坚持不抵抗政策，对内疯狂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战争，使中国面临外寇深入
、河山破碎、遍地烽火的最严重的局面，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1936年，国民党爱国军人张学良、杨虎城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影响下，发动了
“西安事变”，把当时在西安布置进攻解放区的蒋介石扣留起来，迫使他接受联共抗日、开放言论、
释放被捕爱国人士等条件。
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成了。
　　蒋介石从西安回到南京后，仍然不作抗日的准备。
他先后派蒋作宾、许世英为驻日大使，对于日本侵略者所提的“中日经济提携”、“中日共同防共”
等条件，表示可以接受；对于承认伪满洲国的问题，希望存而不论；对于华北问题，只求表面上保持
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可以接受日本侵略者所提的“华北特殊化”的要求。
实际上他是愿意放弃东北、华北以交换日本侵略者不向南方进攻，以保持其偏安一隅之局。
但是日本侵略者并不谅解蒋的处境，一定要以承认伪满洲国为“调整中日邦交”的先决条件。
蒋如承认这个条件，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都不会答应，南京政府必将迅速垮台，因此谈判陷于僵局
。
　　1937年春天，国民党政府派孔祥熙为庆贺英皇加冕特使，并叫他乘便到美国与罗斯福总统联系，
随后又派张静江、胡适分往英、美两国活动，希望西方国家施加压力，使日本对中国的军事攻势适可
而止。
此时帝国主义已经分化为以英、美、法为一方和以德、意、日为另一方的两个敌对阵营，欧洲形势日
益紧张，英、美两国无力兼顾远东，蒋介石依靠国际干涉以缓和日本进攻的打算也落空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向北平(北京)附近芦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当地守军被迫起而应
战。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七七事变”，即“芦沟桥事变”。
8月13日，日本侵略者又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进犯吴淞、江湾等地。
日军进攻上海，严重影响西方帝国主义和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四大家族的利益。
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严切督促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派兵应战。
至此，中日全面战争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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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937年11月，上海租界外围地区落入日军的掌控，租界成为一座“孤岛”。
虽然租界宣布“中立”，但并不是世外桃源。
在日本法西斯主义者面前，它只不过是建筑在沙滩上的天堂，终究要倒塌。
上海进入它那噩梦般的孤岛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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