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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抗日战争初期。
在中国华北地区，中日两军曾进行过一场规模宏大的战役——太原大会战。
大敌当前，一向闭关自守的土皇帝阁锡山举起了抗日的大旗。
毛泽东看好山西。
八路军三个师的主力悉数入晋。
平型关下。
林彪让世人大吃一惊。
南京最高当局下令处决“作战不力”的中将军长李服膺，全军震惊。
郝梦龄忻口战死，成为中日交战后第一个血洒疆场的军长，英名长存。
卫立煌、傅作义、李仙洲、陈长捷、孙连仲、董其武等国军名将奋勇当先。
南口之战，平型关、忻口、娘子关之战，太原守城战，每一战都洒满了英雄血。
国共两党尽弃前嫌，携手抵御日寇，开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
太原会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有着独特的意义，谱写了悲壮的历史篇章。
《太原大会战
(1937)》由陶纯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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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陶纯，山东聊城人，先后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鲁迅文学院首届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
。
现为解放军总装备部创作室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芳香弥漫》《雄关漫道》《阳光下的故乡》《像纸片一样飞》。
曾两次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三次获得“全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两次获得全国“五
个一工程奖”，两次获得“中国图书奖”，以及获得《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等刊物优秀作品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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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大战前夜
 1．阎锡山夹缝中求生存
 2．毛泽东早就看好了山西
 3．八路军115师率先进入山西
 4．中国全面抗战的号角吹响了
 5．太原会战始于大同失守
第二章 聚焦平型关
 1．日军进犯平型关，孙楚临危受命
 2．林彪登平型关亲察地形
 3．日军最精锐的第5师团开赴山西
 4．高桂滋弃团城口私自撤退
 5．两军协同，马革裹尸是军人的光荣归宿
第三章 平型关大捷，让全体中国人扬眉吐气
 1．林彪眼下的任务是打好平型关这一仗
 2．弥漫的血腥气使人喘不过气来
 3．有了八路军的感召，晋军也不是吃素的
 4．在延安的毛泽东感到轻松多了
 5．八路军百了，晋绥军仍在坚守
 6．阎锡山平型关下慌忙撤退，蒋介石回电安慰
第四章 忻口血战
 1．卫立煌率中央军主力到达晋北
 2．张培梅说：百川平时只知养羊，不知养虎
 3．旅长姜玉贞壮烈殉国
 4．军长郝梦龄家书：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
 5．忻口之战惨烈异常
第五章 守住女良子关，是忻口战役成败之关键
 1．娘子关一战的前景不容乐观
 2．娘子关前，赵寿山所部拼死抵抗
 3．雪花山丢了，娘子关危险了
 4．第38军教导团损失惨重
 5．董其武负伤后仍顽强作战
第六章 铭记忻口，铭记那些伤痛
 1．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保卫忻口正面战场
 2．八路军在阳明堡烧了日军24架飞机
 3．川军开赴山西
 4．残军留废垒，城郭萧条
 5．娘子关失陷，太原危矣
第七章 强弩之末
 1．大事不妙，阎锡山撂挑子
 2．混乱的大百退
 3．傅作义孤军守太原
 4．最后的抵抗
 5．彭德怀说：第八路军永远不过黄河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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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那些日子，张培梅的脸色很难看，动不动就发火。
　　关于张培梅在李服膺这件事上，一直有两种说法：一是张培梅好杀。
他得知李服膺部天镇溃退、雁北失守的消息后，立即提出应严肃军纪，按战时军法处决李服膺。
他认为，面对凶残及装备现代化的日军，中国抗日军民唯有拼死血战，不怕牺牲，才能阻止日军的进
攻，对那些作战中动摇、退却、执行命令不坚决的军人应该处决，才能杀一做百，提高部队的士气，
否则只能动摇军心，造成人心涣散，于抗日大局极为不利，并且对全国其他战场都产生不良影响。
因此，他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处决李服膺；二是起初张培梅主张处决李服膺，但当他得知天镇、阳高
失守的全过程后，认为李服膺不是死罪。
他向阎请求将李服膺交付他依法处理，阎就是不同意。
　　虽缺乏权威性的史料记载，但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后一种说法——半个月之后，在太原省府大堂，
阎锡山于深夜提审并下令处决李服膺时，最有资格坐在大堂之上的第二战区执法总监张培梅却没有到
场，也许很能说明问题。
　　阎锡山终于下定决心处决李服膺。
这时他已从太和岭口回到了太原，内长城一线的作战已近尾声，忻口战役即将开始。
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太原。
一天，一颗炸弹落进绥署大院，炸死了少校副官席向南。
日机飞走以后，人们都围过去，阎锡山也拄着拐杖出来看了看。
他的脸色十分冷酷。
　　促使阎锡山尽快动手的原因主要有四个：一是李服膺的老同学、现任南京军事委员会执法总监的
唐生智来电，要求将李服膺押解至南京审理。
如果将李服膺放走，那么，雁北的那些偷工减料的工事就会大白于天下。
不如先斩后奏，灭口了事；二是蒋介石紧紧盯住不放。
据说汤恩伯也在蒋面前状告李服膺于平绥线作战不力，使汤部蒙受重大损失，更使蒋对他感到恼火；
三是舆论压力太大，不杀他个把军师旅长难以应付；四是借李服膺的人头警告晋绥军的将领，以制止
溃逃之风。
　　10月2日夜，11点多钟。
这天晚上，轮到刚刚接替席向南升为少校副官的庞小侠担任值日官。
听到阎锡山要夜审李服膺时，他颇感吃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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