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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中失利后的中国军队一路西撤，最终在南京城下打响了一场“保卫首都、捍卫
尊严”的生死之战。
10万卫戍部队在唐生智将军的指挥下与沿着京沪线和太湖南岸直扑向南京的日本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
血战数日。
此战惊天地、泣鬼神，让人不由为之掬泪。
然而由于国民党当局在战役组织指挥上出现了重大错误，且战前未作周密部署，最后决定突围时又未
拟定周密的撤退计划。
更没有进行统一有效安排，以致在城防战中寸土不让的十万守军最终却在突围中因自相践踏、争相夺
路而损失惨重。
由于撤退的中国军队在南京城下有组织的抵抗就此瓦解，12月13
日，日军破城而入，古城南京沦陷，随后数万日本兽兵在南京城内烧杀掠劫，制造出了屠杀30多万中
国军民的南京大屠杀事件。

《南京保卫战(1937)》首次集中日双方现存史料汇编，详细还原出这场不失悲壮与残酷的首都保卫战
。
并籍此纪念萧山令、朱赤、易安华、谢承瑞等等那些阵亡在南京城下的英灵忠魂。
《南京保卫战(1937)》由顾志慧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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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志慧，笔名顾晓绿，苏省通州人氏，好文喜史，自比“有良心的青年历史学家”，常被父兄鄙之为
“书生空谈”，读书十余载，毕业后方知需发奋读书，自进入广告业起，短短两载却屡换行当，然诸
事不成，唯有拾笔聊写尚有斩获。
奥运之年，以一本《荣誉》风行网络，自甚是窃喜，遂坠入此业，常以文字换得三两酒钱。
便与友人宿醉畅谈，以纵逍遥。
有原创作品《浴血淞沪》、《国殇金陵》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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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风雨金陵
 1．十月危城
 2．百变的战局
 3．崩局之始
 4．日军增兵华东
 5．惊变杭州湾
第二章 淞沪溃败
 1．金山卫
 2．柳川平助的野望
 3．皇道派与统制派
 4．兵败浦东战场
 5．淞沪大撤退
第三章 吴福防线
 1．全线溃败
 2．吴福线
 3．守，还是不守？

 4．一溃千里
 5．失城陷地
第四章 首都备战
 1．临战择将
 2．所谓“国际观瞻”
 3．陶德曼大使的调停
 4．组建首都警备军
 5．坚守锡澄线
第五章 锡澄激战
 1．鏖战望亭镇
 2．首都防御计划
 3．危局之势
 4．京杭运河上的铁路桥
 5．太湖南岸的阻击战
第六章 守土尽责
 1．川中十万子弟出巴山
 2．保卫国土为己任
 3．江阴要塞
 4．南京，南京
 5．巩固镇江城
第七章 兵临城下
 1．七十四军
 2．围城
 3．临危不乱，临难不苟
 4．汤水争夺战
 5．一片孤城万仞山
第八章 浴血孤城
 1．淳化镇的生死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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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兽兵的暴行
 3．石头城下的复廓战
 4．破釜沉舟
 5．卫戍长官司令部
第九章 城垣激战
 1．喋血光华门
 2．冬夜里的战火
 3．中华门
 4．激战紫金山麓
 5．杀身成仁以报国
第十章 城破国殇
 1．动摇
 2．瓦解而走，土崩而下
 3．江畔哀歌为谁奏
 4．国殇金陵
 5．杀出重围的粤军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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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从陆军参谋本部的两名强硬派人物——冢田攻和武藤章被派往前线，一个担任华中方面军参谋
长、一个担任参谋副长以来，无论陆军参谋本部是否下令前方部队扩大战区，这一切都已经是在进行
中，有没有一道命令根本就无关紧要。
　　但是松井石根本身的立场此时却有些摇摆不定。
昭和年间的日本军队之中的“下克上”早已是久成风气，而陆军“暴走”的常态化更早已经突破了“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模式，甚至成为了一线部队“随心所欲的机制”。
从河本大作策划的皇姑屯，到石原莞尔与板垣征四郎合谋搞出的柳条沟爆炸及进攻奉天城，直至扶持
爱新觉罗·溥仪建立满洲国，这一系列的事情都是陆军基层发动，事后中央省部不得不追认的例子。
　　而就在不远前的卢沟桥事变后，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和参谋本部分管总务的中岛铁藏第五
部长向接替暴病身亡的田代皖一郎出任中国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中将传达中央省部的“不扩大”方针
时，不但被香月司令官给拒绝，而且遭到了驻屯军方面的痛斥。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军司令官及军参谋部之间并不一定可以受到中央省部的约束。
　　松井石根是个例外，他本身是“扩大派”，可他本人更倾向于和平解决中国问题，但是此刻却因
比自己更为激进、也更为风光的柳川平助不受约束而感到苦恼。
饭沼守参谋长很清楚地记得，在上海派遣军刚刚组建，尚未出发增援上海的时候，军司令官松井石根
就已经明确表示过：“应该放弃局部解决、不扩大之方案⋯⋯应断然地用必要之兵力以传统的精神，
速战速决。
比起将主力使用于北支，更有必要使用于南京，应在短时间内攻占南京。
”　　甚至8月14日，当松井司令官从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处获知将出任军司令官统辖上海派遣军时，
就对军方尤其是参谋部本部未将华中作为主战场而不胜忧虑。
事实上在过去的两年中，松井石根混得并不比柳川平助好多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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