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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山河一寸血!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南京保卫战，世界战争
史上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杀”前的英勇抵抗！
此战，以身殉国的国军将领就达十数位，而且，没有一人尸首从战场中运出，中国军队伤亡五万余人 
他们的死将永远被国人铭记!    无数中华儿郎血洒沙场，多少铮铮铁汉埋骨他乡、战争是悲剧，但战争
能铸就民族精魂！
面对外敌侵略，他们誓死卫国，寸土不让！
    一段让人热血沸腾的战争记忆！
    一部让人拍案叫绝的战略战术实战史！
    一本让所有热血青年奋起的军事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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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淞沪退兵　　南京，1937年11月16日，最高国防军事会议。
　　这是最近三天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第二次有关南京局势的高级军事会议了。
此次会议的列席将领除了军政部长、总参谋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令部长徐永昌，作战厅
厅长刘斐等人之外，还有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兼军法总监唐生智，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部副监、
南京卫戍司令兼宪兵司令谷正伦。
　　上海全面开战后的第三天，即1937年8月15日。
日本海军就开始对南京进行渡洋爆击作战了8月15日当天，20架隶属于日本海军木更津航　　空队的三
菱G3M九六式陆上攻击机空袭了南京。
这是日本海军首次对南京进行长途空袭。
　　9月19日，日本方面开始了“无差别”空袭，医院、水厂、电厂⋯⋯一切军用民用目标尽皆成为日
机轰炸的对象。
9月25日，日本海军、陆军航空队出动飞机约百架，从上午9点半开始，对南京进行了长达七个小时的
猛烈轰炸。
在这次轰炸中，逾千名南京市民伤亡。
　　1937年的这个秋天，南京，中国的首都，第一次感觉到了战争的逼近，有人已经开始隐隐约约地
担心起不过300公里之外的淞沪战火是不是会烧临到南京城。
　　早在1932年1月28日，突然发生的上海“一二八事变”就促使南京国民政府在开始拟制国防计划的
同时考虑首都的防守问题。
当时，参谋总　　部就判断，一旦中日战争再度在上海爆发，日本陆军必将在优势空中力量的掩护下
，以精锐部队沿京沪铁路进犯首都，而海军则会溯长江向南京进攻。
　　1932年12月，参谋总部内部秘密成立了城塞组，以参谋次长贺耀祖为城塞组主任，主要任务是在
德国军事顾问团队的指导下，整修长江沿岸的江阴、镇江、江宁等各要塞，并准备在南京以东地区构
筑国防工事。
　　然而，随着国民政府作“安内”作为主要作战目标，而且随着中日《淞沪停战协定》的签署，拟
定的首都防御作战计划并没有能够得到实施。
准备修筑的国防工事也没有能够修建。
　　1935年，“绥远事变”爆发后，一场由日本人在背后唆使，由一些汉奸逆贼上演，旨在使华北脱
离中央的所谓“华北自治运动”，闹得沸沸扬。
南京国民政府再也坐不住了。
　　对于日本的蚕食侵略政策有着清楚认识的国民政府，立即开始了全面抗战的作战准备工作。
　　1936年2月，由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督促建设的吴福线和锡澄线两道国防工事线基本完工。
这是两道在京沪之间的主要防御方向上修筑的国防工事线，它们不但是南京外围的主要防御阵地，也
是整个京沪之间的重要防御地带。
　　而在南京地区，国民政府则构筑了外围和复廓两道阵地。
沿大胜关、牛首山、方山、淳化镇、青龙山、栖霞山至乌龙山要塞这一条线是内卫线的外围防御阵地
。
　　以明代修建的绵延数十公里的南京城垣为内廓，以雨花台、孝陵卫、紫金山至幕府山要塞炮台之
线为外廓，构成了内外廓相呼应的复廓阵地。
而城内北极阁、清凉山等高地则筑成坚固的核心据点。
　　1935年12月，国民政府曾经在南京附近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军事演习，演习的地点就是在南京的外
廓阵地之间。
参加演习的部队是中央军的主力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87、第88和第36师等作战部队。
　　当时这次演习分为东、西两军，由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上将直接指挥。
以攻防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为目的，双方在南京东南地区进行了一次激烈的“厮杀”。
　　与此同时，各地区也进行了局部演习，重点是各要塞防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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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习科目为对敌舰射击、各炮台之间的联络、步炮协同、对陆上之敌攻防以及夹江临时封锁等。
海军的演习则是封锁江面的布雷作战。
　　这场大规模的陆、海军冬季大演习是在较为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
这主要是国民政府担心会刺激到已经蠢蠢欲动、军国主义思想泛滥的日本，同时也是为了保守战术、
技术上的秘密，为以后随时会发生的中日战争做好准备。
　　事实上，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国民政府在开始秘密制订《京沪保卫战设想和计划》的同时，
就开始在上海与南京之间准备针对日本进攻的作战部署。
在那次冬季大演习中，国民政府更是直接以日军为假想敌，以南京遭到攻击为假想模式。
当时的作战思路是：候敌至汤水一线，利用复廓阵地消耗日军战力，最后诱敌深入到紫金山以南地区
而歼灭之。
　　然而，无论是当时亲临演习现场视察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还是裁判长——训练
总监部监唐生智上将都没有想到，短短一年之后，日军真的开始向南京进攻！
　　8月下旬，淞沪战场日军上海派遣军由吴淞口、川沙镇登陆之后，面对日军由守势作战转为强大
攻势作战的状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不得不开始面对着南京的防御问题。
　　9月2日，大本营下令责成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与南京卫戍司令部迅速修整南京地区工事、制订防御
计划，同时责成第3战区派军修整、加强吴　　福线、锡澄线两道国防工事，以备淞沪作战部队在万
不得已时，退守后方既设阵地，作韧强之抵抗，以巩固首都。
　　同一天，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致电军政部长、总参谋长何应钦：“首都附近各线阵地，应即
编成。
招募民夫，由教导总队派兵指导赶筑工事。
”　　随后军事委员会又电告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部副总监、南京卫戍司令兼宪兵司令谷正伦将军
：“已电令第53师、77师、121师迅速开赴南京，归南京卫戍司令部指挥，加强首都附近之工事。
预定第77师担任常州、宜兴、长兴一带守备作战；第53师担任浦镇、滁州一带防御；第121师担任句容
、天王寺一带防御。
”　　南京卫戍司令部在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部的敦促下，迅速制订了南京防御阵地编成计划。
其主要思想为：以大胜关至龙潭之线原国防工事为南京东南主阵地；以雨花台、紫金山、银凤山、杨
坊山、红山、幕府山、乌龙山、栖霞山一线为复廓阵地；在长江北岸，以浦口为核心，由点将台、江
浦县为主阵地，与东南主阵地夹江形成环形要塞。
　　预计使用兵力为：江南阵地为四个军，其中主阵地部署三个军，复廓地部署一个军，江北阵地部
署一个军，总计五个军的兵力。
　　但该计划虽经统帅部核定批准，却没有得到实施，甚至就连预定调用的部队都未能落实，第53师
、77师未能按时进到南京，第121师及167　　师到达南京后又立即被调走。
整个作战计划在制订之初就成了一张废纸。
　　自从11月5日，柳川平助率领的日军第10军在金山卫成功登陆，并向上海方向开始迂回包抄作战，
致使淞沪战场上的中国军队陷入腹背受敌　　的困境之时，南京防御作战才第一次紧迫起来。
然而这一次，留给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时间太短了，仅仅在第10军登陆成功的三天后，也就是11月8日
，第3战区长官司令部便下达了从上海战场撤退的命令。
　　整个淞沪战场上的数十万国军部队的撤退是仓促而混乱的，甚至可以、用“溃退”来形容。
　　最初，第3战区长官司令部的计划是，利用在上海与南京之间的太湖北岸的两条防御线：吴（苏
州）福（福山）线和锡（无锡）澄（江阴）线来构筑防御作战。
因为这两道防线主要是由大大小小的钢筋混凝土碉堡、地下火力点、各种掩体、堑壕、防御壕沟构成
的。
利用防线，做有次序的撤退应该不成问题。
　　按照原先的撤退作战部署，以陈诚左翼军各作战部队殿后，先撤张发奎右翼军部队，然后在撤退
过程中层层布防，交替掩护。
但随着日军已经开始展开合围，最后的总撤退令下达后，已然失去撤退良机的国军各部队顿时陷入混
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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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的部署已经难以施行了，兵败如山倒的事情随之发生。
　　在上海战场上已经苦战三个月之久的国军各部队拥挤在通往南京的公路上，场面混乱不堪。
部队因为通讯手段落后而无法互相协调，加上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官员更加惶恐不安，指挥陷入混
乱之中，别说师长找不到团长了，就是连长、排长都找不到自己的部队。
尾随而来的日军作战部队又推进得异常迅速，以至于国军部队撤退之后，还来不及布防，日军先头部
队便已经跟上来了。
　　更为糟糕的是，从淞沪战场上退下来的国军部队，根本不熟悉吴福线、锡澄线两道防线的地形，
又因为国防工事的钥匙都在当地保长手里，而很多保长早就因为战火的逼近而逃之天天，因此退下来
的部队根本无法及时进入工事，更别说对其进行有效利用了。
这种情形致使吴福线、锡澄线两道国防工事线压根就无法起到本来的作用。
　　其实吴福线、锡澄线两道国防工事线之所以没有能够发挥作用，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政府军事
委员会是有很大责任的。
　　早在9月1日，大本营就曾电令胡宗南的第1军进行吴福线工事的修缮。
9月3日，大本营又改令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指派部队负责修整国防工事，并构筑步兵野战工
事。
　　“查吴福、澄锡与沪杭各线阵地编成，除原有国防永久工事外，步兵掩体、指挥所、嘹望所、交
通壕、障碍物、阵地交通路等多未完成。
兹规定吴福线及锡澄线工事，由冯司令长官、顾副司令长官指派部队担任，沪杭线由张总司令发奎指
派该区部队担任，分别负责构筑，统限9月20日以前完成。
”当时大本营给顾祝同的电文也不过如此寥寥几句。
　　接到电文之后，顾祝同认为兵力不足，根本就无法进行部署，于是回电称“限期内可完成永久工
事之修整，至于步兵线野战诸工事，请钧座指定部队担任”。
　　在这种情况下，大本营于9月10日致电第3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命令以第66军担任吴福线守备，
并负责构筑步兵野战工事。
而相应的命令则是更进一步地指示到位，“查吴福阵地，应增强之步兵工事，急需构筑完成。
兹着由第66军担任构筑并守备。
其部署应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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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南京保卫战是南京大屠杀前夜国军最后的抵抗。
屠杀是为了让敌人屈服，南京大屠杀恐怕也存在着这样的因素。
但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千百年来的古训告诉那些侵略者，想折断中国人的脊梁是不可
能的！
　　——起点阿友 二档起步　　南京会战是场“窝囊仗”，虽然日本兵多势强武器精良，但国民党政
府消极防御。
作战目的也不清楚，最后连撤退都没有规划。
甚至有将领在撤退途中被踩死，当时的混乱可想而知，《岁月》把这段历史记录得很真实。
　　——天涯网友 暗月翔　　看了这本书，安静回想历史，在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
能舍身报国、浴血沙场，是何其壮哉！
！
这既是小说。
又是历史。
更是热血青年的必读书！
　　——新浪网友男人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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