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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翔实的史料、丰富的数据、珍贵的历史照片，以历史纪实笔法，分“沧海洪流”“烽火壮
歌”“浴血男儿”“寻找英雄”四大篇章，重点记述了“黔军”在抗日正面战场及入缅作战中许许多
多以往鲜见的历史细节。
作者走乡串寨，寻访证人，挖掘历史，解读真相，并通过黔籍抗战老兵69名幸存者、参战的黔籍将校
后人的追忆，讴歌了贵州草鞋兵前仆后继英勇杀敌的壮烈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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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齐赤军，1956年生于遵义市，
1972年参军入伍，在滇西军营附近的军民联欢中，他和许多流落在此的黔籍抗日军人成了好朋友。
退役后，齐赤军利用业余时间，继续多方寻找黔籍军人抗战史料，攻读多部黔军史、黔币史专著。
并应聘在贵州财经学院主讲“贵州钱币史”选修课8年。
2004年因病从《中国物资报》驻贵州记者站退休。
200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和中学老师梁茂林相遇，商定合编《贵州草鞋兵》一书。
应聘在贵州庆隆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作期间，先后利用节假日时间，寻访黔籍抗战老兵20余人，
并多次重返滇西调研，经过近5年的努力，完成其在本书中承担的编著任务，并在《贵州文史丛刊》
、《贵阳文史》等报刊发表多篇关于黔军血战滇缅的专题论文。
2009年7月4日晨，因车祸不幸遇难。

齐赤军最大的遗愿是希望“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四军第一百零二师抗日阵亡纪念塔”能在原址重建。
他说，“纪念塔”体现了贵州精神。

梁茂林，1947年出生于山西省和顺县。
贵州大学哲学系毕业，编审，现为贵州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副会长，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
中国编辑学会个人会员。

1964年参加工作，先后任贵阳第十中学团总支书记，贵阳市教育局宣传科副科长，中共贵阳市委讲师
团哲学教研室主任。
1987年调贵州人民出版社教育编辑室，先后任贵州教育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总编办公室主任、总编辑
助理等职，2007年退休。

从事编辑工作20年，组稿编辑图书140余种，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论文30余篇。
主要著作有：《走进西部旅游丛书?贵州?贵州人文之旅》、《走进西部旅游丛书?贵州?贵州风情之旅》
）、《中国导游十万个为什么?贵州（1）》、《贵州：让历史和现实告诉未来?回眸与思考——贵州学
校教育初探》、《黔人抗战史话》中（《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的贵州军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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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一 勿忘“草鞋兵” 喻忠桂
序言二 历史要沉淀下来才看得清 史继忠
序言三 让历史事实说话 王思明
写在前面
引子 从“黔驴技穷”“夜郎自大”说起
第一部 沧海洪流
 概述：是谁挡住了日军的进攻
 一、黔军参战人数多，参加抗战较早
 二、黔军与日军打过多次硬仗、恶仗
 三、事实上黔军在抗战中仍然存在
 四、黔籍官兵的素质好是能打硬仗的主要原因
第二部 烽火壮歌
 概述：正面战场有11个黔军师参战
 一、从“黔军”第一团到“国军”精锐之旅
 二、北伐名将王天培的嫡传部队
 三、松山攻坚，永垂青史
 四、永远的纪念碑
 五、“杂牌”变“嫡系”
 六、血战徐州
 七、是谁掘开了黄河花园口大堤
 八、魂断缅北
 九、蒋介石为什么连称“好！
好！
好！
”
 十、“树倒猢狲不散”的北伐劲旅
 十一、“贵州志愿兵补充师”的结局
第三部 浴血男儿
 概述：重要会战中的黔籍军人
 一、南口争夺战
 二、坚守忻口
 三、淞沪御敌
 四、禹王山、望母山、砀山争夺战
 五、黄河花园口决堤
 六、长江南岸万家岭歼敌与北岸田家镇阻敌
 七、襄河抗敌
 八、新墙河卫士
 九、血战滇缅
 十、何应钦的是非功过
 十一、川军和滇军中的黔籍军人
 十二、“国军”中的“杂牌”和“杂牌”中的“国军”
第四部 寻找英雄
 一、在全民抗战中黔人对正面战场的贡献
 二、抗战，哪有恶仗哪就有贵州兵
 二○○师五九九团团长柳树人抗战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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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刘栋臣与松山子高地坑道爆破
 父亲曾元三与松山“玉碎”战
 父亲陶相宜的抗战生涯
 回忆我经历的两次“淞沪抗战”
 追寻父亲顾维汉抗日的脚印
 三战长沙共挥鞭
 ——父亲杨炯的抗日经历
 父亲熊钦垣留下的抗日故事
 追忆父亲陈开本参加抗战的几件事
 三、寻找抗日英雄
 贵州志愿者关注抗战老兵活动与《贵州草鞋兵》
 敬礼：致渐行渐远的“草鞋兵”
 四、守望纪念塔
 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关于修建贵阳纪念塔下发的训令
 贵州各县曾经有过的抗战纪念塔、纪念碑
 为了曾经有过的纪念塔
 父亲曹文杰1938年5月在砀山战役中牺牲
 ——一个没有《烈士证书》的烈士
 守望纪念塔
 ——外婆张惠凝和贵阳纪念塔
 拆不掉的纪念塔
 外公杜肇华与贵阳纪念塔
 五、叩问人心
 何克济先生赠词一首
 陈福桐先生赠诗一首
 铭刻黔军抗战的历史记忆
 ——访长篇纪实作品《贵州草鞋兵》编著者梁茂林
 历史教科书外的“抗日战争”
 记述黔军抗战的纪实之作
后记 为了回到事实本身
再版后记
主要参考目录和资料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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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863年11月9日，美国第16届总统林肯在葛底斯堡举行的国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礼上的演说词中说
：&ldquo;我们应该在这里奉献于仍旧留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以便使我们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吸
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那种他们已经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以便使我们在这里下最大的决心
，不让这些死者白白牺牲&hellip;&hellip;&rdquo;　　1985年9月3日，彭真代表党中央在纪念抗日战争胜
利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肯定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作用。
　　2005年9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说道：&ldquo;&hellip;&hellip;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
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
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rdquo;这一评价客观地陈述了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战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和地位。
此后，中国大陆有关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英勇表现的史料纷纷呈现。
　　2005年7月，贵阳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黔人抗战史话》，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面世，第
一次在有标准书号的图书中系统介绍黔人抗战史实。
　　2009年8月，贵州作家齐赤军、梁茂林撰写的《贵州草鞋兵》，由华文出版社出版面世。
本书讲述了黔籍&ldquo;草鞋兵&rdquo;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全面抗战的八年中，筑成抗日的一座座
长城的英雄史诗，且较为全面、客观地记述了国民党黔籍军人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的搏杀经历，以
历史纪实的笔法反映了&ldquo;黔军&rdquo;浴血奋战，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历史过程。
　　2009年秋天，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老兵，我认真读了《贵州草鞋兵》。
这部书的两位作者用了近六年的时间，一边在历史档案和图书资料中翻寻，一边亲赴抗日战场踏迹觅
踪，并寻访后人，为读者梳理了近80万黔籍军人从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先后奔赴抗日前线，与残暴
的日军&ldquo;血肉拼与钢周旋&rdquo;的真实战史，让我不由感慨万端。
作者并不是专门从事军事史和抗战史研究的专业人士，能利用业余时间，花如此精力，在我国30多年
来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一片太平盛世的环境中，写出这部介绍黔军抗战的长篇纪实作品，
旨在为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事实，实在是难能可贵！
　　我们热爱和平生活，但忘战必危。
眼看着当今部分人不关注军事、不关心国事的现象，有些纠心！
从历史上看，近代中国百年战败的耻辱，没齿难忘。
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1931年发动&ldquo;九一
八&rdquo;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直到1945年8月15日无条件投降，仅仅
八年抗日战争，中国便伤亡3500多万人，经济损失难以估量，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深重的灾难。
哪一个国家不在研究战争和准备战争？
从军人的角度来说，更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要想作好准备，打赢下一场战争，深刻反思历史经验，反省自己也是一门必修课。
例如我们同日军打了大小无数的仗，现在是否对每次会战、每次战役、每次战斗、其取胜或失利的过
程、原因、经验、教训，以及战前征兵和训练，后勤补给、战略防御、处置战亡者遗骨和寻找失踪者
，日军的强点和弱点，等等，都研究得十分清楚了吗？
我认为是远远不够的。
《贵州草鞋兵》的作者利用业余时间都能做这件重要的事，我们的专业工作者和军人更应多做一些。
为此，我向作者为讴歌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无名英雄们的壮举能流芳百世而付出的心血与努力，表示尊
重和敬意。
　　目前，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仍拒绝承认战争罪行，继续煽动扩展军事实力，鼓动政府采取种种强硬
立场，并把中国作为其主要潜在威胁，仍在不断制造事端。
这说明世界并不太平。
因此，我们更要反思对日本作战的历史。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贵州草鞋兵>>

在我的记忆里，抗日战争期间，贵州省内多处修有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现多已因种种原因不存在了
，我认为，这是提醒国人牢记这段历史的纪念性建筑，应该尽快恢复和重建。
我还想到的是，参加过抗日现幸存的老兵越来越少了，对他们特别是农村的老兵现在存在的实际困难
，有关部门应尽力解决。
当地驻军应该多走访这些老兵，慰问这些老兵，应向这些爱国的英雄们表示更多的敬意。
因为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用鲜血书写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用生命谱写的壮歌。
为此，我希望，为充分发挥贵州省精神文明建设&ldquo;五个一工程&rdquo;&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
的示范作用，促进我省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大发展大繁荣，《贵州草鞋兵》应补申报为贵州省委宣传
部&ldquo;五个一工程&rdquo;的重点项目。
　　当今时代，人民群众对文化的需求呈现出高标准、多层次、多样性、个性化的显著特点，创新对
于文艺创作尤其重要。
《贵州草鞋兵》作为对贵州&ldquo;抗战文化&rdquo;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作为我省少有的&ldquo;
长篇纪实作品&rdquo;，直抒我省在抗战时期（1937-1945）直接参战的第八十二师、八十五师、一○
二师、一○三师、一二一师、一四○师、新编第八师、独立第六旅、新编第二十八师，预备第二师、
贵州补充师等11个黔军陆军师的&ldquo;草鞋兵&rdquo;，吃苦耐劳、坚忍不拔、不畏艰险、不怕牺牲
，敢于打硬仗、打恶仗，英勇顽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并阐述了在战略防御阶段，黔籍将士以自己的血
肉之躯，阻挡、迟滞了装备、训练均优越的日本侵略军；在战略相持阶段，黔籍将士参加了8次重大
会战；在战略反攻阶段，黔籍将士在滇缅会战和湘西会战中起过重要作用。
在敌后战场上，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黔籍军人亦曾作出过重大牺牲&hellip;&hellip;遗憾的是，贵州儿
女在抗日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能留下名字者太少太少了。
　　《贵州草鞋兵》作者齐赤军、梁茂林利用业余时间，多方寻找黔籍军人抗战史料，攻读多部黔军
史、黔币史专著。
先后利用节假日时间，寻访黔籍抗战老兵近百余人，并多次重返滇西调研；经过近六年的努力，他们
终于完成了这一部贵州军人的抗战史书。
　　借本书再版之际，我说了这些心里话。
我想，有准备地去投入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同毫无准备地去投入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胜与败、生
与死，战争结果将是天壤之别的呀！
　　最后，借贵州辛亥革命元老、贵州省原副省长周素园（1879-1958）先生为&ldquo;国民革命军第一
百零二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rdquo;（贵阳俗称&ldquo;纪念塔&rdquo;）撰写的铭文：&ldquo;黔于行
省号旁边，豪杰间生古固然。
万人心死摧强权，史册光芒见新篇。
日可倒兮海可填，血肉拼与钢周旋。
丹心耿耿昭日月，千年无名何须金石镌。
&rdquo;以彰显&ldquo;贵州草鞋兵&rdquo;在抗日战争中的丰功绩，并向他们致以一个老兵最崇高的敬
礼。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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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以往大陆出版的抗日题材书籍，很难看到贵州草鞋兵的影子。
国民党方面的战史，也因&ldquo;黔军&rdquo;不是&ldquo;谪系&rdquo;，即使有所记述，也被列
入&ldquo;杂牌军&rdquo;的另类。
《贵州草鞋兵》是一部比较全面、真实、客观地反映贵州籍国民党将士抗战历史事迹的重要史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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