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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丁治磐先生，江苏省东海县人，生于清光绪甲午之年；幼年时期接受完整的古文教育，奠定诗赋古文
书法之根基。
宣统三年入南京高等学堂，旋因武昌起义爆发而停学。
民国元年二月入江苏讲武堂，是年十二月毕业，任陆军第十六师赵念伯旅学习官。
三年八月考入江苏军官补助教育团，五年底毕业后进入陆军第七十六混成旅，历任排、连、营长，驻
扎扬州、南通等地。
十三年赴山东加入直鲁军徐源泉部，先任主任参谋，后历任山东第五旅、第二十三师、第六军、第二
、第七方面军联军前敌指挥部、第六军团部等参谋长，多次参与北方军系间之争战，及对抗国民革命
军北伐之作战。
十七年随同徐源泉加入国民革命军阵营，继而参加中原大战。
二十年任四十一师一二一旅旅长，调至洪湖地区“剿共”。
二十二年入陆军大学第十一期旁听，次年考入第十二期正期班，至二十五年底毕业。
抗战军兴，先生任陆军第四十一师师长，历经二十六年京沪保卫战、二十七年武汉会战之大别山系作
战、二十八年襄河冬季攻势、二十九年长江上游作战，及三十年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
三十一年初升任第二十六军军长，为军事委员会直属部队，转战第三、九战区浙、赣、湘等省境内。
三十三年底奉调湘黔线，在独山抗击入侵之日军；次年并在闽、湘、桂等省进行反攻作战。
抗战胜利时担任湖南衡阳之受降事宜。
抗战胜利后先生任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随军至山东，后赴青岛兼任青岛警备司令，参与胶东地区的
“戡乱”作战。
三十七年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兼第一绥靖区司令官，统合江苏省之党政军工作；三十八年再兼任京
沪杭警备副总司令。
来台后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
先生允文允武，书法造诣尤深，堪称一绝；自民国元年起投身军旅，历任各级军职，参与大小战役甚
多，见闻至广，对地方军系和中央部队之训练与作战，及中共军事组织，均有独到的见解。
主持江苏省政，亦有诸多整顿措施。
本所在一九五九年口述历史工作展开之初，即列先生为第一位受访人；后在丁廷楣先生（丁文江族叔
）宴会中相识，一九八五年一月由廷楣先生陪同前往而开始，此后直至同年五月，先生共接受访问十
五次，畅谈生平事迹。
本书除依据本所历次之访问纪录，并参酌家属珍藏先生生前自述之录音整理而成。
书末并附重要函电文件五件，及先生亲撰文稿两种，俾彰显先生之儒将风范。
本纪录付梓前后，承于翔麟先生仔细校对，并由蔡说丽、林世青小姐编制索引，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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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为丁治磐先生口述一生事迹，从幼年接受
私塾教育到加入国民革命军，一直到国共战争时期。
重点回顾了北伐战争、中原大战、抗日战争时期的作战与治兵经历。
其中在抗日战争时期，丁将军的治军尤其令人佩服，其为人正直，治兵严厉，是抗战中少有的能与日
军持续作战的部队。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按时间顺序，对各次战争中的细节与得失
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探讨，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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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治磐（1894-1988），江苏东海人。
民国初年毕业于江苏讲武堂、江苏军官教育团、陆军大学第十二期。
初任江苏第六十七混成旅、后任直鲁联军徐源泉部团、旅长及参谋长。
北伐成功后，加入国民革命军，参加中原大战。
抗日战争时期，任陆军第四十一师师长，参加京沪、武汉（大别山）、第一次长沙等会战；一九四二
年升任陆军第二十六军军长，奔战于第三、九战区。
抗战胜利后在衡阳受降，后任青岛警备司令；1948年调任江苏省主席；1949年赴台。
丁治磐将军幼年接受古文教育，允文允武，教民有术，治军有方，可谓一代儒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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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七、我军参加抗战（一）抗战前的准备二十五年十一月，我从陆大毕业，回到徐先生的第十
军任参谋长。
当时徐先生第十军中有二个师，徐自兼的第四十一师及徐继武第四十八师，并以湘鄂边区“剿匪”总
司令指挥第二十六军萧之楚第四十四师（萧兼师长）。
到二十六年春季，我又转任第四十一师副师长。
当时我军驻长江上游之万县、荆州、宜昌等地。
我回去就告诉他们南京的陆大研究部门已准备抗战，我们也要预作准备，就由我负责成立全军的训练
班，调训中下级干部及士兵，依当时的编制、装备，自己教战术，干部是老底子，兵是新兵，因此第
二年抗战时才有基础。
（二）我升任师长后参加京沪保卫战二十六年八月，日军继华北作战后，又在淞沪开辟战场。
日军攻上海是犯了战略上的错误，他的军队仅局部动员，若总动员，一下攻到重庆，中国政府就垮了
，打持久战我国占地理之利。
日军的另一错误，是北方战火未熄，又进攻京沪，运输力量都放在海上，但海军的运输力量并不够。
淞沪抗战时，徐源泉部萧之楚第四十四师先开去上海，留下我的第四十一师及徐继武第四十八师，当
时中央为补充各军庞大的人员损伤，将第十军有作战经验的老兵调去补充，同时我们军部到四川、两
湖招募新兵，入冬后全师调去参加京沪会战。
在调往战场时，我就在同年十一月升任第四十一师师长。
由于老兵调去作战死伤很多，我的第四十一师大多是训练不到两三个月的新兵，无法作战；我部赶到
上海地区时，淞沪会战已经结束，我军就转至南京一带长江岸边之栖霞山、卧龙山及对岸的八卦洲驻
守，进行首都保卫战。
老总统还在南京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开完会，老总统就先走了，首都保卫战就交给南京卫戍司令长
官唐生智指挥。
当时国军已兵马疲惫，日军又从右后方将芜湖切断，使南京难以防守。
其时国人都有恐日病，高级将领也不研究实际的作战事务，也没有什么黄埔精神，南京卫戍司令长官
唐生智、南京要塞司令邵百昌、徐源泉等高级将领均丢下部队先行逃跑。
徐继武第四十八师及另外一师，还有一团宪兵、掩护队、邵百昌的江阴要塞炮兵等，虽无正式命令，
但都交给我负责，要塞炮没用，炮不能打，要塞队也未放过炮。
日军进攻南京时，我部先后与日军在栖霞山、卧龙山打了两仗。
有一仗我在后面山头瞭望，团长是行伍出身，学识不足，指挥能力太差，新兵又训练不够，一团人上
去攻击日军阵地据点，只听日军轻机枪嗒嗒作响，一下子即全团瓦解，这时我就了解到练兵的重要，
平时练兵要比战时更苦的道理，即决定以后整军的方法。
问：当时你一个师有多少人？
答：参加京沪战场，开始与日本人打的时候，我那个师是新兵，只有五千人。
我从北方南调时，人员充足，有一万多人，连有预备兵，团、营有补充连，旅有补充营。
后来南京失守，要塞也丢了，掩护要塞的任务无法达成，没必要再守卧龙山，我见局势不对，即开始
准备渡江。
原先船只不足，无法渡江，后因南京、芜湖相继失守后，老百姓的船只被日军两边一夹，都被赶到八
卦洲来了，这样运兵的船就够了。
我们是最后渡江的队伍，渡江那天是十二月十三日晚上，月亮很大，我备妥船只，选定渡河点，作好
渡河掩护之后，天没亮我和徐继武两个师就在栖霞山后渡过江，渡到浦口以西的下游，撤退的很顺利
，徐源泉也到江边来接我。
渡过江后，我经几天作战人很疲倦，下令部队往安徽六安方向撤退，等行军序列部署好了，部队出发
，我就去熟睡了。
平常都是勤务来叫我起床，有位团长突发灵感，急急将我叫醒，说部队都走光了，天不亮，我就骑马
带卫兵队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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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走不久，天亮后日本飞机就来轰炸我司令部驻扎的村庄，炸死许多百姓，我刚好逃过一劫。
后来撤到安徽六安，时安徽省主席蒋作宾还到我司令部与我晤谈。
后又有命令我们调到大别山去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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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中国民党王牌军军长丁治磐将之亲历的抗
战时期大破日军冈村宁次一个旅团的经历一一叙来，并点评了薛岳、玉耀武、汤恩伯等将领军事才能
，与徐向前、陈毅等中共军队作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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