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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0月，接到老萨从日本发来的电子邮件，告知又有一本新书脱稿，嘱我作序。
在看到书名《退后一步是家园》的第一刻，我便下意识地想起了上面的这段俄文。
    那已是十多年前的往事了，处在“少年穷”状态的我，痴迷于集邮，正为编组一部二次世界大战主
题的邮集而倾尽全力。
在前苏联1967年发行的一套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英雄的邮票上，我第一次看到了这段俄文。
    邮票纪念的是苏军军官克洛季科夫，莫斯科保卫战中，面对德国铁骑恍若势不可挡的攻势，苏军官
兵以血肉为城，苦苦抗争。
在一处前沿阵地上，作为仅剩下的最高军官，克洛季科夫高喊出了这句口号：“俄罗斯虽大，但已无
路可退——后面就是莫斯科!”鼓舞着仅存的几十名官兵，死守阵地，寸步不让，血洒疆场。
在这样顽强的抵御下，侵略军虽然已经能远远看到克林姆林宫的尖塔，但最终也未能再前进一步。
    老萨为新书选取的书名“退后一步是家园”，与那句“俄罗斯虽大，但已无路可退⋯⋯”浑然相似
。
虽然《退后一步是家园》诉说的是发生在中国抗战中的故事，地理空间上与血火纷飞的莫斯科相去甚
远，但个中流露出的被侵略国家人民保卫家园的悲壮战斗、无畏勇气和毅然决心，则没有任何的不同
。
    如果以1931年9月18日的东三省事变作为起点，实际总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场
捍卫疆土、抵御外寇入侵的最壮烈的抗争。
因为时间距离尚不是特别遥远，所留下的历史印痕较多，可资研究的条件较好，现代以来中国国内围
绕抗日战争史的著作可谓是汗牛充栋。
不过在众多的著作中，老萨的书可以称得上非常特别、非常与众不同，乃至可以说视角非常“刁钻”
。
    军事史研究中有一个通行的原则，即所谓的“知我莫如敌”，讲究在研究国与国的军事交争时，除
了大量掌握、分析己方的材料外，更需要了解对方的材料，将双方史料、档案互为映照、互作比对，
最终得出建立于双方史料基础上的扎实的结论。
    抗日战争涉及中日两国，老萨恰属于穿行在两国之间的特殊人物。
燕赵子弟的热血、历史痴狂者对史料的执着、老北京侃爷的三寸不烂之舌，在他身上浑然一体。
又加上老萨居住日本，得近水之便，对异国资料的采集有让人望尘之感。
得了如此天时、地利、人和的老萨，所写出的抗战书不同凡响，也就不奇怪了。
    《退后一步是家园》中的题目涵盖极广泛：从白山黑水到铁血淞沪，再到遥远的南国；从装甲列车
，到飞虎雄鹰，再到埋地雷的土八路、搞除奸的军统特务等等，共同形成了一幕抗战群生像。
    单就这些题目而言，似乎并不新鲜，但难得的是，老萨给这每一个老题目，都做出了新文章。
    中国传统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和中国近代诸如鸦片战争、甲申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等战争史研
究一样，长期以来都处在横向的广度上做文章的局面，而缺少纵向深度切入的细节研究。
    横向、表层的历史，呈现出的主要是枯燥的时间、人物、事件，缺乏历史本应具有的感染力。
纵向的研究则完全不同，我一直坚持，所谓的历史其实就是故事，大历史是由无数个活生生的过往的
故事所组成的。
如果能够将某段历史中最具价值、最具生命力和感召力的故事挖掘透彻，哪怕仅仅是一些在横向历史
上根本留不下姓名的小人物的故事，假以时日，这些故事形成累积、量化，由它们所构成的大历史，
会更为扎实。
更吸引人，更接近历史研究的本意。
    老萨在书中有一句自谦的话，大意是说淞沪战争是一部史诗，他没有能力去谱写整部史诗，只能从
中选择一个短短的小节。
    对这句话，我持不同意见。
因为老萨选取的小节，是那样的特别。
    淞沪抗战，他挖掘出了中日双方同型装甲车的对决，挖掘出了国军中神秘的铁甲列车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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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抗日空战，一位为了保卫中国的天空而血洒苍穹的俄国烈士，引起了他的注意，一张日军拍摄的
遗物照片，竟能引出如此多的故事。
    白山黑水间的东北抗战，谁能想到杨靖宇将军曾与一批日本“肉弹”遭遇。
    太行山上，日军的扫荡队伍中，军官在检查士兵们的准备情况，一名小兵竟拿出了一张美国艳星照
片⋯⋯    凡此种种，都是书中娓娓道来的抗战细节，也都是以往中国抗战相关书籍中闻所未闻的事件
。
其中大部分都得益于老萨在日本的留意查考，从日方的档案、书籍、影像资料中找到了这些在中国几
近湮灭的往事的线索，再加以中国档案的佐证，这些故事便以鲜活的面容展现了出来。
    这些精彩的故事连缀到一起，恰恰就是一部史诗，一部表现抗战中细节层面的史诗。
假以时日，这些来自于纵深细节的考证，必将影响到横面上大历史的构成。
    老萨的文字诙谐、轻松，使得这本书不像一般的抗战书那样读起来令人感觉沉重压抑，反而会觉得
新奇、有趣。
不过读完全书之后，也就是在总揽了这众多历史中的小故事后，那个大的抗战史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在
脑海里了。
此时，再回想书中看似幽默的语言，将别生一分更具有厚度的历史沉重感。
    能以这样的方式来写抗战历史，让人钦佩。
    期待老萨挖掘出更多这样有趣的抗战故事。
    陈悦    2010年11月10日于山东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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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并不是为了呼唤战争，更不是呼唤复仇，而是希望以此唤醒我们对这些咔-国的脊梁的回忆。
在那样苦难的时刻，依然有那样多的人为了这个国家义无反顾，不惜生命来捍卫这片生我们、养我们
的土地。
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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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萨苏，本名弓云，祖籍河北，长于北京，曾多年旅居日本，爱好文史，笔耕不辍，出版从日本史
料角度揭秘中国抗战的《国破山河在》《尊严不是无代价的》《退后一步是家园》等多部作品，亦庄
亦谐，举重若轻。
其中.《国破山河在》2007年初版后入选香港亚洲周刊2007年度华文圈十大好书（非小说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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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苍穹之魂--抗战中的空战
抗战中国在敌国镜头中的影子--决战碧空
淞沪上空的鹰
苏联志愿援华飞行员的血
飞虎队“吹牛大王”玩死日本一根筋
日本海军“轰炸之王”的坠落
沧州城外气凄然--泊头防空作战小考
铁甲威龙--中国战车部队的故事
抗战中国在敌国镜头中的影子一战车悲歌
龙战一九三二--中日铁甲战上海
御虎--远征军战车部队转战缅甸纪实
在日本新发现中国德制战车照片
白山黑水--抗联的战斗
抗战中国在敌国镜头中的影子--密林战旗
杨靖宇大战肉弹十勇士
斩得小楼兰--日文报道中一次赵尚志指挥的战斗
抵抗者--拼合黑土地上的历史碎片
铁流天下--八路军之战
抗战中国在敌国镜头中的影子--遍地八路
阿部规秀死亡日记
中日骑兵的决死之战
八路军“错杀”五千敌军的清丰之战
一名侵华日军眼中的地雷战
被八路军活捉的日军大队长
满街去抓中共领导人的日本兵
威震天南--中国远征军掠影
抗战中国在异国镜头中的影子一滇缅远征
唱《八路军进行曲》的国民党王牌军
远征军中的黄镜头
远征军中的异国女性
林旺不仅是一只象
荧屏硝烟--抗日电影解析
抗战中国在敌国镜头中的影子--经典画面
历史残酷不容色戒
看《太行山上》
评《亮剑》
南京是一个坎儿
后记用日本史料重现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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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淞沪上空的鹰 淞沪之战是一场史诗，我没有谱写这部史诗的能力，只好从中间选
择一个短短的小节。
 与一位朋友谈起这场战役，不料意外发现这位朋友的长辈当时正在当地的宝山县任职，曾积极参与组
织当地民众进行救亡的工作，在历史上写下了他的名字，其家甚至还保留了少量当时的报刊文件等材
料。
 这可是个意外的发现。
大陆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曾经几经修订，对国民党军的抵抗，最早的描述就是谢晋元团长大战四行仓
库和姚子青营长所部死守宝山。
 经过交谈和对资料的了解才发现，原来，当时宝山范围远不止一个宝山城，月浦、杨行、大场，甚至
“血肉磨坊”罗店，这些淞沪抗战中颇有名气的地点，都在当时的宝山县境内。
我们谈起宝山的抗战，并没有想到后来会谈到一架淞沪战场的中国飞机。
 宝山这个县，几乎可以说是淞沪抗战中打得最为惨烈的一个县。
 姚子青营死守宝山，的确是值得写进历史书中的。
关于姚子青营长的殉国，有种种的描述，但大体是文学性的内容而已。
因为，他这一个营五百余人，只有一个士兵最后活着离开了宝山。
而他离开的时候，姚营长还在组织最后的抵抗。
就是这个回来报告全营牺牲经过的士兵，还因为脱离战场，在报告完后足足挨了二十军棍！
 打的人流泪，被打的人毫无怨言。
 当时的中国军队，无论是属于哪个党派的，都有和日军拼死一搏的决心和勇气。
 即便是老百姓，纷纷组织起来支援抗战也有这种精神。
比如杨行镇，当地人组织了类似志愿者的团队，叫做保卫团，以小商人和工人为主，维持公共秩序、
抢救伤员等，成员都是当地的青年子弟。
 9月7日，宝山城陷落，日军随即进攻杨行。
随着前线形势越来越紧张，驻军511旅旅长秦霖少将自知血战难免，向我这位朋友先人所在的部门要求
当地民众支前。
这时，保卫团主动站出来表示不要拉夫，而由他们来担任支前工作。
 在杨行的第五次争夺战中，511旅据垒奋战，与敌军反复争夺阵地。
经过四天血战，因日军有舰炮掩护而且已经夺取吴淞要塞，只有轻武器、失去侧翼的国军部队伤亡极
为惨重。
保卫团与其他支援前线的民众团体冒着弹雨抢救伤员、运送给养，很多人死在战场上。
最终国军力竭，被迫放弃杨行向西撤退。
 秦霖旅长在阵前指挥的时候中炮（一说被敌机炸中）殉国，后获赠中将军衔。
就在同一天，510旅旅长庞汉桢少将也战死在淞沪前线。
秦、庞所部是广西军队，千里赴援，义无反顾，大部牺牲在这场战斗中，尸骨不得还乡。
他们战死的时间，离他们到达前线，只有区区一个星期。
 以萨看来，他们是中国人在抗战中最值得骄傲的牺牲。
 你要想一想，一个旧时代的军人，已经达到少将的职务，他却带着队伍走了比圣马丁远征还要远的路
，从遥远的广西长途跋涉到上海，然后在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面前血战到死。
 圣马丁的远征是为了一次辉煌的胜利，而秦旅长和他的袍泽们，只是为了把自己的血洒在抵抗外侮的
战场上。
 中国人就是用这样的精神保卫着自己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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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退后一步是家园》是萨所作抗日战争历史题材三部曲中的第三部。
与前两部作品《国破山河在》和《尊严不是无代价》的写法类似，这部作品依然是以在日本发现的抗
日战争史料为基础，试图从这个角度重现这场战争的各个侧面。
唯一不同的是，这部书增加了图片的份量，以用这种更加直观的方式，让读者进入那一段尘封的历史
。
    在阅读日本史料中的抗战历史时，有时会忍不住动了感情。
年届不惑，仍然不能自已，是一件令人惭愧的事情。
不过，当我自己重新看史料中那些年轻中国战士留下的影子，泪水依然要夺眶而出。
    那份民族的伤痛与骄傲，或许将永刻在一代中国人的心底。
    真情俯仰无愧，即便惹人笑话，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吧。
    有人会问，日本史料中的抗战历史，究竟和我们读到的有什么不同？
    对此，我想向大家讲一个故事，那就是对于中国空军英雄阎海文的死。
    阎海文(1916一1937)，辽宁北镇大市乡道台子屯人，满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北平，就读于北平东北中学。
1934年秋，考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
1936年10月毕业，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后，第五大队奉命派6架飞机支援陆军88师轰炸虹口日
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阎海文多次请战，终于争得出征任务。
8月16日阎海文在完成轰炸任务返航时，座机被敌高射炮击中。
跳伞时，因风向变化落入敌阵地，为敌包围，高呼“中国无被俘空军！
”壮烈牺牲，时年21岁。
同年9月11日，日本大阪的《每日新闻》特派员木村毅发回日本国内的一则报道，在日本列岛引起了强
烈震动。
感佩至极的木村在文中叹道：“我将士本拟生擒，但对此悲壮之最后，不能不深表敬意而厚加葬殓⋯
⋯此少年空军勇士之亡，虽如苞蕾摧残，遗香不允，然此多情多恨，深情向往之心情，虽为敌军，亦
不能不令我全军将士一掬同情之泪也。
”文章最后甚至惊呼：“中国已非昔日支那！
”    对阎海文的死，有很多报导，不同的版本，哪个是正确的。
第一个版本是说他落地之后被敌军包围，他拔出手枪，击毙三名日军，最后一颗子弹将自己打死，临
死之前高呼“中国无被俘空军”。
第二个版本是，他跳伞之后，敌人在追击他，他就开始跑，跑着，一边跑着一边回头射击，日军用枪
射击他，他这时候高喊“中国无被俘空军”，被日军用乱枪打死。
第三个版本是跳伞的时候，他的腿摔伤了，落地之后，落在上海的弄堂里，他敲了很多家的门，却没
有一个老百姓给他开门，他就跛着这条腿开始跑，在跑到中间的时候，日军追上来了，他没有办法，
就用枪自杀了。
那么这三个版本，大家认为哪一个是正确的？
    事实上这三个版本没有一个是正确的。
    在日本发现一本1938年出版的《上海十日战》，保留了一名日军海军中尉所写下的1937年上海战线
战斗记录，在其中我突然看到了一个名字，叫“阎悔文”，只差一点，我推测，淞沪战场中国没有叫
阎悔文的飞行员，莫非是阎海文？
    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此人正是杀害阎海文的凶手，他把整个过程全部记录下来，我们才能知道真正的
阎海文当时是怎么死的。
他的记录是这样，当时阎海文的飞机在轰炸日军阵地，轰炸的时候，他的飞机受伤了，被迫跳伞。
他跳伞的时候，突然发现下面是日军阵地，日军看到这个飞行员，在上面灵活地操作伞绳，试图飞越
一座高楼。
因为从空中看来，这个楼这边是日军阵地，飞过这个楼，对面是中国阵地，他要回到中国那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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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个飞行员拼命地朝那个方向飘飞。
日军开始绕楼追逐他。
这个飞行员真的飞过了这个楼，但是非常遗憾的是，飞过楼还有很大一块阵地控制在日军手中。
这时候他已经很低了，没有办法再操纵了，不得不向日军阵地上降落。
    这个时候中国陆军也开始冲锋，在拼命上来抢他，可惜的是，已经来不及了，这名飞行员落向日军
阵地。
日军纷纷把枪对准他，还有日军中间的中国翻译对他喊，说投降投降，此时这名飞行员就在相当于我
们头顶这个高度。
他在上面拔出手枪向下面射击，高呼“中国无被俘空军”。
这名日军军官正在看，旁边另一名军官一拍他的肩膀，对他说——打死他。
这个军官就拔出枪来，一枪击中了正在空中的阎海文。
当落地以后，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了他的名片，看到上面写的是阎海文(日本人写成了阎悔文)。
通过考证，这一天，在上海市区降落的中国飞行员，只有阎海文一人。
而《上海十日战》的出版，对中国宣传阎海文的事迹也没有影响，被湮没在史料中整整六十年之久，
也不似日方的反宣传。
因此，基本可以断定，这就是阎海文真正的故事，所以在真实的历史中，阎海文根本没有落到地面就
牺牲了。
    我甚至当年曾经相信第三个版本，觉得很接近，因为他这个描述很真实。
考察完真相后忍不住感到奇怪，这个过程中根本不可能出现上海百姓闭门不纳阎海文这样的事情，为
什么会凭空出现这样一个版本？
为什么有人会翻弄历史的真实，来故意在中国人的脸上抹出一笔污秽？
    所以在日本考证抗战史料，有时能够较为真实地重现历史的瞬间，揭示那场战争中真实的场面。
    有朋友问，你已经写了关于抗战的三部曲，今后，还会继续写下去吗？
    我想是的。
    理由呢？
    我想用我写的一篇文章来说明吧。
那是2010年中秋，我从一名日本书商手中收购一本东北抗日联军相关照片集的过程。
    当时，有位书商带着这部照片集来找我，我很想将其收购，但又觉得价格太高。
将他送走后，我写下了下面这篇文章——    雪原犹闻荡倭声    昨天，从寻访北洋水师的考察中回到家
中，接到一个日本旧书商的电话。
因为我经常从他那里购买旧图书，所以他发现与中国有关的旧书，常和我联系。
这一次，他告诉我有人愿意出让一部其先人留下的照片集，问我有没有兴趣。
    根据描述，这部照片集的主人原是一名日本二战时期下级军官，名叫铃木。
此人1957年被征召从军，到达中国东北，故此，拍摄了很多当时当地的照片，此人死后，其照片集被
作为遗物送回日本。
其遗族将这部集子捐赠给一个老兵会组织。
现在，这个老兵会因为人员死亡殆尽，仅有第二代成自不能维持已经解散，这部照片集遂为书商所收
集。
因为刚刚考察回来，十分疲倦，我有些犹豫。
那住书商大概感到了，于是提醒我这部集子中有很多当时战斗的照片，他知道我对军事历史感兴趣。
他认为这可能是我想要的东西。
    战斗？
当时东北的日军在和谁战斗？
    我忽然意识到——那是东北抗日联军啊！
    因为条件太艰苦，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斗历史，极少照片佐证，假如这部照片集与他们相关，其历史
价值难以估量。
    我于是决定立即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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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照片集颇为精美，镂制的封面显示其质地颇为不菲。
    我迫不及待要看，但又不能表现得太急切，于是，上茶，谈天，然后，才是看货。
    从扉页来看，是日军军官铃木在“满洲国”的个人留影。
    粗粗看来，其内容颇为丰富，例如，日军的慰安所和“满洲慰安妇(即强迫中国女性担任的慰安妇)
”。
    但是，很快，就发现了一张又一张与战斗有关的照片。
    1938，抚远，大讨伐中与“匪”战迹；    1958，冬季，林口河岸，在追击退却中的抗联部队；    突袭
抗联营地的时候，铃木的战马被抗联战士击毙；    战死于大雪之中的抗联战士(桦川)；    火葬被抗联击
毙的日军少尉桶口；    因为在谈购买，按照不成文的规矩，不好拍摄其内容，以上照片，是我用随身
带的小照相机匆忙中偷拍的。
    我想，没什幺好说的了，我说你开个价吧。
    这位书商和我算是老打交道了，人品不错，他开了一个如此的价格：    第一，要买必须全本，不能
分着卖；    第二，小号照片(我看在2寸以上)一张100日元，中号照片一张200日元，大号照片一张500日
元，相册本身和铃木的照片说明白送。
    这个价钱公道吗？
他拿着计算器问我。
    公道？
我心中觉得他的价钱，确实很公道T。
要知道，这不是印刷品，而是照片，底片也大概早就毁掉了，具有独一无二的性质。
1938年的老照片，100日元，也就是8块人民币一张，这实在不能算贵⋯⋯    不过，我还是没法接受这
个价钱。
    因为这本相册的照片太多了，共计八百余张，里面很多与抗联无关，是在华日军的生活照、和苏军
的对峙、当地风景人物等，如果都是小号的，要八万日元，里面还有中号和大号的，书商算下来，共
计要十万六千多日元。
    这样，就折合人民币八千多元。
    萨是工薪族，花八千多元买一本相册，还是要讲讲价钱的。
    我们谈了，价格降到十万日元，书商再不肯降，说再降就没有利润了。
    我说你收这个相册一定花的钱没有这样多。
    书商笑笑，还是不同意降价。
    因为天太晚了，我们决定明天(也就是今晚)再谈，我开的价钱是6万日元，相当于5，000人民币，我
的心理价位，再高一两万，也可以接受。
    不过，今天上班，却总有点儿神不守舍。
    总觉得那些照片在呼唤，特别是有一张我看到的照片上，一名牺牲在雪原林海中的抗联战士死不瞑
目的面孔。
    我可以想象，在百倍敌军的重围中，这名抗联战士边打边退，直到在这片松林中被敌弹击中，他卧
倒，用手枪继续抵抗，又接连被命中，终于牺牲。
但直到战死，依然保持着射击的姿势。
日军小心翼翼地接近，一名日兵用脚踢开他的枪，把抗联战士的面孔翻过来，证明他确已死亡(他的腿
依然保持着军人射击的姿态，却面孔后仰，右手甩在一边，故此我如此推测)。
这时，携带着相机的铃木走过来，拍了这张照片⋯⋯    1958年，东北沦陷已经七年了，他们是怎样战
斗过来的？
他们可知道在南面，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已经开始？
    不知道这些照片背后承载了多少历史。
    这一天都让我不安。
    如果这部影集被别人买去，我会怎样后悔呢？
    算了，今晚再去，哪怕他不肯让价钱，我也要把它买下来。
    那一天一直心绪不宁，而很多朋友已经来与我联系，愿意分担费用，唯一的要求——把它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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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下班，飞快地取了钱，赶到书商那里，终于把这部照片集拿到了手。
    我写了一篇博文来说这件事——    所有照片都已到手，说明的一部分的原件已经遗失，但老兵会有
打印件，会在最快的时间内寄送过来。
粗粗翻阅一下，包含的照片主要反映了1958年前后日军在汤河、依兰、桦川、萝北、林口等地的作战
活动，拍摄者铃木还曾被调到宝清和公主岭集训，专门研究对抗联的作战。
在此期间，他又随其他部队“实习”，在长白山和抗联部队进行了战斗。
铃木的驻地在杨荣围子，是日军在黑龙江省东部和抗联作战的一个前进据点。
已经在标注中发现了“赵尚志”的名字，希望这部照片柴，能够对研究抗联和整个东北抗日战争史提
供新的参考。
这本相册，十月，我会把它带回国。
    这是一个很好的中秋节，虽然我已经基本忘掉了中秋节的感觉。
日本没有中秋，但我也不甚在意，前几天，上海文广电视台拍摄中秋专辑，找了我做嘉宾，问到我对
中秋节的感受，我的回答是：中秋只在我心中，而不是在日历牌上，所以，我们可以把每一天作为中
秋节，日期并不重要。
    今天，世界越来越小，小到48小时以内，你可以从地球任何一个角落赶回家；我们的家却越来越大
，大到我们的家人可能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所以，中秋是哪一天并不重要。
    从书商那里出来，抬头看到一轮明月在云中穿行，却有无限感慨。
    天虽然黑，但我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当我发出前面的文章《雪原犹闯荡倭声》，谈起一点困难的时候，有那样多的朋友伸出手来，令我感
到十分温暖。
    我倒觉得今天是一个感恩的日子。
    感谢卖书人的宽厚。
    感谢家人的理解。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冥冥之中抗联的英烈们让这本带着我们的历史的孤本照片集，无巧不巧地落人我们自己人的手
中。
      于是，这个中秋就不再平常了。
有这样的经历，您说，我能够停下来吗？
    萨苏    2010年1O月25日于日本伊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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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大奈河支流的战斗中，我们俘获了一名重伤的中国兵。
看起来他还完全是个未成年的孩子。
素以豪毅自诩的岛田中尉走到他的身边，温和地（用中国话）说：“你辛苦多多地。
”　　那名中国兵没有回答，口中只是喃喃地念道“中国，中国（原文为日语’ッソコッュ），我是
根据发音辨认出其中的含义）。
”　　他的目光一直望着东方，重复着这两个字，直到气绝。
　　——选自《死谷胡康的持久防御战》 井上成原日军十八师团55联队大队副官，陆军大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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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退后一步是家园: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典藏版)》中的题目涵盖极广泛：从白山黑水到铁血淞沪
，再到遥远的南国；从装甲列车，到飞虎雄鹰，再到埋地雷的土八路、搞除奸的军统特务等等，共同
形成了一幕抗战群生像。
希望喜欢历史的朋友都来看看《退后一步是家园: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典藏版)》吧。

Page 1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退后一步是家园>>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