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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丛书在编纂体例上，既照顾丛书的完整性，又兼顾各专题的相对独立性，尽量做到点面结合。
在学术观点上，尽量照顾、尊重各作者个人的观点，不做统一要求，只要论从史出、逻辑严密、自圆
其说、利于学术之发展与繁荣、符合本丛书的主旨，我们即予承认。
    本丛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关照。
身经抗日烽火的杨得志将军为本丛书作了序，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专家学者等都关心着本丛
书的问世，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对本丛书的编辑出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这样，才使本丛书在政治上、学术上更加全面、完善、健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同志，为本丛书的出版付出了十分艰辛的劳动。
在此一并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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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敖文蔚，1945年生于湖北监
利，196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
系。
现为该系副教授，中国现代史
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
著有
《中国近现代社会与民政》，合著《鄂
豫皖苏区历史简编》等，发表《武汉
保卫战整体观》等抗战史、社会史论
文30余篇。
现正参加多卷本《中国
社会通史》的编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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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日军进攻武汉的起由　　2．抗战的武汉行都　　首都是国家最高政权机关所在地，是全
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的中心。
它代表该国家的尊严。
在历史上，侵略者总是力求尽快占领被侵略国家的首都，日本帝国主义也不例外。
　　“七七”事变后的第四天，即1937年7月11 日，日本政府决定动员15个师团的兵力，从华北和上海
两个方面挑起战火，实行对中国的全面侵略。
日军急于进攻上海，是因为上海不仅为国际都市及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之一，而且是通向中国
首都南京的门户。
一旦攻占上海，南京便岌岌可危。
11月下旬，日本华中方面军即向大本营建议，“为了解决事变，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具有最大的价值”
。
于是，日军在占领上海后，便分兵5路，声势汹汹地向南京进犯，妄图以强兵迫使国民政府屈服，实
现其控制全中国的狼子野心。
　　面对日军新的进攻，蒋介石一面召开国防最高会议，作保卫南京的部署，一面决定从11月16日起
，将中央党政军机关撤退到武汉、重庆等地。
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明确宣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
驻重庆。
”并表示，“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
　　虽然宣布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但中央党政军主要机构及人员则大部移到武汉，武汉成为全国政治
、军事、经济、外交和文化的中心。
　　国民政府各院、部、会的迁移十分复杂。
但总的看来，凡与军事有关者，大部分迁入武汉，只有极少数迁往临近战区而交通较便利的城市，其
余则转移到重庆。
但一些迁入重庆的机关为了工作方便也在武汉设置办事处。
当时，内政部、外交部、财政部、卫生署及经济委员会等都在武汉办公。
南京失陷后，原首都警察厅人员来汉，也编入内政部。
经济部成立后，在汉口扬子街商品检验局建立了办事处。
国民党中央党部也在汉口设立办事处，其宣传部长邵力子驻汉主持该部工作。
交通部迁往昆明。
实业部在长沙设有办事处，其代理部长程天固则留在长沙掌理部务。
作为战争环境中的临时首都武汉来说，最重要的是，迁来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各机关（见表），国
民党政府的首脑人物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于右任、孔祥熙、张群、何应钦、白崇禧、陈诚、邵
力子、陈立夫和何键等都集中在武汉；同时，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也设在武汉，因而武汉
成为全国抗战的指导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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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套大型丛书，汇集了国内名家研治抗日战争史的精心之作，时间上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下
迄于1945年9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内容上包括“政治系列”、“经济系列”、“军事系列”、“综合系
列”等。
每书专门研究一个方面或一个问题，既深入透彻，亦全面具体，许多结论、观点都突破了过去学术界
的习闻常说，显现当代学人的求真求实的学术情怀。
全套书构成对整个战争的全面、真实的大写真。
可读性强，许多史事的反映都出乎意料，大量征引的资料都鲜为人知。
的确是人们了解中华民族和现代崛起和了解抗战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的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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