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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5年9月2日，是日本正式签定投降书的日子。
中国对日作战最早，牺牲也最重，因而获得了在密苏里战舰上第一个签字的荣誉，9时10分，中国代表
徐永昌上将(军令部长)在日本降书上签下胜利者的名字。
那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对中国、对盟国，对整个世界的和平都意义深远。
    在我印象中，那时留下的最好的一部书应该算是曹聚仁、舒宗侨两位先生编著的《中国抗战画史》
了。
这本由联合画报社于1947年出版的著作尚未受党派偏见的影响，它不仅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图像资料，
而且文笔活泼、结构谨严、观念公允，就一本综合性图文书而言，它的立论与视野至今仍然无法逾越
。
自此而后，一部完整的抗日战争史被割裂了，至今尚在修补但仍然未尝愈合。
用台湾制作的记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与中央电视台刚刚播放的记录片《抗战》做一比较，就能够
知道这之间认知的差別有多大了，对想进一步了解抗日战争历史真相的观众，难免有怅然若失之感。
毋须讳言，在这两部片子中，对战争中最重要的内容有着程度不同的遮蔽，虽然离抗战胜利已经60周
年了，可1931年到1945年间发生的一切依旧是模糊不清甚至是被人为扭曲的。
    随着年深日久，战争的残酷已经被淡忘，战争的实况已经模糊。
日本人虽一直有所反省，但这个反省越来越变味，以致朝鲜、韩国、中国等受害国的国民和政府都觉
得这个国家的忏悔言不由衷，不仅言不由衷，而且正在试图掩饰真相，甚至还有些人要证明日本发动
侵略战争的合理性。
为此，笼罩中日关系的气氛被冷    ，却了。
    抗战历史是我一直关注的。
1985年我在南京大学开始撰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就选择了抗战前期国民政府的对日战略的课题。
工作以后，研究断断续续，但没有完全中断，先后参与过《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复兴的枢纽》
、《中国抗日战争：1931-1945》等书的撰写，自己也出版过《绘画本抗日战争史》、《影像与断想：
抗战回望》等书。
    判定历史事件的历史价值常常需要深远的眼光，常常需要跳出事件本身而登高远望，我相信时间愈
长，中日战争的非凡意义就会愈加凸现出来。
因为放在世界史的角度来观察，第一次中日战争及《马关条约》的签定是中国国际地位沉沦的真正开
始。
第二次中日战争则是中国重新崛起和复兴的起点，就像本人也曾参加写作的一本抗日战争著作的书名
所形容的，是“复兴的枢纽”。
这次战争也是日本失去亚洲霸主地位而只能专心于经济发展的关键。
     但两次战争有非常大的不同，第一次中日战争是围绕朝鲜的控制权而引发的，是一个传统农业帝国
与新兴工业帝国的战争。
战场局限于朝鲜半岛辽东一带。
而第二次中日战争，使中国大部分精华地区变成了战场，中国是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战争时间更延
续了14年之久，战争造成的财产损失与人员伤亡都是第一次中日战争无从比拟的，而战争的结局对中
国、对东亚和对世界的影响也同样是第一次中日战争无法比拟的，经历了这次战争的冼礼，沉睡的中
国人民开始觉醒了，新生中华民族的所作所为不断震憾世界。
     本书所谓“写真”一是想通过文字与图片对战争的概况作全景式的介绍，一是因为本书重心偏向照
片，而照片即为“写真”。
抗战照片的完整与清晰是至关重要的。
但在这方面，我国一直留有严重的缺憾，长期以来，抗战照片既不完整，找到的也不够清晰。
     如果论及所收集照片的质量，则首推台湾的徐宗懋先生。
他寻找到的照片清晰度之高令人兴奋不已。
2002年，我有幸与徐先生合作，他提供图片，而由我来撰文，写成了《影像与断想：抗战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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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些照片虽然已经在20世纪年代出版的抗战书籍中见到过，但质量并不如意，当重新面对徐先生
提供的清晰逼真的画面，依旧带来心理上的震撼，毕竟文字与画面总有它们不同的审美韵味。
     本书的意图是比较公允地反映1931年-1945年抗日战争的实况，除了中国的情况，对日本方面也予以
相当的篇幅。
这点也许算是本书与同类书有所不同的地方，这些内容相对集中于每年的年度大势中。
     本书采用编年的结构，每年有一综合性的叙述，内容重点放在战争方面，但也不局限于战事本身，
对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国际形势等也多有触及，目的是想让读者对战争以及围绕战争的社会氛
围有个总体的印象。
但抗战的历史内容庞杂，本书文字有限，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嫌。
     1931年至1945年是本书的表现范围。
中日战争绵延14年之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持续时间的两倍(1939年-1945年)。
要表现这场战争是一件极复杂、琐碎而又敏感的王作。
虽然全景式地描述这场战争，对每个研究过抗战的人都有着无法抗拒的诱惑力。
但到现在为止，成功之作罕见。
笔者编撰这部书只是想在这方面作一最浅显的尝试，自知离完善之境尚远。
不过，笔者会不懈地向这个方向努力。
表现抗战就得有抗战的毅力，坚持才能成功，这也是本人研究抗战历史中所得到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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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民众却始终无法忘怀。
原因之一是那段为民族生存而战的历史太过血腥和惨烈，注定要铭刻在每一个华夏子孙的心底；原因
之二是侵略者面对中华民族的大度，却始终不肯为此真心忏悔和深刻反省；原因之三是那场横亘于中
国现代史上的战争，由于搀杂了民族内部的恩怨，至今尚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未能披露于世人面前
。
 　　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抗日战争发生的年代渐行渐远，战争的残酷不免淡化，战争的史实逐渐
缺失，战争的面目已经模糊，因此真实而全景式地反映抗日战争，就成了历史学家的当务之急。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和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搜集了大量宝贵而罕见的文字和图片资料。
以此为基础，撰成这本编年体的宏篇钜制，目的就是摒除以往对抗日战争模糊不清甚至人为扭曲的认
识，全面而形象地呈现那段血与火的过去。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沉沦到荣光>>

作者简介

李继锋，1962年生，江苏高邮人，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江苏行政学院教授。
专攻中国近现代史，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华民国史、近现代中国政治制度史、抗日战争史等。

　　编著有《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史》、《图片中国百年史》、《图片二十世纪中国编年丛书》、《影
像与断想：抗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沉沦到荣光>>

书籍目录

1931　东亚历史的分水岭  本年大势　“九一八”之夜　石原们的野心　江桥的抵抗　制造北平天津骚
乱以扩大侵略　东北之殇　狂热的岛国1932　南与北：孤独的抵抗　本年大势　锦州、哈尔滨被占  东
北沦陷　鼎盛期的东北义勇军　十九路军与“一·二八”淞沪抗　伪满洲国的出现　国际联盟的介
入1933　城下之盟　本年大势　山海关的尴尬　热河的耻辱　长城鏖战　日本退出国联　困境中的东
北义勇军　飞行热1934　中国：岛国的后院？
　本年大势　溥仪：从“执政”到“皇帝”　新生活运动　叶木花之死和藏本英明失踪案　中东铁路
的买卖1935　谷底  　本年大势　华北的危局　“一二·九”运动　进退维谷的国民党1936　殊途同归
　本年大势　西安事变　日本的“二二六”事件　救国会“七君子”　华北：演习中的对抗　绥远的
捷报1937　到了最后关头　本年大势　卢沟桥的见证　平津沦陷　上海：四个月的恶战　八路军东进
和平型关大捷　山西：日军的泥沼　南京的陷落1938　以空间换时间　本年大势　堡垒般的山西　以
徐州为中心的津浦线作战　以水代兵的花园口决堤　保卫大武汉　晋察冀：第一个敌后根据地1939  积
小胜为大胜　本年大势　胶着的正面战场　鲜为人知的冬季攻势　共产党武装的迅速成长　白求恩医
生与战地救护1940　窒息时刻　本年大势　八路军的百团大战　张自忠的牺牲与宜昌失守　大轰炸下
的重庆1941　内与外　本年大势　皖南事变与国共关系的冷冻　长沙：正面战场的焦点　敌后军民的
困苦　租界：不再是避难所1942　结盟后的远征　本年大势　三战长沙：盟军的唯一亮点　　远征军
入缅与蓝姆伽训练　敌后根据地：最艰苦的岁月1943　光与影　本年大势　敌后根据地的复苏　湘西
的常德会战　后方工业的困顿1944　两条生死线　本年大势　大陆交通线与日军的“一号作战”　驻
印军反攻缅北　滇西之战与中印公路的开通　敌后军民由守转攻1945　永载史册的胜利　本年大势　
苏联出兵东北　受降的荣光：从芷江到南京　战犯审判、日俘日侨遣返与战争赔偿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沉沦到荣光>>

章节摘录

1931　东亚历史的分水岭　本年大势民国二十年，即公元1931年，这是令人无法忘怀的一年。
经历过这一年的国人遭遇到数十年一遇的洪水、统一之局的破裂、国共内战与日本对东北的入侵等多
种的劫难，留下了抹不去的沉痛记忆；而后代人从这一年的历史中感受到的依然是遗憾、惊讶、愤懑
和屈辱。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大方向一旦形成，轻易不会改变，可是就像黄河也会改道一样，在重力压迫下
历史也会突然偏离固有的方向。
无法不承认，1931年就是这样的关键性的一年。
这一年秋，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多年形成的东亚的“均衡格局”就此被
打破，从此亚洲大陆和太平洋上已无安宁之日，直到把中、日与周边的国家都拖进战争的旋涡而后已
。
其实，刚进入1931年的时候，中国人是有理由怀着美好的期待的。
当时中原大战已经尘埃落定，不管这次空前内战起因的是非曲直，它已经结束了。
旷日持久的内战终于告一段落，苦于战争的民众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
内战的平息也有利于国家的重建与经济的发展。
南京的独裁者蒋介石睥睨四周，军中旧敌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都已经遭遇到沉重打击而纷纷
流亡。
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跨越国境，远走越南；山西的阎锡山被迫离开经营多年的山西，躲到了大连，
并得到了日本人的庇护。
冯玉祥的处境也同样悲惨，他经营与统率的西北军系统已经分崩离析，只有二十九军宋哲元将军还能
够为他在山西一隅提供一个避难所。
党内敌手如汪精卫，已经狼狈流亡香港。
蒋介石和从东北入关的张学良将军巳结成了稳固的联盟，共同主宰着整个中国。
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真正受到已经肆虐欧美和日本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巨大冲击，统一的再度出现
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实业界当时的气氛是很乐观的。
但这个稳定只维持了数月，蒋介石和立法院长胡汉民又发生政治歧见。
骄横的蒋介石将胡汉民这位国民党的元老软禁在南京东郊的汤山。
这个冲动、粗暴、缺乏政治智慧的举动，立刻使国民党内部再度发生分裂，同情胡汉民与厌恶蒋介石
的政治人物重新集结，广州甚至出现了新的“国民政府”。
统一之局重又破裂。
国民党内部的再度分裂使国家立即处于危险的境地。
而这年夏秋，发生了波及整个长江流域的特大水灾。
武汉等城市被汹涌的江水灌入。
这场水灾不仅让成千上万的居民丧失了生命与财产，还使一亿多民众的生活立即陷入了困境。
恢复正常生活及繁重的救济善后工作使各级政府焦头烂额。
另外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与国民党之间的战争。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夕，东北形势已经极度紧张。
蒋介石明知东北的危机，却集中30万大军并亲任总司令，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
围剿”，耗费了大量的军力和财力。
中国内部的剧烈动荡使日本的激进军国主义分子感到有了可乘之机。
他们早就图谋占领我国东北。
经济危机带来的焦灼感更使日本国内的扩张主义者把占领我国东北视为解决其国内经济萧条的关键所
在。
当日本关东军在9月18日夜按照预定计划在东北挑起事端的时候，中国政府完全没有做好处置这一巨大
灾难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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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北将领缺乏断然抵抗的决心与行动，到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一味地指望国际联盟的干涉
，使这一场有可能加以控制的事变演变成为了无可挽回的巨大灾难。
3个月的时间里，日本关东军完全占领了东北三省。
整个世界为这一幕的发生而瞠目结舌。
从此，日本侵略的魔影紧紧笼罩着中国。
中国人民已经无法回避这一生死悠关的问题。
这个巨大的阴影深入到了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考、决策与行为
。
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甚至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因为日本占领东北这一可怕的事件而发生了改变。
“九一八”事变也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
事变后第三天，中共中央即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并提出武装抗日和建立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九一八”之夜1931年9月的东北，凉意已深。
18日夜，一轮满月高挂于清澈的夜空，皎洁的月光轻抚着东北的黑土地，大地泛着霜白的宁静。
奉天（今沈阳）城北约4公里处，有一座名为北大营的军营，晚上10点时，军营里的6000多官兵们早已
酣睡。
他们隶属中国东北边防军第7旅，该旅是东北军中的精锐。
距离北大营约800米处，有个地方叫柳条湖，到处长着茂密的高梁，日本人经营的南满铁路从这里通过
。
那天夜晚，在铁路的两侧，驻防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还在奉天附近进行军事演习，演习从白天就开
始了。
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日军组织了50多次的军事演习。
进入9月以后，高密度的实枪实弹军事演习，不断地进行，军队进入了一级备战状态。
不断的枪炮声，已经成为东北军民日夜最为熟悉的噪声。
就是在这司空见惯的训练中，关东军完成了全面进攻东北的缜密而有效的准备。
关东军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保护南满洲铁路的安全，但在9月18日10点20分，沉闷的爆炸声骤然响起。
在现场，南满铁路的路轨被炸开了2米。
就在这并不起眼的残迹，也就是不到2米伤口的路基上，拉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也拉开了人类有史
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惨烈的序幕。
　 爆炸几分钟以后，日本军队在夜色中扑向北大营。
睡梦中的第七旅士兵被枪炮和呐喊声惊醒。
他们得不到旅长王以哲的指示。
因为这位备受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喜爱的将领，当夜没有宿在营中。
值班军官直接打电话向沈阳城中的参谋长荣臻请示处置措施，荣臻见事态严重，向坐镇北平的张学良
请示。
很快，他被告知张学良正在同英国公使一起看京剧，联系不上。
在这紧要情况下，荣臻脑海中浮现的是张学良避免与日军冲突的严令，于是，他给惶恐和摸不着头脑
的北大营的官兵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领营房，均可听其自便。
”营房中的官兵在混乱中开始突围和撤退。
许多人甚至没有武器，大量武器已经集中起来，锁在仓库里了。
他们当然也不知道如凶神恶煞般涌来的日军还不到他们数量的十分之一。
也不知道以前这些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日军为什么突然要攻击他们。
他们是军人，只能接受上级古怪的命令，这个命令不是要他们战斗，而是逃生，哪怕缴械也行。
这些本该保家卫国的战士，在上级的命令下莫名其妙地成了逃难者。
但日军并不关心中国军队的和平态度，他们攻入营房内用日本刀和步枪杀伤不准备抵抗的中国军人。
王铁汉团长的六二。
团没有能够及时接获撤退指示，面对毫不留情的日本士兵，他和他的部下不得不进行自卫性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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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北大营中、日军队最激烈的交火。
19日上午5时5 0分，日军全部占领北大营。
第七旅在付出了死亡官兵149、负伤173名的代价以后到了东大营，但这里很快也被日军占领，便衣返
回军中的王以哲旅长后来领着这支伤心的军队辗转到了锦州。
这是大悲剧的开端，也是耻辱的开始。
日本进攻的军队只有数百人，而北大营的中国军人有6000多人。
但统帅他们的将领根本缺乏战斗的意志和准备。
柳条湖爆破以后约1小时，即9月18日夜11时18分，参与阴谋的花谷正以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
名义，给旅顺的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东京的陆军大臣南次郎发出了第一封电报：“18日晚10时半
许，暴戾的中国军队在奉天北面的北大营以西，破坏满铁线，袭击我守备兵，与我前来之一部守备队
发生冲突。
据报告，奉天独立守备第二大队正向现场出动”。
半小时后，他再次发报撒谎，说中国军队不断增加机枪和野炮，日军兵少，陷于苦战。
旅顺，是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
接到事发报告之后，关东军司令部立刻举行紧急军事会议，与会参谋大多参与了事变的密谋。
他们一致表示，关东军必须立刻开始对中国军队进行打击，着手占领东北所有的军政中心。
本庄繁司令官立即很乐意地接受了建议，并追认了坂垣先前以他名义发出的作战命令，下令关东军全
面投入作战。
在“满铁”的协助下，他当晚就将关东军司令部移往沈阳，就近指挥。
在北大营遭遇攻击的同时，日军第二师团第二十九联队开始向沈阳城区进击，第二师团（又称仙台师
团，二战时日本军队是按地域招募的，1931年4月从日本本土调来，适合寒冷地区作战）袭击沈阳的督
军公署。
他们遇到的抵抗很轻微。
清晨6时30分，日军占领沈阳内城，控制了各政府机构、警察所和通讯设施。
北宁路车站被占领，与关内的交通陷于中断。
数十万沈阳市民一觉醒来，悲伤地发现青天白日的国旗已经换成了刺眼的日本太阳旗。
与沈阳遭受同样不幸命运的还有南满铁路沿线的许多城市。
　 失陷地点 失陷时间　 安东 19日上午6时45分　 本溪 19日上午4时　 盖平 19日上午4时　 鞍山 19日上
午4时　 沈阳 19日上午6时20分　 营口、田庄台 19日上午5时半　 开原 19日上午5时半　 四平街 19日上
午5时半　 长春 19日下午2时　 抚顺 19日上午8时半　 海城 19日上午8时半　 辽阳 19日上午8时半　 营
口 19日上午5时半　 铁岭 19日上午8时半　 昌图 19日上午5时半　 公主岭 19日上午8时　 宽城子 19日上
午3时　 一夜之间，这些城市都成了日军的囊中之物。
占领进展的顺利超越了关东军自己的预料。
一个昼夜失地千里，这在中外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如今，在东北最大的都市沈阳，竖着一块纪念碑：“残历碑”。
碑上的累累弹痕中镌刻着一个醒目的日期：“九一八”。
最近10年来，每逢这一天的夜晚，沈阳的上空便响起连续而尖利的汽笛警报声。
它提醒如今和平的居民们，就是在1931年的这一天夜晚，当时还名为奉天的沈阳遭遇日本军队的突然
入侵。
就是从那一个夜晚开始，东北、中国、东亚乃至世界亿万人的人生轨迹因此而改变。
走上歧途的军国主义日本把这个世界推进了流血、流亡和屠杀的深渊。
石原们的野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于“九一八”事变，而“九一八”的首谋是日军的石原莞尔中佐
。
众所周知，关东军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尖兵，而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和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
两位校级军官便是策划“九一八”事变的两个中心人物。
但在战争结束后的东京审判中，坂垣作为战犯受到处罚，石原却免于法庭起诉，只是作为证人受到传
讯，出庭作证。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沉沦到荣光>>

这个喜欢收藏拿破仑塑像的小个子军官深通战略。
根据他的逻辑，将会发生一场决定世界命运的最终战争，战争的原因是东方精神价值和西方物质价值
的冲突。
本来，他把美国看成是西方文明的代表和决战的对象，但随着苏联的兴起，他认为苏联是近在眼前的
最大威胁，而日本的军事力量已经远不是苏军的对手。
占领中国东北是他战略计划中的第一步。
石原有着不同于其他显得循规蹈矩的日本军官的思维。
当他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人甚至这样评价他：“石原的头脑是陆大创建以来最为出类拔萃
的。
”后来他曾经到柏林学习，研究欧洲的军事史，对克劳塞维茨等西方军事理论的了解，不亚于其他日
本军官熟悉日本近代名将东乡平八郎或者大山岩的著作。
他的住所收藏着许多拿破仑的塑像，他崇拜这位法国征服者。
他要在中国东北实现这一征服梦想。
这位个头矮小的军官，为了实现这个梦，筹划、等待了整整3年。
1928年10月，他来到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出任参谋，担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的助手。
这位河本大佐在四个月前制造皇姑屯爆炸案，谋杀了东北的统治者张作霖。
石原到来以后，当年就和河本制定了《攻取奉天城计划》，提交关东军幕僚会议讨论。
计划立足于以寡敌众，万一发生事变的时候要“闪电般的消灭奉天附近军队，推翻其政权”。
半年以后，河本停职，顶替他的是坂垣征四郎大佐，他和石原是武汉的旧相识。
他们成了“远东阴谋”的轴心。
1929年7月，石原等组织了参谋“旅行”。
当时声称目的是“研究对苏作战计划”。
但他们的真正企图是为了准备武力对付中国的东北军，为此，甚至研究了哈尔滨与海拉尔等地的攻防
问题。
在开始旅行的7月4日，石原在长春发表了《对现代战争的考察》的演说。
石原有他特别的理念。
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欧洲民族的最后决战，不能够称为世界大战。
只有将要爆发的下次世界大战，才是真正的世界大战。
也是人类最后的大战。
它将是以飞机为武器的毁灭性战争。
最后的战争将在代表东洋文明的日本与西洋文明的美国之间产生。
就像一位日本研究者所说的，石原等人的思想是以“20世纪反革命的最激进最好斗的面目出现的日本
式军事法西斯”。
演说以后，他提议就东北的统治占领问题进行研究。
事后，石原感慨地说：“长春的这一夜，是满洲事变前史的第一页。
”后来石原一心研究满洲占领地区的行政问题，并在1930年付印。
关东军的参谋长三宅光治看到书以后说：“这玩意儿以后能用上就好啦。
”他一页也没有看就签了字。
石原的答复是：“你签字就行，两年以后准能用上。
”在“旅行”的第三天，他作为“旅行”课题提出了（《作为扭转国家命运之根本国策的满蒙问题解
决方案》，内容是“若准备对美作战，就要立刻对中国作战，坚决把满蒙政权握于我手中”。
后来，他还与坂垣一道说服关东军司令官和东京的军事首脑们相信迅速占领东北是必需的，南面可以
对付中国，北面可以防御苏联，东北成了日本的战略供应基地，补充日本矿产资源的匮乏，所谓“以
战养战”是他战略的最好概括。
1947年5月，在山形县酒田市的临时特设法庭上，石原对新西兰法官艾利曼·诺思克罗夫特表示：“满
洲事变的中心是我自己。
就是锦州问题、满洲建国问题也都是因为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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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把我作为战犯逮捕呢，不可思议。
”石原不承认满洲事变是下克上，如他所说，第一，因为满洲日中军队冲突危险日增，关东军应该作
好用武力达成任务的应变准备，这是基于陆军中央统帅部的命令和指示。
关东军向军部提出积极意见，甚至屡次激烈争论，“但从根本上，可以断言，在军队的统帅、作战方
面一次也没有违背命令或者指示”，不是下克上的行动。
石原并没有推卸他在“九一八”事变中的责任，他的证词只是表明，他当时的计划不仅得到关东军少
壮派的认可，而且在事变发生后，立即获得关东军司令的认可，而东京的军部也给予支持与赞许。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沉沦到荣光>>

后记

2005年8月24日，对我来说，是很值得纪念的一天。
因为这天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三个节目我都有幸参与了，它们分别是大型纪录片《抗战》(策划与总撰
稿)、《一个时代的侧影：中国1931—1945》(史学统筹)与《艺术人生抗战特别节目——十个人和他们
的十部作品》(撰稿)。
此外，就是手头上的这本书也在这天修改完毕，欠的这笔文债好歹算是还了，当然代价是一个完整的
暑假在忙碌中彻底报销。
    书稿虽成，但还是留下颇多遗憾，毕竟本书是匆忙而成的，而最后修改定稿时，正好身在北京数月
，手头缺乏参考书籍。
在此之前，虽然图片早巳有收集，但文字却一直无暇顾及。
去年以来，我一直在电视界与学术界间不停游走，有时颇因思维的过度跳跃而苦恼，也为时间的局促
而犯愁。
如果没有出版方的督促与耐心，没有他们的费神费力费时的协作，这部书是编写不出来的。
我非常感谢齐物秋水图书公司总经理张明先生，因为他的策划并多次提出删改意见，本书才能够以现
在这个面貌出现。
    坦率地说，本书的价值在图片，而不完全在文字。
对照片的重视还得回溯至十年前。
那时我因朋友之荐，参与了《图片中国百年史》一书的编辑，主要负责1950年以前的一段。
因为这一王作，我开始有意识地寻找并接触到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这些照片能够将我们带入到历
史的现场，感受到历史的真实。
出版这本书的山东画报出版社后来为了更好地利用编辑这本画册所余下的照片，便有了《老照片》的
创意。
《老照片》问世以后，深受读者的喜爱，后来被评价为1997年出版界的最重要现象之一，直到今天，
连续出版的该书仍然畅销不衰，读者群相当稳定。
该书出版带来了图文书热，也使得老照片的价值受到世人与学界的关注，从此老照片的市场价便扶摇
直上了，结果也使得我自己在为本书收集图片时多付了许多成本。
    照片是历史研究中最原始、最直观的素材，而研究历史是我的爱好，也是职业。
从小学三四年级，我就喜爱历史。
考大学时，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南京大学历史系。
直到现在仍然靠历史研究与教学为职业。
在此，我衷心感谢我的恩师茅家琦教授和张宪文教授，是他们把我带进了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领域，
从此，我对这段历史的好奇心就再也没有消退过。
我自知学术上离两位先生的期待甚远，但正是这种无形的压力使我虽然时有散漫但并不敢长期懈怠。
最后，我要向我的妻子陈庆琳致谢。
她的自身王作已经非常繁重，但在我逗留北京暂时无暇顾及家庭的时候，她一个人默默承担了所有的
重担，而且还不断给我精神上的鼓励与慰籍，使我能够有灵感和精力完成此书。
李继锋 2008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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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沉沦到荣光:抗日战争全记录1931-1945》作者李继锋，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中国选择了“三九
”（9月9日9时）这个良辰吉时，在南京黄埔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旧址举行了受降仪式。
这天早晨，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及其幕僚按中方要求解除武装，并把军帽摘下，在规定时
间走进会场。
在会场正面的桌子后面，坐着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
在他的左右是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陆军副总司令顾祝同上将、空军代表张廷孟上校、陆军总部参
谋长肖毅肃中将等人。
来宾席上有盟军将校以及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
日本方面的坐席摆在中国方面坐席的正对面。
中央是冈村宁次的座位，两旁是日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福田良三中将、台湾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
将、法属印度支那军代表参谋三泽大佐、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参谋小笠原清中佐和
今井武夫。
根据中国军方的命令，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改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总部。
受降者审阅证明书后，取出投降书一式两份。
小林浅三郎趋前敬礼，领取投降书后交冈村宁次用毛笔签字并盖章。
小林浅三郎捧着投降书再向受降者敬礼，送请审阅。
其中一份交还日军，仪式即告结束。
至此，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军队全部缴械，成为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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