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亲身经历
——对张振 先生一种观点的补充说明

郭汝瑰口述　宋冬游整理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振昆鸟先生发表在《抗日战争研究》

1996年第 3期上的《淞沪会战:中国的主动进攻与日军主要作战

方向的改变》中有如下一段话:

　　“淞沪地区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和首都的门户, 日本帝国主义早已虎

视眈眈。中国无意把战争引向淞沪地区自伐肺腑,自损资源,以改变敌

进攻方向, 而是日本侵略者决意夺占上海。因此, 在淞沪地区进行一战

势必难免。”(《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第 152 页)这段话显然是批驳抗战

史研究中的一个论点: 淞沪会战, 中国把日本侵华战争的作战重心由华

北引到了华东, 使敌作战方向从北向南改为由东向西。《中国抗日战争

史》的作者含蓄而又明确地反对这个论点, 理由是“中国无意把战争引

向淞沪地区自伐肺腑, 自损资源”。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由于反对此

一论点而无视或抹煞了国民政府淞沪抗敌的主动性和积极进攻, 则是

本书淞沪抗战部分中的一大缺陷。

　　随后作者列举了一些历史事实来证实,国民政府在上海抗战

中的主动性、积极进攻精神的行动是不应该被抹煞的。文中列举了

1937年 7月 30日张治中向蒋介石提出保卫上海应“先发制敌”之

策以及陈诚 8月 20日由上海视察回南京向蒋介石的汇报。陈提

出,“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敌利用其快

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赴武汉, 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战以牵制

之。”他建议“向上海增兵”, 得蒋赞赏。张以诸如此等较为有力的史

实依据,证明了国民政府在淞沪会战中的“攻击进攻精神”, 此战

“转变了敌‘沿平汉(路)南下’之原定计划”, 是为淞沪抗战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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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

　　作为当年淞沪会战的一名亲历者,我赞同张振昆鸟先生的主要

观点。“九一八”以后国民政府年年都要制定相应的国防作战计划。

国民政府 1937年的国防作战计划分为甲、乙两案,那时就已有封

锁江阴、扫清长江沿岸日军的计划,就已决定攻灭上海日军。该计

划对海、空军规定作战指导要领如下:

　　甲案:海军以全力于战争初期迅速集中于长江, 协力陆、空军

扫荡敌舰。

　　空军用于作战之先,以主力扑灭长江内之敌舰, 及沪汉两地敌

之根据地。集中后,以主力对敌海上航空母舰及运输船舶攻击,并

协助我海岸防守部队之作战,以一部协同陆军作战。

　　乙案:海军于开战初期,以全部迅速集中于长江,协同陆、空军

及要塞扫荡扑灭敌在我长江之舰队,尔后则封锁长江各要口并杭

州湾、胶州湾、温州湾拒止敌之登陆。

　　空军于开战之初,以主力协同陆海军及要塞先将敌在我长江

内之舰队扑灭之,并轰炸上海、汉口、天津、汕头、福州敌在我国占

领之根据地。

　　1935 年 3月,我们从中国陆军大学毕业以后, 同期同学童元

亮、史说等分配到中央军校,当时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根据作战

计划负责上海地区的进攻, 成立了高级教官研究室, 这个研究室不

作教官业务, 而作抗战准备。童元亮是张治中的参谋处长。那时张

治中已有了在淞沪扫荡日本海军陆战队, 然后把上海沿岸一带守

起来的腹案。这样,长江以内的日军舰队就不能妨碍我军北上,也

可以将上海保住, 形成沿海防御。这也是战略防御, 战役进攻的方

案。

　　事实上, 淞沪会战前,日军并无全面进攻的意图,只想一口一

口地把中国分块吃掉, 首先以华北五省自治分裂中国的华北; 蒋介

石本人也没有打淞沪改变日军进攻方向的决心。因童元亮等人早

已代张治中拟定了攻打上海的计划, 1937年作战计划就提出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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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沿岸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一并歼灭, 以免其妨碍中国军队北上。淞

沪战役中国军队撤退后,日军大本营命令追击至苏州、嘉兴之线为

止,只要将上海守住就不进攻了。但日军前线的将领见中国军队已

经溃退了,就独断顺势进攻南京。日军大本营看态势有利,也就认

可了前线的独断, 并且企图在有利的形式下与蒋介石谈判。南京失

守以后, 国民政府在德国大使陶德曼的斡旋下,同日本进行了谈

判。但由于日本条件太苛刻,要蒋介石承认“满洲国”,蒋不敢同意。

以后日军企图歼灭国民党军队, 进行徐州会战, 并沿陇海路向郑州

进攻。国民党军挖开了花园口, 把平汉铁路淹了,日本无法由北向

南运兵。后来进攻武汉时,华北日军第一军是缘淮河沿江而上参加

武汉会战的(我在陆大任教时,见到在中国陆大任教的日本人荻洲

教官,曾写过一个军战术设想,就是沿平汉路由北向南攻占武汉)。

　　上述情况转变了日军的进攻方向,即由原来的由北向南改为

由东向西,这种转变是逐渐形成的。顺便讲一件事,有人说“黄河决

堤”这一方案是陈立夫的建议,其实不是。我们在中国陆军大学当

学员时就曾研究过日军作战情况, 那时就有人说黄河决口可挡一

百万大兵。以后陆大第十期同学张讠胥行当第一战区副参谋长时曾

协同晏勋甫参谋长去侦察过黄河决口的地点,也证明了在黄河决

口,当时已有许多人都想到了,而不单是陈立夫一个人懂得这个道

理。

　　我做为这场战争的亲历者,在这里只想以亲自经历对张振昆鸟

先生这篇文章的论点作一点补充。至于后来蒋纬国在《抗日御侮》

中说改变日军进攻方向是蒋介石的英明决策,这是不符合史实的,

不是什么蒋介石的英明决策,只是蒋介石改变了决心,而他改变决

心的原因在于陈诚(见张振昆鸟原文)。至于陈诚要打上海, 他是否说

过日本进攻西安, 也无从考察。 (作者为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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