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关于淞沪会战记述的补正

张建基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一书(上、下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 ,成为人们研究抗日战争引经据典

的工具书。由于经常翻看,发现一些问题。

为有助于抗日战争的研究, 笔者对该书关于战略防御阶段的

主要战役 ! ! ! 淞沪会战的史料记述进行补正。笔者才识学浅, 有

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一,是第八十九师还是第八十七师?

第 251页: 1937年 8月 9日,张治中致蒋介石等密电: 顷据八

十九师转据保安第四团报告。笔者认为第八十九师番号有误。

电文所指的第四团, 是指江苏省保安第四团, 第八十九师亦系

指驻江苏之部队。

查刘凤翰 战前的陆军整编 第 606页(台北 抗战前十年国家

建设史研讨会 ) ,第八十九师于 1932年春, 由武汉要塞兵团改编

而成。该师于 1936年参加绥远抗战后, 驻内蒙集宁、丰镇地区。

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平汉路北段沿线作战及南口会战。据该书

第341页, 1937年 8月 17 日, 何应钦在国防最高会议之报告 ,

说到南口战役, ∀ 89师罗团全部殉国#。这就是说第八十九师当时

不在上海附近。

据 张治中回忆录 上册第 111 至 116页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5年版) , 抗战前张治中兼任京沪区的负责长官,所辖京沪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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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有第三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师。西安事变,第三十六师调西

安,八一三沪战后才调回。第八十八师一度也调离京沪区, 几个月

后才调回。综上所述,张治中密电所说应是第八十七师,不是第八

十九师。

二,是第一军第十七师还是第一军第一、七十八师?

第 319页: 1937年 10月 8日, 陈诚致蒋介石等密电, 报告左

翼军军队区分, ∀右地区: 总指挥胡宗南、副总指挥黄杰, 指挥第 1

军第 17师( ?) #

该书编辑已看出问题,所以在第十七师后面打了个问号,笔者

试图解开这个问号。

查戚厚杰等编 国民革命军沿革实录 第 369至 370页(河北

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 第十七师隶第三十八军, 抗战前驻西北,

系西北军杨虎城旧部。

查张秉钧 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 ! ! ! 抗日战役述评

(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 1978年版) , 第 50页, 第一战区

指挥系统表 ( 1937年 8月 12日) , 第十七师隶第二集团军, 属第

一战区部队,参加华北抗日作战。

国民革命军沿革实录 第 337页,第一军辖第一、七十八师,

为中央军,抗战前驻徐州。1937年 8月底,奉命增援淞沪。9月上

旬,进入蕴藻浜以北宝山地区。

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 ! ! ! 抗日战役述评 第 118

页, 第三战区左翼作战军部署要图 ,图中亦标明右地区部队:

右地区总指挥胡宗南

      副黄杰
一 C

一 D

七十八 D
  

(笔者注: C指军、

D指师)

由此认定, 第一军后面应该是第一、七十八师。

综上所述, 陈诚密电所说应是第一、七十八师,不是第十七师。

三,是川军第二十军第一三三、一三四师,还是桂系军第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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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师?

第 319页: 1937年 10月 8日, 陈诚致蒋介石密电, 报告左翼

军部队区分: ∀中央地区: 总指挥薛岳, 副总指挥叶肇, 指挥第 57

师、13师、9师, 第 66军第 6师,第 135师#;
第 320页: 1937年 10月 10日,顾祝同致蒋介石密电, 报告战

区部队位置:第一三五师位置于老人桥、新泾桥、陈家行之线;

第 323页: 1937年 10月 15日,顾祝同致蒋介石密电, 报告第

4号作战命令: ∀左翼军: ( 1)第十九集团辖第 57、13、6、134、135、

159、160各师,教导旅。#

笔者认为, 上述 3份电报所指的第一三五师番号有误。

查 战前的陆军整编 第 689 至 690 页, 川军第二十军辖第一

三三、一三四、一三五师。

重庆文史资料选辑 第 4辑 杨森的一生 第 159页, 1937 年

夏初, ∀ 20军的 3个师改编为两个师, 即 133师和 134师, 撤销 135

师番号#。

国民革命军沿革实录 第 460页,也说第二十军∀原辖第 133

至第 135师 3 个师。出川(应出黔, 笔者注)抗战前, 第 135师改

编,番号取销% %1937年该军隶属第 19集团军参加淞沪抗战#。
同上书,第 472页说,桂系∀第 135师, 1937年 10月在广西柳

州成立,苏祖馨任师长#。

综上可知, 从 1937年夏季起,川军第二十军已不再有第一三

五师番号。空了几个月后,这个部队番号转给了桂系。1937年 10

月这支部队刚刚组建,还没有赶到淞沪战场。

由于疏忽, 一些名著也跟着错,如 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

研究 ! ! ! 抗日战役述评 第 118页: 1937 年∀ 10 月 9 日起, 敌主力

续向蕴藻浜南岸攻击。我军并用火力与逆袭与敌决斗。迄 15 日

仍在蕴藻浜、走马塘中间地区激战中。我第 8、第 16、第 61师及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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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总团之一部, 伤亡过半,陆续后调,由第 1军附第 32师及新到之

第 134、135师、第 19师、第 3师接替#。

文中所说的第一三四、一三五师, 就是川军第二十军第一三

三、一三四师。

余子道、张云著 八一三淞沪抗战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版)第 227至 228页,也有同样的阐述, ∀ 10月 17日前后, 塘北宅、

盛宅、桥亭宅、顿悟寺、陈家行之线,激战不断, 阵地终陷敌手。葛

家神楼、张家楼、新陆宅等地亦展开了反复争夺。在敌军优势炮火

的摧击下,第 32师、第 139师、第 135师,税警总团等部伤亡过重,

调后方整补。第 20军(辖 134、135师) %%#

文中所说的第一三四、一三五师,应该是第一三三、一三四师。

桂系第一三五师组建后,立即奉命出桂抗战, 于 11月初赶到

淞沪地区, 编入第二十一集团军, 在 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

究 ! ! ! 抗日战役述评 第 134页 第三战区指挥系统表 ( 1937 年

11月 4日) , 可以看到:

第二十一集团军

第四十八军

第一七三师

第一七四师

第一七六师

     
第一七一师

第一三五师
在 八一三淞沪抗战 一书第 310页, 第三战区淞沪抗战部队

序列表中,所列集团军、军、师与前表相同。

综上所述, 前述 3份电报所说应是川军第一三三、一三四师,

不是桂系第一三五师。

四,是第二十八师还是第五十八师?

第 319页: 1937年 10月 8日, 陈诚致蒋介石等密电, 报告左

翼军部队区分, ∀左地区:总指挥罗卓英、副总指挥刘和鼎, 指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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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师、第 60师、第 51师、第 56师、第 28师、第 11师、第 14 师、第

67师、第 98师、独立第 34旅、保安第 4团#。

笔者认为, 电文中第二十八师番号有误。

查 战前的陆军整编 第 585页,第二十八师于 1930年由新编

第五师改编而成。 国民革命军沿革实录 第 348页, 1935 年 12

月,第二十八师和第七十九师合编为第四十六军。抗战前, 该师驻

陕西蒲城。直到 1938年春, 才调往徐州地区, 参加徐州会战。这

就是说,淞沪会战期间,第二十八师还驻扎在陕西省。

查 战前的陆军整编 第 596页, 第五十八师于 1931 年夏, 由

新编第二十六师改编而成。抗战前, 驻湖北沙市。八一三淞沪抗

战爆发后, 奉命赴前线参战。8 月 28 日, 陈诚致蒋介石密电: ∀ 58

师全部已到常熟。#(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上, 第 348 页)随后参加

罗店争夺战等战役, 一直战至淞沪会战结束。

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 ! ! ! 抗日战役述评 第 119

页, 第三战区左翼作战军部署要图 ( 1937年 10 月 9日 1时) , 要

图标明左地区部队序列:

左地区总指挥罗卓英

     副刘和鼎

五十六 D

五十一 D

五十八 D

六十 D

四十四 D

十一 D

十四 D

六十七 D

九十八 D

三十四 BS

四 R保安

 
(笔者注: D表示师,

BS表示独立旅,

R表示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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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陈诚密电所说应是第五十八师,不是第二十八师。

五,是第七十一师,还是第七十七师?

第 319页: 1937年 10月 8日, 陈诚致蒋介石等密电, 报告左

翼军部队区分, ∀总预备队, 总指挥吴奇伟、副总指挥王东原, 指挥

第 4军第 15师,第 71师( ?) #

该书编辑仅指出第七十一师番号有问题, 没有指明是哪 1 个

师,笔者试图将该师找出来。

查 战前的陆军整编 第 600页,第七十一师于 1931年 6月由

晋绥军第八师改编而成, 抗战前驻晋绥地区。抗日战争爆发后, 参

加平型关、忻口等战役。 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 ! ! ! 抗日

战役之述评 第 72页( 第二战区指挥系统 1937年 10月 15日) ,

第七十一师隶第七集团军第三十四军, 属于第二战区。

查八一三淞沪抗战参战部队序列表,没有第七十一师。将第

三战区左翼军部队进行排查, 发现缺第七十七师。

据 国民革命军沿革实录 第 132页, 第七十七师于 1930年 9

月,由湘军新编第二十二师改编而成。抗战前驻湖北当阳。1937

年9月,奉命东开,进入淞沪战场。据 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

研究 ! ! ! 抗日战役述评 第 116页 第三战区指挥系统表 , 第七十

七师临时编入第六十六军,隶第十九集团军, 在潘泾河畔作战。

综上所述, 陈诚密电所说应是第七十七师,不是第七十一师。

六,是第六十八军还是第四十八军?

第 322页: 1937年 10月 14日,顾祝同致蒋介石密电, 报告本

战区部队位置、战况及处置:第廿一集团军以第一军之第一师、第

七十八师, 第七军之第一七一师, 第六十八军之第一七三、第一七

四师,第十九师及第三十二师编成之,属中央军。

笔者认为电文中第六十八军番号有误。

查 国民革命军沿革实录 第 479页, 第六十八军于 1937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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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由第二十九军第一四三师又特务、骑兵团扩编而成, 即西北军

刘汝明部。第六十八军组建后,在察哈尔平绥线、平汉路北段作

战,没有到过淞沪战场。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参战部队序列表中, 也

没有第六十八军。

同上书,第 461页,第 48军于 1937年由桂军第十五军改称,

该军下辖第一七三、一七四、一七六师 3个师。10月中旬, 编入第

二十一集团军, 隶第三战区,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

综上所述, 顾祝同密电所说应是第四十八军不是第六十八军。

七,是第一七五师还是第一七六师?

第 322页: 1937年 10月 15日,顾祝同致蒋介石密电, 报告战

区第 4号作战命令, 军队区分: 第廿一集团辖第一、七十八、一七

一、一七三、一七四、一七五、十九、三十二各师。

笔者认为第一七五师番号有误。

查 战前的陆军整编 第 695页, 第一七五师于 1937 年 4月,

由桂系李品仙所属第四十五师改编而成。据 国民革命军沿革实

录 第 457 ! 458页,第一七五师后编入第四十六军, 隶第四战区。

查淞沪抗战参战部队序列表, 第二十一集团军中没有第一七五师。

查 战前的陆军整编 第 695页,第一七六师于 1937年 4月由

第二十六师(原第十九路军留桂部队)改编而成。该师组建后, 编

入第四十八军。抗日战争爆发后, 经衡阳至徐州, 编入第十一集团

军,隶第五战区。据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 (二十

五) 6235 ! 1, 10月 11日, 蒋介石致廖磊、周祖晃、徐启明电 , 下

令将第七、四十八军组成第二十一集团军, 隶第三战区, 立即开赴

淞沪战场参战。第一七六师即随第四十八军和二十一集团军其他

部队,开赴淞沪战场。

综上所述, 第二十一集团军辖第一七六师,不含第一七五师。

八,是第六十军还是第六十六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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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3页: 1937年 10 月 19 日, 陈诚致蒋介石等密电, ∀ 本翼

军方面今日( 19日)仍以新陆宅附近第 60 军之一部及第 57 师左

翼,第 13师右翼战斗较为激烈,第 9师及第 44师正面敌屡次企图

强行渡河,均被击退#。
笔者认为上述电文中之第六十军番号有误。

查 国民革命军沿革实录 第 474至 475页, ∀第 60军, 为龙云

之滇军。原番号为第 38军, 因同孙蔚如第 38军番号相同, 1937

年 8月 30日改为第 60 军%%第 60军编成后即奉调北上, 1937

年 12月至湖北#, 1938年春参加徐州会战。

查八一三淞沪抗战参战部队序列表,没有第六十军。

国民革命军沿革实录 第 469页, ∀第 66军, 1937年以第 159

师、第 160师 2个师编成,以叶肇为军长,该军参加淞沪抗战#。

查 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 ! ! ! 抗日战役述评 第 126

页 蕴藻浜两岸反攻战斗经过要图 ( 1937 年 10 月 21 日至 26

日) , 要图左翼作战军有:四十四师、九师、十三师、六十六军、五十

七师。其中,第六十六军在杨泾河、新陆宅附近,这里没有第六十

军。

综上所述, 陈诚密电所说应不是第六十军而是第六十六军。

九,是第三十四师还是新三十四师?

第 327页: 1937年 10月 28日,顾祝同致蒋介石密电, 报告本

战区部队位置、战况:第三十四师已到一旅,在华曹镇、纪王庙间构

筑工事。

笔者认为, 第三十四师番号有误。

查 战前的陆军整编 第 587 页, 1931年 1月, 第三十四师由

陕军岳维峻部改编而成。据 国民革命军沿革实录 第 349 页,

1936年, ∀该师隶属徐源泉湘鄂川&剿匪∋ 司令部#。随即与陕军新

编第五师合编, 仍称第三十四师。七七事变后,于鄂豫边区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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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八一三淞沪抗战参战部队序列表,没有第三十四师。

战前的陆军整编 第 701页, 新编第三十四师于 1930年由湖

南警备军改编而成, 隶属第四路军。据 国民革命军沿革实录 第

452页, 抗战前夕,随第四路军调至浙江。9月,新三十四师编入第

十集团军,隶第三战区。

综上所述,顾祝同密电所说应是新三十四师, 不是第三十四

师。

十,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川军是 6个师还是 5个师?

第 331页: 1937年 11月 16日, 淞沪抗战第三期作战计划 ,

∀续到之川军 6个师#。第 382页: 第三战区淞沪会战经过概要

( 1937年 8月 ! 12月) ,又说∀川军之 5个师#。
笔者认为∀川军 6个师#之说有误。

查 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川军抗战亲历记 , 说参加

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川军是 5个师又 2个独立旅。

199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四川军阀史 第 509页, 也说

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川军是 2个军 5个师又 2个独立旅。

台北刘凤翰 陆军与初期抗战 , 抗日战史论集 ! ! ! 纪念抗战

50周年 第 229页(东大图书公司印行 1987年版) ,说川军第一四

四、一四五、一四六、一四七、一四八师 5 个师参加八一三淞沪抗

战,第一四五师师长饶国华阵亡。

综上所述,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川军是 5 个师, 不是 6 个

师。

十一,是第九十五师还是第五十八师?

第341页: 1937 年 8月 17 日, 何应钦在国防最高会议之报

告,谈到上海方面, 他说∀迄至现在止, 我军到达前线者, 计有 87

师、88师、95师、56师、14师、57师及独立 20旅等部队#。

笔者认为第九十五师番号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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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国民革命军沿革实录 第 284 页, ∀ 第 95师于 1933 年 10

月由河南保安第 1团及第 35师 2个团与新编第 20师之 1个团合

编为&剿匪∋ 第 1纵队。1934年 8月,编为第 95师#。该师驻豫鄂

边。

据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载,七七事变后, 第九十五师∀调郑、汴

一带#,守卫河防。1938年参加豫东阻击日军西进战役。

从上可推究,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九十五师没有到过淞沪战

场。八一三淞沪抗战参战部队序列表中,也没有第九十五师。

查 战前的陆军整编 第 608页,第九十八师于 1933年 10月,

由第五十二师改称, 隶第十八军。抗战前, 驻武汉。据 1937年 8

月14日张治中致蒋介石、何应钦密电 (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第

288页)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第九十八师奉命增援淞沪。9月

14日, ∀已到 1团,集结南翔#。

何应钦报告至 8月 17日到淞沪前线的 6个师,九十五师已排

除,尚缺 1个师,即第九十八师。

十二,是第二十三师还是第三十三师?

第 380页: 第三战区淞沪会战经过概要 ( 1937年 8 月 ! 12

月) , 第六章 大场被陷 , 文中说到∀大场及其以西走马塘南岸阵地
为 18师、23师担任守备,其已构筑之野战工事,非常薄弱#。

笔者认为文中所说第二十三师番号有误。

查 抗战前的陆军整编 第 583页, 第二十三师于 1930年底由

新编第二十一师改编而成。抗战前驻陕西, 据台北国民党党史会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 ! ! 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一)第 209至

211页载:七七事变后,第二十三师由临潼出关抗日, 守备山东德

县,参加河北沧州之战, 隶属第六战区。10月, 调河南汤阴休整。

11月,奉命增援淞沪, 编入江防军,参加保卫江阴战斗,时间很短。

这时,大场战役已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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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的陆军整编 第 587页, 第三十三师原为西北军第二十

三军,编遣时改编为第二十三师。1930年 10月,改编为第三十三

师。抗战前,该师移驻河南信阳整编。1937年 9月, 奉命增援淞

沪,在徐浦地区作战。10 月, 调往大场。据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第 372页, 10月 23日, 陈诚致蒋介石密电: ∀ 第 33 师在右翼与 18

师连结小人桥(笔者注:应为小石桥,不是小人桥)、老人桥、新泾桥

之线。#
查 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 ! ! ! 抗日战役述评 第 126

页, 蕴藻浜两岸反攻战斗经过要图 ( 1937 年 10 月 21 日至 26

日) ,从图中可知第十八师、三十三师位置于大场以西, 走马塘南

岸。

综上所述, 第三战区淞沪会战经过概要 所说应不是第二十

三师,而是第三十三师。

(作者张建基,上海宝山化工厂退休职工)

(责任编辑: 李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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