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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为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７０周年，陕西省政

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辑《陕西抗战史料选编》书稿。

（一）《陕西抗战史料选编》选录陕西抗战回忆录１９０篇，陕西抗战人物传

略（仅记载抗战事迹）和回忆抗战人物９３篇，陕西抗战纪事７１篇。全书１９０余

万字。

（二）《陕西抗战史料选编》史料选录时间从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起，至１９４５

年９月３日日军签署投降书时止，历时１４年。

（三）《陕西抗战史料选编》收录内容以抗战期间的“三亲”即“亲历、亲见、

亲闻”的回忆录为主。选录内容如下：

１．抗战期间，发生在陕西境内与抗战有关的主要活动、重大战事、重要大

事，有影响的抗战人物的史料。

２．不是发生在陕西境内，但以陕军为主在外省市参加的重大战役、重要战

斗等史料。陕军指主要以陕西子弟组成、由陕西籍或与陕西有历史渊源的将

领指挥的国民革命军队，包括杨虎城将军的部队即由十七路军先后改编为三

十八军、第三十一军团、第四集团军，高桂滋任军长的十七军，冯钦哉、武士敏

先后任军长的九十八军，王劲哉任师长的一二八师，王竣任师长的新编二十七

师及部分陕西民众抗日义勇队、自卫军等。还有马占山将军的东北挺进军在

陕北、晋绥的抗战。

３．陕西籍著名抗战将领、抗战英烈、抗战人物等传略及回忆抗战人物文

章。

４．抗战老兵回忆。

５．反映陕西抗战亮点的纪事。

（四）《陕西抗战史料选编》稿件来源如下：一是政协陕西省文史资料委员

会编辑的３１辑《陕西文史资料》、库存的文史资料档案和近年来政协陕西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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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辑的《陕西文史资料精编》；二是全省市、县政协编印的《文

史资料》；三是为纪念抗战胜利７０周年全省各级政协征集的抗战文史资料；四

是从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征集、编辑的《中共党史资料丛书》和陕西省地

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辑《陕西省志·人物志》中册选录有关文章；五是北京中国

文史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三秦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的

有关图书中选录有关文章。六是省政协文史委专门补充征集和特别约稿。

（五）《陕西抗战史料选编》编辑工作原则：严格按照中央和省上的要求进

行，广征博采，精选精编，存真求实，突出抗战主题，反映国共第二次合作，全民

族抗战历史进程和陕甘宁边区、陕西国统区抗战的原貌及特点，把好“政治关、

政策关、史料关、文字关”，杜绝差错，编成一本可读、可用、可存、启迪后人的资

料书，以弘扬抗战精神和延安精神。

（六）《陕西抗战史料选编》文字规范化即文字、标点符号、数字、地名等按

国家标准处理。

１．称谓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原称，后可以用简称。文章出处第一次全注，

后简注书名。

２．陕西地名按照国务院１９６４年９月批准，更改的本省１３个县名和１个专

区名，则直书更改后的地名。

３．本书所涉及到的数字按照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处理。

①除不具有统计意义的整数一至十，作为词素构成定型的词、词组、惯用

语、缩略语中的数字（如三十八军、一七七师、二万五千里长征、六六战斗）和临

近的两个数字并列连用表示概数的数字（如二三天、三五里、四五十年、六十七

八岁）使用汉字外，一般使用阿拉伯数字（包括公元世纪、年代、年、月、日、时、

分、秒）。

②以月日简称表示事件、节日、纪念日和其他意义的词语，除知名度高、老

少皆知的（如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双十二事变等）外，均外加引号（如“五九”

国耻纪念日、“四一二”政变等），并在涉及一、十一、十二的月与日之间加间隔

点（如“一·二八”淞泸抗战、“一二·八”太平洋战争），以避免歧义。

③为保持体例上的一致，当出现“多”、“余”、“左右”、“上下”、“约”等表示

统计意义数字时，本书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④多数数字和小数应分节，一般四位数字不分节，四位以上，从小数点起，

向左向右每三位一组，组间空１／４汉字（１／２阿拉伯数字）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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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数字巨大时，使用“亿”“万”作为单位。

⑥几分之几，一般用“／”符，上下加阿拉伯数字，如二分之一使用１／２，十五

分之一使用１／１５。

（七）在核实史料时主要参考书目有：《统一战线辞典》、《中国共产党陕西

组织史资料》、《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１卷、《陕甘宁边区史纲》、《陕西省

志·人物志》中卷、《陕西近现代名人录》、《民国西安辞典》、《陕西党史简明辞

典》等。有争议的问题多说并存。

（八）在稿件征集、选编、核实过程中，征求大专院校、社会科学院专家教

授、文史、党史工作者和部分老同志及抗战人士亲属子女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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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团风陵渡保卫战 李振西（５５７）………………………………………

第四集团军中条山抗战概况 陈子坚（５６７）………………………………

回忆中条山、中原战役 孔从洲（５７４）………………………………………

抗战中固守中条山的日日夜夜 晋震梵（５８４）……………………………

六六战役保护一七七师经费经过 韦相之（５９２）…………………………

中条山战斗回忆 秦启民（５９６）……………………………………………

中条山抗日的前前后后 李扶汉（６０２）……………………………………

广武鏖战　血洒中原 姚　杰（６０７）………………………………………

豫北一夜大战 李慕愚　杨荣贤（６１３）……………………………………

抗日战争回忆片断 陈怀礼（６１６）…………………………………………

破坏郑州黄河铁桥记 董才俊（６１８）………………………………………

九十六军在河南抗战片段 韦相之（６２０）…………………………………

虎牢关战斗纪实 周益三　王汝昭　姜树德　卢松轩（６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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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道口阻击战 陈子坚　殷义盛（６３６）……………………………………

火山关歼击战 李振西（６４０）………………………………………………

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

八十四师长城抗击日军 齐天然（６５０）……………………………………

井儿沟、喜峰砦战斗 高建白（６５２）…………………………………………

血雨腥风苦战平型关 高建白（６５５）………………………………………

在太岳山区游击战的情况 高建白（６６３）…………………………………

中条山战役 高建白（６７２）…………………………………………………

杜斌丞先生在河南渑池与十七军的交往 宋文荃（６８１）…………………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军

陕甘宁边区与二十二军团结抗日的友好关系

　 胡景通　高凌云　田子亨　王伯谋　张云衢（６８４）…………………

国民党二十二军参加抗日战争的片断回忆

　 杨仲璜　严佐民　张紫垣（６９７）………………………………………

伊东游击纵队在绥远包头附近对日作战的经过

　 王伯谋口述　宋旭初整理（７０５）………………………………………

东北挺进军在陕北晋绥

马占山将军率东北挺进军在陕北和晋绥抗战 马志伟（７２５）……………

马占山在哈拉寨 韩宽厚（７３３）……………………………………………

国民革命军第九十八军

九十八军抗战纪事 武　铁（７４０）…………………………………………

缅怀爱国将领武士敏将军 孔从洲（７４４）…………………………………

回忆武士敏将军 石中立（７４６）……………………………………………

对白晋北段的抗战回忆 石中立口述　田志海整理（７５２）………………

武士敏师长访问记 江　横（７５６）…………………………………………

杨荫民先生抗战二三事 廉　洁（７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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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的怀念 武　铁（７６１）…………………………………………………

国民革命军第一二八师

王劲哉率一二八师抗战实录 李远望（７６４）………………………………

对王劲哉在抗日战争一段历史回忆 闵尚志（７７３）………………………

一二八师在洪湖 闵尚志（７７６）……………………………………………

抗日战争中的一二八师 许中和（７８１）……………………………………

我所知道的王劲哉其人其事 唐良雄（７８７）………………………………

一项未完成的使命 米暂沉（７９０）…………………………………………

采访王劲哉的回忆 冯英子（７９４）…………………………………………

国民革命军新编二十七师

王竣与新编第二十七师抗战纪事 王忙有（８０１）…………………………

漫忆和王峻在一起的往事 王子伟（８１２）…………………………………

王竣将军在中条山战役时的片断回忆 王庭月（８１５）……………………

相关战役、战斗回忆

台儿庄会战亲历记 屈　伸（８１９）…………………………………………

在抗战的最初日子里 王范堂（８４３）………………………………………

台儿庄战役亲历记 赫会清口述　郭建峰　赫小平整理（８５２）…………

抗日战争亲历记 仵德厚（８５５）……………………………………………

关中男儿血战台儿庄 孙炳文口述　傅进军整理（８６１）…………………

我的抗战战斗经过 岳子省口述　李升旗整理（８６４）……………………

参加缅北轰炸日军 尹士悦（８７２）…………………………………………

远征军缅甸战役亲历记 邵耀先（８７８）……………………………………

我参军后去印缅的经过 胡兴民（８８３）……………………………………

奉命支援卢沟桥保卫战 刘思远口述　何学诗整理（８８７）………………

参加抗战的片断回忆 刘志仁（８９０）………………………………………

回忆在陕西抗战经历 蒋纬国口述　刘凤翰整理（８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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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生产

大华纺织厂积极生产支援抗战 芮廷玉（９００）……………………………

西安集成三酸厂为人民和抗战做的一些贡献

　 窦荫三口述　李兆庆　贺志云整理（９０３）……………………………

抗战救济与垦区

抗战八年西安经济生活鳞爪 马凌甫（９０９）………………………………

奉父命进入黄龙山垦区 朱德君（９２２）……………………………………

安汉开办黎坪垦区 秦子明（９３０）…………………………………………

１９４２年，第四集团军救济豫西灾民 韦相之（９３９）…………………………

抗战文艺

记苏区的文艺生活 杨酔乡（９４１）…………………………………………

毛主席教我们成立民众剧团 柯仲平（９５６）………………………………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抗战演出活动 韩邦利（９６２）………………………

在《松花江上》诞生的日子里 刘善述（９７１）………………………………

回忆《松花江上》的传播 王　林（９７３）……………………………………

记张寒晖同志 王汶石（９７７）………………………………………………

忆抗战时期长安教师慰问团 潘应蓬（９８３）………………………………

在抗战中义演募捐 常香玉口述　张黎至整理　陈小香记录（９８５）……

吃过常香玉的救济粮终生难忘 张东亮（９９０）……………………………

常香玉在西安义演募捐办教育的事迹 赵松泉（９９１）……………………

抗战报刊

回忆《西北》周刊 史　悦　安　群（９９２）…………………………………

创办《边区群众报》 胡绩伟（９９７）…………………………………………

我与《抗战报》 薛文华（１００３）………………………………………………

我忘不了《关中报》 刘　衡（１００８）…………………………………………

我曾短暂主持《解放日报》工作 郑自毅（１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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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文化日报》的历史变化 刘　毅（１０１２）………………………………

抗战二年的《老百姓》报 李敷仁（１０２０）……………………………………

忆《老百姓》报及其与读者的结合 李敷仁（１０２６）…………………………

抗战报人成柏仁 张　光（１０３３）……………………………………………

回忆《秦风日报》《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 赵燕南（１０３６）…………

抗战教育

西北联大始末记 周传儒（１０４６）……………………………………………

创办竞存学校 车向忱（１０５１）………………………………………………

竞存中小学回想录 蒋鸣岐（１０５５）…………………………………………

西北儿童教养院记事 路励真（１０６８）………………………………………

抗战兵站、医院

八路军后方勤务办事处七里村兵站 洪春发　计俊和整理（１０８１）………

一○六后方医院在千阳的始末

　 贺允恭供稿　李克杰　何学诗整理（１０８４）……………………………

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七后方医院 程锦藩（１０８８）……………………………

战俘管理

抗战中的大同学园 张光祖（１０９１）…………………………………………

抗战国际友人

我为美国飞虎队西安机场驻军当见习翻译

　 李嘉祜口述　李　铠记录（１０９９）………………………………………

抗战期间我与苏联援华军火的运输工作

　 汪晴江口述　汪　莹整理（１１０２）………………………………………

纪事篇

瓦窑堡会议 熊美杰　姚文琦（１１０７）………………………………………

红都保安 姜永明（１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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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会议 段志鹏（１１２２）……………………………………………………

八路军总部和一一五师誓师出征抗日 李文恭（１１２８）……………………

八路军一二○师誓师出征抗日 张登岳　张军胜（１１３０）…………………

八路军一二九师誓师出征抗日 方强口述　王兴林整理（１１３３）…………

八路军从芝川镇东渡黄河去抗日

张子超　徐岱云　冯光波　王　筠（１１３５）……………………………

陕甘宁边区双拥运动纪事 赵　平（１１３９）…………………………………

延安文艺———抗日的号角 李　昕（１１４４）…………………………………

国际友人在延安的活动及其对中国抗战的贡献

袁武振　梁月兰（１１５０）…………………………………………………

１９４１年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 袁武振（１１５７）………………

陕甘宁边区的朋友 梁星亮（１１６１）…………………………………………

抗战中的“挬牛沟兵工厂” 张庆三　张玉英（１１６７）………………………

七大光芒　彪炳史册 王顺铭（１１７３）………………………………………

安吴青训班始末 李文恭（１１７７）……………………………………………

抗战时期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 李一红（１１８４）……………………………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宝鸡 翟肖波（１１９３）…………………………………

吕正操部队后方办事处在陕西 李洛发　王　侃　张　诚（１２０５）………

抗日救亡中的西安回族 李健彪（１２１０）……………………………………

３０年代陕西省立西安二中的抗日救亡运动 韦成枢（１２１８）………………

杨明轩与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 李　平（１２２６）……………………

烽火照古城

　　———抗战初期西安地区的抗日救亡活动 辛拴明（１２２９）……………

于右任在留坝宣传抗日救国 陈泽孝（１２３４）………………………………

日军轰炸延安与反轰炸斗争 肖银章（１２３６）………………………………

日军轰炸陕西与反轰炸斗争 肖银章（１２４０）………………………………

抗战时期日军轰炸和炮击陕西纪事 汤彦宜（１２４８）………………………

前陕西省防空司令部活动史 冯志清（１２７０）………………………………

抗日时期的西乡防空监视队 张肇栋　李　践（１２７２）……………………

对日本飞机三炸西乡情况的调查 李春和（１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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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新厂窑洞生产 萧　伊（１２７９）……………………………………………

陕西国统区的防空与支前工作 李振民（１２８６）……………………………

１９３８年武功军事会议 王　祥　陈晓莉（１２９１）……………………………

抗日战争时期阎锡山在陕西宜川秋林 马雨平（１２９３）……………………

抗战期间中国空军驻陕部队作战史略 蒲　元　耿小乔（１３０５）…………

汉中飞机场———飞虎队第十四航空站 周建民（１３１４）……………………

咸阳民众抗战时救助美军航空员 咸阳市政协（１３１６）……………………

陈纳德将军与美国“飞虎队”驻防西安纪事 黄潭影（１３１７）………………

抗日战争时期的驻陕空军 高士洁（１３２０）…………………………………

抗日战争时期潼关保卫战 政协潼关县委员会（１３２７）……………………

八年抗战潼关纪事 沈钧海供稿　赵国玺整理（１３３４）……………………

拒日本侵略军于陕西东南大门之外 李文实（１３３９）………………………

黄龙垦区抗战见闻

　 刘在时　赵宗福　焦鹤锡口述　卫敬安整理（１３４３）…………………

黄龙山屯垦大队 陈云樵（１３４８）……………………………………………

千山垦区高崖垦殖大队概述 张廉玺（１３４９）………………………………

抗日战争时期陕北军粮运输情况 冯治安（１３５１）…………………………

抗战时期陕西文化艺术界爱国人士的贡献 张应超（１３５３）………………

《松花江上》的诞生与传播 刘　冀　秦　英（１３５７）………………………

张寒晖、刘尚达———西安话剧运动的先驱者 刘　冀（１３６１）………………

卢沟桥事变前夕易俗社赴北平抗战演出 封五昌（１３６９）…………………

铁血剧团在礼泉 阎志霄（１３７２）……………………………………………

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演出 （１３７４）………………………………

成仿吾、吕骥和《保卫陕西之歌》 王民权（１３７７）……………………………

抗战时期汉中画展 汉台区政协（１３７９）……………………………………

坚持弘扬抗战精神的《秦风日报》 张　光　陈海洋　宋新勇（１３８１）……

走在时代前列的《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

张　光　陈海洋　宋新勇（１３８８）………………………………………

李敷仁为抗战办《老百姓》报 刘杰诚（１３９７）………………………………

《国风日报》在西安复刊的前前后后 徐国馨（１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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