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沟桥事变与华北抗战

马伸攘编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题编自 (CIP) 数据

卢沟桥事变与华北抗战/马仲廉编善，一北京z 北京燕山

出题柱. 1987.6 (2010 年 1 月重EP)

ISBN 978-7-5402-0042-8 

I.卢1I.马‘1ft.七·七事变一研究 IV. K265. 4 
中国题本理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9049 号

责任编辑=马明仁

里功

北京燕山出摄社出题发行

北京市窒武区陶然事路 53 号 100054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业和邱务有限公司印刷j

787 X 1092 毫米 16 开本 19.75 印张 213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2 脑 2010 年 1 月第 2 次部翩

定份 39.80 元



前言

坐落在北京西南永定河上的卢沟桥，以她吉老的历

史和精美的建筑艺术闻名于世。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日本侵略军在这里制造事端，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

中国人民从此开始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因此，卢沟桥又

成为经过炮火洗礼的革命战争遗迹，受到国内外人民的

景仰。

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和世界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

件。这一事件的发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全中国

人民团结起来，同仇敌快，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这是中国百余年来第一次取得了抵抗外国侵略的胜利。

卢沟桥事件发端之前，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德国已经结

成了同盟，日本与意大利也已在暗中勾结，狼狈为好，

形成了一个侵略性的法西斯集团。卢沟桥事变爆发的两

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接着在东方日本又发

动了太平洋战争，与其西方的德、意伙伴在欧洲战场上

的侵略进攻相呼应。因此，中国的抗日战争，最早开辟

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而旦成为东方和太平

洋地区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战场。

今年是卢沟桥事变爆发五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一重

大历史事件，我编写了《卢沟桥事变与华北抗战》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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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是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抗日

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中华北战场的战争历史。通过这段

历史，反映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

学兵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

爱国人士和国外侨胞广泛参加的一次中国现代史上最伟

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当然本书的内容，反映的只是战略

防御阶段，而且是华北地区一个局部，不可能将整个八

年抗战中的那种波澜壮阔、艰难复杂、曲折多端的情况

完全地反映出来。

华北地区在抗战初期是日军侵华战孚的主要攻击方

向 F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敌后开辟的主要战场，

也是建立的最早〈华中的新四军进入敌后较晚〉面积最

大〈四大块〉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它在战略防御阶段中，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敌后战场的开辟，抗吕

根据地的建立和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的相互配合作战等，

都具有典型性。它是全国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可能脱离开抗日战争的全局商独立存在{因此，本

书在主要叙述华北地区的历史情况外，对于全局的形势

也适当地穿插于各章、节中加以介绍。

中国的抗目战孚是全民族的抗战，全国各族人民和

海外侨胞积极参加了祖国的抗 a 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

以后，海外侨胞不仅继续积极援助祖国抗战，而且有的

地区主要是东南亚地区的侨胞，积极参加了当地人民组

织的抗日斗事，有的侨跑组织了抗日潜击队反抗日本的

侵略，事迹可歌可泣。这方面的内容十分丰富。本书主

要反映战争过程外，对此一内容专写一章。但由于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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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反映战略防御阶段华北地区的内容，国此一九三

九年以后和射的地区的斗争情况反映较少，请读者原谅。

还有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书在叙述一些历史事件

时，有的廷用了习惯用语。如，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第八路军后不久，又改为第十八集团军。但是在当时及

以后直到现在，人们仍习惯用八路军的提法。因此，叙

述时除引用原文件中保留第十八集团军的用语外，一律

延用八路军的提法。又如，晋察冀地区粉碎自军二十五

路围攻，实际敌人进攻的兵力共分多少路很难弄清，但

如不廷用这一习惯用语，又没有更为确切的提法，因此

仍廷用历史上的习惯提法。这样处理，我想不能算是违

背历史真实吧。还有鲁南的临沂、藤县战斗和台儿庄大

捷，是属于战略防御阶段华北地区的重要作战行动。由

于人们习惯将此战作为徐州会战的组成部分，因此也未

列入本书内容之内。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资料掌握的也不全，内容中肯

定会有不少差错，请读者多多提出宝贵意见并请批评

指正。

马仲廉

一九八七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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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与华北抗战 φ

一、卢沟晓月

"卢沟晓月"是金代燕京八景之一。从明代画家王纹

所绘《卢沟晓月》图上，可看到当时这里的壮丽景色。

拂晓，站在卢沟桥上凭栏仰望，疏星淡月，秀丽的西山

在深蓝色的天空衬映下隐现，滚滚流水在静寂的晨曦中

颇桥下流过，这是多么优美丽又富有情趣的景色!

卢沟河是古漂河的一个支流，经北京西郊东北的卢

狮山之西丽东下，因得卢沟之名 D 也有人说因河水呈黑

色而得名，因为北方人称不纯黑者为卢。由于这条湾的

河道经常迁移，河水不断泛滥，因而又称无定河。到清

朝康熙年间，将河道疏泼，并在两岸筑堤，始改名为永

定河。在这条河上，曾经建有小桥和浮桥，公元一一八

九年〈金大定二十九年〉开始修建永久性的桥梁，到公

元一一九二年建成，这就是历经七百八十多年后至今仍

保持其原貌的卢沟桥。

卢沟桥是一座联拱石桥，共十一孔。桥全长二百六

十六米五，宽九米三。她在建筑结梅和建筑艺术方面有

其突出的成就。其桥基、桥墩和桥券十分坚固。桥面两

旁的望柱、石栏杆和石狮子，用白色大理石雕成，做工

精美，尤其是那"数不清"的石狮子①，千姿百态，神

情活珉，形状各异，是我国古代雕刻的珍品。

①·一九六一年，北京市文物工作者对石狮子采取了编号清点的办法，

结果数清了，共计四百八十五个。其中望桂头上的大狮子二百八十一个，大

狮子身上的小狮子一百九十八个， 1爽栏杆的大狮子离个，华表上的狮子四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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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辜血型，m~主.'泪~I草莓主理25苦.

卢沟桥由于她的工程宏伟，建筑艺术精美，更由于

在元世祖时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

记》一书中，对这座桥梁作了完美的介绍，流传西欧各

国，因而使她在七百年前就己闻名世界了。此后，在明、

清两代对这座桥梁又进行了修补。替两头的华表与北京

城内天安门前的相似，为明代的建筑。东、西两座碑亭，

东是清乾隆皇帝写的"卢沟晓月"碑，此碑的另一面刻

有乾隆的卢沟桥诗，其内容是:

@ 

"滑药新波泛薄陵，

春山奈都有云兴D

天边诗境卢沟道，

半拂吟边忆我曾 o

凭栏历历好时光，

麦境才青柳欲黄。

只有幽怀同渴壤，

凡时一例沃天浆。"

西是清康熙皇帝视察永定河诗碑，诗的内容是:

"源自出马邑，

溜转人桑干。

浑流维浊浪，

乎野变沙滩c

廿载为名害，

一时奏效难o

岂辞宵野苦，



e 卢沟桥事变与华北抗战.

须治1比河安。"

卢沟桥的精美闻名于世，丽卢沟桥一带在军事上也
是极为重要的地区。远在战国时期，这里就是燕药通往

华北平原地区的交通要道z 到金朝中都建成后，这里更

成为京都通往内地的出入孔道z 到晓崇祯年代，为保卫

京城，在桥的东头建筑了一座拱极域。 j克城于公元一六

四0年〈崇模十三年〉建成，就是现在尚存的宛平域。

这座城完全是为了作战而筑，因此它与一般县城不同，

域内无街巷市场。全城仅有东、西两个城门，并都有瓮

域和域楼，城四周有角台，角台上盖有角楼。南、北城

墙的正中各有中心台一座，台上盖有敌楼。城墙上还盖

有兵房，城墙顶上四周外倒均有垛口，垛口上有望孔，

下有射跟。整个城墙厚实坚固，便于防守。这座拱摄城

作为宛平县署所在地较晚，始于一九二八年，到"七·

七"事变时还不到十年时间G

在清朝末年时，由于京〈北京〉汉(口〉铁路通过

此地，在卢沟桥的北面又修了一座铁路桥。但铁路桥只

能通过火车，而其它车辆和大多数行人仍在卢沟桥通过，

因此，卢沟桥和东头的宛平域，仍不失其军事上的重要

性。这一地区仍然是北平西南的咽喉要地。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吕，日本侵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

变，发动了对中国的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在卢

沟桥上点燃了抗日的烽火。从此，卢沟桥不仅以其壮丽

的景色丽著名，而且成为现代史上有名的战争遗迹。宛

平城墙上斑斑的弹痕，是吕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见证z

卢沟桥头傲然屹立的华表，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御悔的

象征。

@ 



重温哥E;i:1S'i啤睛地区泣如a;明日可.

-、 事变前的华北局势

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吕本帝国主义

对中国实施侵略政策的必然的行动。{塘沽捺定》和

《何梅协定》签订以来，华北地区在政治上变成了一个特

殊的地区:在军事上己处于对日作战的国防前线。日本

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瓜已深入到中国内地，整个华北处于

风雨飘摇之中。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北平成立了一个特殊

的政权机构一一冀察政务委员会c 这个政权组织，完全

是为了适应吕本帝国主义的要求而产生的c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遵循其帝国主

义对外侵略的政策，发动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武装占领。

国民党蒋介石采取"绝对不抵抗"政策，使东北三省迅

速沦于敌手。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 a ，日军又进攻上

海。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违背蒋介石的意志进行了英勇的

挺扰。一九三三年日本关东军进一步进攻热河和察哈尔

北部地区。中国军队坚决地抵抗了日军对长城沿线的进

攻。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参

加下，组织了民众抗日同盟军从事抗战。但由于蒋介石

国民党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下，集中力

量"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亨的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

对这些抗臼行动不仅不予支持，反而进行了孩坏，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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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签订了卖国的《上海停战协定》①与《塘洁协定》。②

《塘沽协定》签订以后， 13本对华政策出现了两种主

张。外务省认为，一九三三年以来中国政府对解决中日

悬案表示了若干诚意，因而主张推行"协商外交"，宣扬

与中、苏、美三国亲善。但是日本军部认为，中国对日

态度的转变是一时的敷衍政策，必须继续推行其政治与

军事方面的强硬政策，因而形成了与外务省完全对立的

态度。日本外务省与中国政府首脑之间曾一度大谈"亲

善" '"提携"，并将两国的公使馆升级为大使馆。蒋介

石、汪精卫还联合发布禁止排目的命令，禁止各新闻单

位刊登排 E 排货的消息，表面上确有关系好转的现象。

可是日本军部对这些活动采取根本反对的态度。吕本军

部和关东军的基本方针是占领华北，变华北地区为第二

个伪满洲国。 但他在策略上改变了直接武力侵占的方法，

主要采取政治谋略，策动华北自治运动，达到不战而取

华北的目的c 所以其第一步，以《塘沽协定》为武器，

扫清华北自治的障碍，然后选择屈从于自本帝国的健锚，

成立华北自治政权。

实行华北自治的障碍是什么呢?日军认为主要是国

民党政权在华北的军事与政治势力。因此，日军采取了

一系列行动，连续地制造事端，压迫国民党势力退出华

① 全称为《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接定).规定京方自签字之日起停

战，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炜、昆山一带地汪驻军，而日

本则可以在许多地区驻扎军队。

② 《塘洁楼定》规定..中国军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

营、颗义、逼炜、香河、宝珉、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离地

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而日军"黯时南飞机及其它方法进行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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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以达分裂华北制造健俑的目的。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三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察东

事件，以宋哲元部队一部开往热河省丰宁县大滩一带为

借口进行挑衅。日军以飞机大炮向察东独石口长城线酣

近的东拇子袭击，并占领东椅子，迫使宋哲元部与其达

成《大滩口约)，从此，察东地12{中国军队不能进入。一

九三五年五月三日，日军又在天津制造了伪满中央通讯

社记者和天津《振报》记者被杀事件，污说是中国的蓝

衣社①所为。接着在五丹五吕又出现了所谓义勇军孙永勤

部进入非武装区事件②。日军硬说遵化县长接济孙部，违

犯了《塘沽协定》。接着从五月二十日起，日本天津驻屯

军开始骚扰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和国民党天津市党

部等机关。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在 B军的威逼下，将河北

省政府迁往保定。二十九吕，日本天津驻屯军发表通告

说，由于孙永勤事件，日军可以进入长城，并将北平和

天津并人停战区内。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代表高桥坦和

酒井隆访晤华北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提出种种要求。

中国政府在日军威逼下予六月四日至八日的五天内，采

取了一连串措施以满足 5军的要求，将天津市长张廷湾

免职，以亲日分子王克敏接任 z 于学忠他词，河北省主

席职务由民政厅长张军费代理z 决定将第五十一军调离

华北 E 严令平、津军政宪机关取消有害中日邦交的团体。

① 即复兴社，国民党持务组织，因其成员制摄为蓝衣黄裤，故亦名

蓝衣社。

{② 在热河省境内与B军战斗的义勇军一部，日军为制造事端将该部

压迫人长城以内，接着受到日军的围攻，弥永勤在雄斗中牺牲，部队被日军

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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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八日，高桥坦和酒井隆会晤何应钦，又提出了新的

要求(一)河北省内一切党部完全取消; (二〉将五十

→军撤退日期告知日方; (三)中央军必须离开河北省

境; (囚〉禁止全国的排日行为。限于十二日午前答复。

同时E本天津驻屯军将轮换回国与新来的士兵集结天津:

关东军派一个大队集结山海关，独立混成第十→族团主

力开至吉北口，飞机一个中队集结锦州，调驱逐舰二艘

到大沽口，以武力威胁口何应钦经行政院长汪精卫同意，

完全答复了自军的要求。可是高桥坦又以单方所拟"觉

书"送北平军分会，要求何应钦铃盖印章。何于七月

臼致函梅井美治郎承认日本所提"觉书"的条件。这就

是历史上被称为的《何梅协定》。这个揍定虽未签字，但

何应钦的复函已事实上构成了法律上的承诺。而日军以

此可随时向中国提出更多的要求。在此期间，日本关东

军和天津驻屯军又与察哈尔省主席秦德纯签订了《秦

(德纯)土(鹿原〉协定).追使长城以外的中国军队均

撤退入关内，撤退地区以保安队驻防。到十二月间，日

军派伪蒙军李守信所部进攻察北，占领宝昌、沽源等六

座县城，察省土地已大部沦陷c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以后， B本关东军计

划的分离华北的第一个步骤已经完全实现c 其第二步是

选择健偏对象，实行白日本军人操纵的华北自治c 一九

三五年八月，多国骏少将接替梅井美治郎为日本天津驻

屯军司令宫。关东军司令官商大将派其特务机关长土肥

原贤二到天津协助多田骏，策划在华北建立"新政权"

的阴谋活动。日军对于华北当时各省具有实力的统治人

物进行了研究，并派人分头进行了联系，有的甚至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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