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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为纪念七七事变七十周年 ，政协北京市丰台区第八届委员会主席初建华率领导

班子成员视察卢沟桥、宛平城(右起赵仑副主席、鲍顺新常务副主席、初建华主

席、胡燕副主席、于雪鹰副主席、周大春副主席)

A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外景



' 位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纪念雕塑园内的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纪念碑 ， 碑

高 15 米，宽 8 米 ， 厚

6.6 米。江泽民同志于

1999 年 7 月 7 曰亲笔

题写碑名

V卢沟桥位于北京西南 ，

因横跨卢沟河一一即今

天的永定河而得名，是

北京现存最古老的石造

联拱桥。 1937 年 7 月 7

日 ， 日本侵略者在这里

制造了"卢沟桥事变"

(亦称"七七事变") ，中

国抗日军队在卢沟桥打

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A 宛平城位于卢沟桥东 ， 明崇祯十一年( 1638 年)建 ， 全城东西长 64 0 米 ，

南北宽 320 米 ， 总面积 20 . 8 万平方米 ， 原名拱北城 ， 是一座桥头堡 ，城

垣建筑与北京类似。著名的七七事变就爆发于卢沟桥与宛平城

... 1986 年 10 月 ， 原二十九军部分官兵及子女来到卢沟桥上，前面舞刀者

为原二十九军三营炮兵排长杨云峰 ，他于里的大刀是七七事变时用过的



争 守卫在卢沟桥上的二十九军士兵



编委会

主 编沈强葫 羔、孙涛

副主编唐晓辉李新李一王广华

编 委郭景兴蒋亚娟段晓微董化斌

谢立升王艳秋沈哗诗翔

特约编委王庆祥解学诗

执行编委唐晓辉



纪
念
卢
沟
桥
札
城
也
宁
周
绎
j

咚
《
七
七
事
变
迄
忆
》

国
农
叮
A

寇
入
深

闯
仇
敌
比
万
民
心

卢
沟
拚
…
梢
头
雄
兔

抗
硝
牙
篇
房
·
·
文
株

均
!
零
忠
A
e
r
o
o
品
午
'
百
于
必
京



目录 1

吕录

从妄望不战而取到发动侵略战争……. • . . .. . . . . . . . . . . . .. ~ .. ~ .. . .…·解学诗 υ)

一本正气长存的史书... ......…….......….. ....... ..•... ... ... .…. .张鸿铸 (11)

人物篇

卢海桥战斗中的中方主要军政人员................…....................... (3) 

王冷斋 (3) 吉星文(19) 金振中 (34) 洪大中 (44)

沈忠明 (62)

与事变有关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将领…….......…................. (66) 

宋哲元 (66) 秦德纯(甜} 佟麟阁 (69) 冯治安 (71)

张自忠 (73) 赵登禹 (74) 张克侠 (76) 何基津 (77)

张寿龄 (79) 过家芳 (81 ) 朱军 (82)

与事变有直接关系的日方人员.......... ...•.. ... ...............…... ........… (85) 

国代皖一部 (85) 梅津美治郎 (86) 牟囡口廉也 (86)

森E彻 (87) 一木清直 (87) 志村菊次郎 (88)

战场篇

丰台….... .......…..................…...........................….........……. (94) 

大井村.......................…….........…..................................... (1∞) 

卢沟桥宛平域…….......…........................................琶......... (1也)

llm龙庙..................................................................…...... .,. (邸)

大要园…·…………………………………………………. .‘………….. (110) 

五里店大瓦窑卢沟桥火车站.........…….......….................…. (112) 



2 乞t事变追忆

廊坊.........………………………………………………………………口附

茵河.................................……..............….......…............... (117) 

广安门…·……………………………………………………………….. (119) 

南苑........................………………………………………………… (121)

组织篇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九军的建立.........…............ .••...••. •.••.• •.• (125)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九军南苑军桂!I西.........................…........ (1笃〉

西北军、二十九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 (133)

1931 年(145)

1935 年 (146)

大事记

1932 年(145)

1936 年(149)

1933 年( 145) 

1937 年侣。

1934 年(146)

酣录.........…………………………………………………………口创

卢沟桥事变回拉录 .........................................……·王冷斋 (168)

卢海桥抗战纪事涛〈五十苦) ..........................……·王冷斋 (176)

王冷斋在远东嚣挥军事法庭上的证词.................…. ... .. ...……. (189) 

佟麟阁将军殉国是调查报告(节选) ...............对苏 玉兰额 (191 ) 

七七事变目击者座谈搞录.......................…......................... (196) 

塘洁椿定…........….........….............................................. (却'3)

何梅#J.定………................……......................................…{却)

秦土协定…........…...................................................……. (却7)

冀察绥靖公署和冀察政务委员会…...... ..…....... ..••...••.•.•.....•.. (209) 

事变时中国二十九军战斗序列表…..........................…....... ... (214 ) 

事变时日军战斗序列表〈一) ................................…....... ... (215) 

事变时日军战斗序列表〈二) ........….................................. (216) 

后记……...............….........…............................….............. (21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从妄图不战而取

到发动侵略战争
一一七七事变前后 E 军侵华态势

辑学诗

值此七七事变70 属年之际，我们十分高兴地祝贺郭景兴先生、蒋亚

娴女士大作《七七事变追忆》的出援。该书披露了日本蓄，曹武装侵略中

国和中国军民英勇抗击侵略者的大量罕见珍贵著述与文献，这是被誉为

"守桥舍"的郭先生的贡献。郭先生大半生守护在中华民族抗战圣地一一

卢沟桥，模而不舍地从事与七七事变有关的文物搜集和史实调查研究工

作，参与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筹建工作。为供作郭先生、蒋女士

大作内容的参考，这里主要就七七事变前后日本侵华政策，特别是曰军的

侵略行径和态势，担要做些阐述。

日本摄据其既定的大陆政策，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东北

之后，必然继续采取步骤侵占华北乃至全中国。事实上，他们对华

北的侵略，旱在九一八事变时就开始了。 1931 年 11 月，关东军大

特务主胆累贤二跑到天津制造事变，撞展的是豆豆重谋略，即不仅仅

拟将溥仪锥运出津，还要占领天津各要冲，破坏杨村铁桥，接应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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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渠①，酿成华北大暴动②，妄图在占领东北的同时，消灭在华北的东北

军，吃掉华北整块地盘。但由于土捏震预先准备失误，他所操纵的两钦噩

捷中的一伙，黯所谓"河北治安维持会"涯的张壁、李际春等拴先发动，

另一伙部杨元吉一派未及参郎，再加上中国方面预有准备，有力回击，以

致未能达到其预先所策划的结果，最终仅将溥仪偷运出津，送到东北。

到了 1933 年 3 月，关东军进攻热河时，终于跨越长城，把战火烧到

华北，甚至逼近平津。关东军司令官在进攻开始时即声明"如果华北政

权对我军采取积极的实力行动时，黯不能不引起战祸以至华北"，@同时

还向南京E民政府发出了 u难保战局不及子华北方面"的最后通躁。中

望当时部署在长城线上的有华北军、东北军、中央军、义勇军，加上平津

驻军共有 20 个师。然而，到了 5 }1中旬，正当日军采取当年攻打族顺的

办法攻击密云时，中国军队却受命停止抵拭，开始撤退。 5 }1 31 日，中

方代表在日军提示文本的"塘沽协定"上签了字。中匮军警从冀东 22 县

撤出，从而使6∞万人口、 8(汹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沦为日方可任意行

动的扩大侵华的基地。④

关东军之所以没有攻人平津市接受停战，主要是慑于英美干涉，也有

兵力不足的问题。曰本此后采取的侵华战略是=打击抗B军，胁迫国民政

府妥协，建立亲日政权，不战币取华北。中国方面由于"塘沽协定"签

订，嚣民政府再也无法重提"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币是

在继续"蜡共"的同时，对曰采取绥靖政策。特别是 1933 年 9 月庐山会

议后，汪精卫取代宋子文任弥长，亲日摄抬头。黄郭、殷同在华北也积极

为执行"塘洁协定"而奔走。因高继大连、唐山会议之后，经过北孚会

议，从 1933 年 11 月到 1934 年春，伪满和华北之间先后实现了通车、通

部，乃至伪满在长城各口设立关卡。这就助长了日本推行以"华北自治"

为名的分割蚕食政策。政策的直接推行者，就是 1900 年八匮联军侵华后

① 1931 年 10 月船，关东军策划利用山东韩复渠军攻击在华北的张学良东北军，为此拟售予

韩步枪 1 万支。

② 片仓衷: (满洲事变机密鼓晤吕志) (其二)。见《现代史资料 .7 .满洲事变).办-ti"

书房. 1965 年，第 258-261 页。

⑤ 日本陆军省调查班(热窝讨伐经过概要).第 5--6页。

③关东军进攻华北肘，还曾唆使张敬尧{安徽人，曾任张宗昌直鲁联军第二军军长〉发动

政变，制造亲日政权。结果园张于 1933 年 5 另 7 日在北平六国饭店被暗杀而妇子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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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的B本所谓中国驻屯军〈军部在天津海先寺，故一般亦称其为天津

军)，关东军作为搭档，也参与各种行动。

1935 年， B本将华北危机撞至顶峰。同年 1 月，关东军首先制造了

察东事件，关东军声称，察哈尔省沽源县所属之长梁一带在归离子伪满

热河省丰宁县，故要求中国军队撤至长城以西，为此派出第七师因"讨

伐队"和第十三族团的全部，由热河南昌推进。那里本来己无中国军，

故关东军并未与中E军接战。可是，国民政府也还是做了妥协退让，竟

与日方达成所谓"大滩口约.，据此中国的宋哲元军再也不得出现在那

里①。关东军的目的是打通多伦至沽源的交通线，占据西进要埠，即实

行所谓"多伦战略"。

中国的退让，反而换来侵略者的愈加嚣张。 1935 年 5 月，华北日本

驻屯军出场，他们借口商名报社社长被杀和所谓孙永勤事件，向中国发难

和要挟。天津 (00权报》社社长胡思溥和天津《摄报》社社长白逾桓都

是亲运分子，他们分别于 5 另 2 日和 3 日，在北洋饭店与自宅被暗杀。至

于孙永勤，乃是奋战在长城线上的抗5 英雄， 1935 年 2 月进入冀东遵化

县境。 5军捏这些事凑在一起，向中国方面提出，无非是要挟中国的借

口。 1935 年 5 月 29 吕，日本驻屯军参i某长酒井隆和驻平武官高桥坦向北

平军委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提出要求"清算蒋介石的二重政策"和出口

项内容构成的通牒，内容包括:从华北撤出东北军、中央军、宪兵三团、

望民党，严惩杀人者，解散排吕西体，河北省府迁移，等等。高桥坦还表

示"有必要采取自主行动"。至于关东军，当然表态支持华北E军。中噩

噩民政府本已软化，可 E本政府竟决定借机"一举解决过去的一切悬

案"。于是酒井于6 月 8 日又以最后通牒形式提出<<将河北全省置于几

乎与非武装区民样的状态..并要求在 6 月 10 日前必须答复②。值此关

头，关东军迅速向山海关集结，实行武装说诈。慑于日军威胁的南京国民

政府决定， 9 日由汪精卫电告何应钦"全部答应日方要求"0 10 日下午何

① 据满钝总务部资料课: (察哈尔事件概要> (综合情报 10 第 8 号. 1935 年岳月 1 吕}载，

关东军特从伪都"新京"调3 架重型轰炸机。据《墨闻周报) (第 12 卷 5 期〉载，国日军轰炸，

东掘子、沽源一带自卫固和居民死亡40 余入。关于〈大滩口约)， 1妇5 年 2 月 2 吕由北平军委分

会公布。

②满铁总务部资料课: (臼中事件的经过)，结合情报 10 号之号外. 1935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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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钦访高桥垣正式答复，此即后来的所谓何梅协定。当夜，中央军第二师

和第二十五师郎自北平南撤汉口。就这样，国民党的军政力量，继冀东之

后，被排除出整个河北省。

日本吞噬的目标不单是河北省，而是金华北，所以他们继续在各地寻

衅商事，制造亲日政权。 6 月 27 EI就制造了炮打北平域的丰台事件。此

次又轮到关东军出场，大特务土ß~原任幕后总指挥。他一手操纵黑龙会族

人牛达富太郎，一手唆使老牌汉奸白坚武②，收买丰台铁甲车大队原石友

三部下和分裂势力武装"正义军"成员段春泽，但医中国预有防范，由

丰台开出的摄乱铁甲车，见永定门紧闭，胡乱打了几炮，便自行逃窜，以

失败告终。

吕本为了实现分裂中国的华北"特殊化"以"自治"为名，阿罗汉

奸进行炮制亲吕政权的活动。在日军频频制造事件，特别是迫使中国签署

塘沽协定和伺梅协定的咄咄逼人情况下，稍有理性的政界人士都是不会轻

易倒南侵略者的。但是日本侵华狂人急不可待。 1935 年 9 月 M 吕，薪任

曰本驻中国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理骏〈原为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在吕

本记者因午餐会上，公然揭出震惊舆论的爆炸性声哥哥，要求"华北五省

联合自治"为此而不惜诉诸武力。日本政府虽也感到意外，但未黯止日

军的"华北自治"阴谋。 1935 年 10 是 3 日，日本外务、陆军、海军三大

臣达成的"谅解"反倒借此要求中国对曰亲善、承认伪满洲国和共同

防共。每

1935 年 10 月 20 日，关东军的土ß~票再次出场，伙同另一名大特务松

室孝良又制造了香河暴动。在日本法人和香河劣绅的操纵下，两千暴民以

要求减税为名冲撞，之后又有二十余名5本宪兵进城撞泼助棚，全城大

乱。日本浪人和劣绅要求县长让出县城，由民众组成政府。香河暴动尚未

平息， 11)寻 12 日关东军再次更大规模地在山海关集结兵力③。此次武力

威胁是针对中国以英资为后震、与英镜挂钩的币制改革的，但又不单是针

@ 白坚武，原为吴佩孚的政务厅长，在5方指使下，为拼凑华北伪政权曾数次阴谋暗杀于

学忌，并策动于的部下叛变。后来，在沈阳还成立了以分裂华北为吕曲的"正义社"和"正义

军"。

② 日本外务省: (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 (下) ，第到3一组民页。

③ 关东军第一混成旅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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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币制改革。吕方宣称，香河暴动和吊销改革都更加形成"华北自治运

动"的"气氛"。如果说真有这种"气氛..那也是日本侵略者人为制造

出来的。例如， 11 月 25 吕就有数百名流氓受吕人唆使围攻在天津的河北

省政府和公安局z 币 11 月 27 日，天津臼军竟公然发表公告..华北顷近

之运动，乃因民众要求自治问题，故中国当局如以武装镇压实属徒劳。"①

就在这种"气氛"下，受自人指使，汉奸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

会"于 11 月 25 吕出笼了，一个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将冀东

22 县作为辖区。此刻集结在山海关的关东军也开始窟撒了。

国民政府再次退让。为迎合E方，居民政府于 12 月 18 日在撤销军委

会北平分会的基础上，成立以宋哲元为蓄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冀察两省

和平津南市置于一殷行政区之外，实行自治性管辖。日本面对冀东、冀察

商政权并立局茵的形成，顾势调整其"华北自治"政策为:以冀东伪政

权为筹码，追使冀察政权迅速"亲自化" "-{矣冀察的自治大体稳定时，

则王军块呢使‘两个政权'合并"，②并把"华北自治"扩大到华北五省，

以实现其"华北国"的美梦③。为使经济侵略和政治蚕食同步，军部还指

使满铁开始从事"华北独立场合恃的财经调查。特那是满铁受命组成大

规模的"军嘱托班..对需要紧急夺取的战争资源和利权，进行调查。当

时华北臼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哇，对满铁调查班赤裸操地声称"作为军

方，虽然因人币方针有所不同，但我个人考虑，应尽量避免菌际冲突，实

行实际的渐进主义" ..所谓‘实际的\主要意味着经济力的把握， fl3要

靠以军刀为背景的威胁，使之提供科权便利.. ..所谓渐进的，就是逐步

造成南京政府威力所不及的地区，在不引进外E势力前前提下，将中国置

于分立状态。"③

①天津《益世报)， 193圭年 11 月'1:1日。前此， 11 月却日日本驻南京大使有吉面更蒋介

石，要求中央政府不要镇压华北"自治运动"。
② 日本外务省: (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 (下) ，第 322-3自页。

③ E销年 1 月 13 臼的〈第一次华北处理要纲》和 1936 年 8 月 11 日的〈第二次华北处理要
纲)，都规定"自治区域以华北五省为目标"。后者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写道..避免帝国揭目的
被理解为否认中国在该地远的领土主权，或者培育脱离南京政权的独立嚣家，拇或是呈现为满褂
国的延长。"

③满铁经济谓查会干事(酒井大佐谈话大要)，被秘，打字件。耐有"阅后焚毁"的纸

签。



6 乞乞事变适丰Z

但是，以 1935 年的一二·九运动为标志，在中匮人民反帝爱国运

动达到高潮的情势下，无论是帝盟主义的侵略野心，还是投降派卖匮企

图，都难遂所愿。事实表明，日本的"华北自治"吉的号蚕食政策，没有也

不会得逞。冀察政权非f但亘没有"亲吕化

尽管曰本已将一批顾间打入政权②龟=接满铁设计并由满铁全额出资的子

公司一一兴中公司具体操作的资源科权攫取活动，也收效甚微，尽管日

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己与宋哲元达成了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谅解。事

实上，臼方的主要对手冀察政权首脑宋哲元，后来采取了完全国避的对

策，直到七七事变。

臼本帝国主义因其妄图不战而取的"华北自治"阴谋碰壁、破产后，

开始向准备武装夺取华北乃至全中国的战争政策转变，这种转变， 1936 

年即悄悄地进行了。

1936 年对5本来说是重要年份。自本军国主义势力此刻极欲摆脱受

到遏制的华盛顿体制，同时又惑到一旦冲破华盛顿会议以来形成的帝国主

义列强格局，势必遭到国际反应，吉凶难卡。所以，他们大肆蚓嚣

"1935 、 1936 年危机"借以鼓吹扩大军备，同时也是为摆脱匮内政治经

济危机，而摄力推行战争政策和天皇制法西斯化。这一年的S本历史在这

方菌有着非商寻常的记录。

在决策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 1936 年 8 }寻 7 吕，日本五梧会议撞出

的题为《国策的基准》的医策大纲，野心勃勃地提出"帝国应确定的根

本国策是，与外交匿防相伴随，确保帝匮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方

海洋进出发展。"②联系同一天曰本回相会议所推出的"帝国外交方针"

①关东军将伪满龙江省，总务厅长永并因部等 s 入，加上来自其他方面者，共十余人在E为冀

察颐间。他们策动冀察政权中的亲吕液，诸如齐斐元、潘毓桂、张壁、陈觉生等人，从事挑拨、

分4扫雷动。

② 吕本外务省: (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 (下) .第 344 页。"东亚大陆"的重点系笔者

所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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