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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月危城

10月的南京本应是秋风送爽、桂花盛放的时节，但是对于大多数南京

市民而言， 1937年的气候显得是那么异常，这一年的夏天来得格外得早，

也异常得炎热，可是刚过了8月，天气便开始变得阴郁起来。 连绵的雨季

虽然使得人们享受不到阳光的温暖，却也给南京城带来了稍许的安全感，

因为也就只有在这样的天气里，实施"越洋爆击"作战的日本海军飞机才

不会飞临这座六朝古都的上空，实施那令人发指的无差别轰炸。

然而云层和阴雨终究不能取代一支强大的空军来永远保护中国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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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 从10月上旬开始，随着天空逐渐放晴，被日本政府寄予厚望的海军第

1联合航空队便开始频繁出击，不分白天和黑夜地用弹片与轰鸣向仍在抵

抗的中国军民施加压力，以期使得这个在东京眼中卑微而虚弱的政权尽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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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袭对于一座繁华的都市而言无疑是致命的，昔日人流如织的南京此

刻到处都是死一般寂静，连红色的砖瓦屋顶都粉刷成了黑色，空荡荡的街

道上也只有同样被漆成了黑色的电车还在行驶着。 虽然大多数市民都被告

知要尽量留在家里，但是各级政府机关都在照常运营着，军人、 警察，还

有那些自愿组织起来的平民纠察队也在忠实地履行着他们的使命。

此刻身在中央军校122号大楼里的钱大钩对于现在的南京城究竟什么

模样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 记得战事刚刚开始之时，南京 《新民报》 曾发表

社论说什么.. (南京)不是重工业区，不是金融市场，也不是军事重镇，

实在够不上敌机的轰炸，南京并不如一般想象之危险"云云之类，结果

上海全面开战后的第3天，即 1937年8月 15 日，日本海军便首次对南京进行

了"渡洋爆击"作战。 当天， 20架隶属于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的三

菱G3M96式陆基轰炸机组成的机群对南京实施了大规模空袭，炸毁民房若

干，伤及平民元数。 而这一天却还只是日本人对南京进行的"搜洋爆击"

作战的第一天。

从9月 19 日这天起，日本方面又开始对南京城实施无差别空袭，医

院、水厂、电厂一切军用民用目标

尽皆成为日机轰炸的对象。 仅仅在

9月 25 日这天，日本海军、 陆军航空

队便出动飞机约百架，从上午9点半

开始，对南京进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

猛烈轰炸 。 此次空袭造成逾千名南

京市民伤亡，更使得大片城区化作

废墟。

也正是从这一天起，南京，这

座中国的首都第一次感觉到了战争

的逼近 b 而随着日军空袭密度的增



加，有人已经开始隐隐约约地担心起不过300公里之外的秘沪战火是不是

会烧临到南京城下。

平心而论，钱大钩也深知此刻柑沪方面的战局的确很不好，自从8月

13 日上海方面的保安部队和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全面交火以来，

这场双方都志在必得的战争就如同雪球样越滚越大。 在张治中将军率部围

歼虹口区等处的日本陆战队未果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数次增兵

上海方向，精锐的德械第36师、 第87师、 第88师等部队悉数奔赴大上海。

而日本方面在一片"惩膺暴支"的狂妄叫嚣声中，也从国内动员了藤

田进中将的名古屋第3师团 、 山室宗武中将的善通寺第11师团组成"上海

派遣军"由陆军大将松井石根统一指挥，开赴上海。 随着日本陆军"上

海派遣军"于8月底在沪西的吴淤口 、 )11沙等地登陆，一时间中日两军的

精锐部队如同对撞的火车般不可避免地在繁华的沪西地区展开了一场殊死

搏杀。

此时站在窗前望着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的古都南京，钱大钩的心情糟

糕到了极点 。 比起遥远的华北战场来，上海方面的战局对于目前中华民国

政府而言显得更为令人揪心。 自卢沟桥事变以来，中日两军数以十万计的

主力兵团已经在华北 、 华东两条战线上同时展开进行主力会战。

不过与上海方面的胶着相比，华北战场之上日本陆军的进展似乎颇为

顺利。 7月底，平、 津相继失陷 。 8月下旬，南口 、 张家口 、 宣化也落入敌

手，晋北门户洞开。 9 、 10月份，在日军强大攻势下，平汉线中国守军大

面积溃退，保定、 石家庄不守，山西方面也全线吃紧，太原成为危城。

日本陆军满心期待的平汉路主力大决战却始终没有出现。 但是根据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颁布的 《 国军作战指导计划 > ，华北战场上的中国军

队基本达到"在平汉路正面与日军相持，实施柔性攻击，晋鲁两个侧面则

利用山地固守，对正面日军构成椅角之势"的战略构想。

而自日本陆军"上海派遣军"于9月初猛攻吴陆、 宝山 、 狮子林一线

以来，这场战争的规模也逐渐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 战事的不利迫使国民

政府军事委员会频频从内地抽调更多的部队前去增援淤沪战场，无论是川

军、 桂军、 滇军，还是中央摘系，在"一寸山河一寸血，百万青年百万军"

的口号下，他们同举着"抗日救亡"的大旗，义无反顾地奔赴褂沪前线。

m
南
京
保
卫
战
苍
白



第
-
章

风
雨
金
陵

就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军队从各

方赶往大上海的同时， 9月 1 日，日

本陆军参谋本部下令加速动员早已

经在集结中的第 10 1师团、独立工兵

第 11联队等部队。 5天之后，即9月 6

日，日本海军军令部长伏见宫博恭

王大将在上午时分，专门为海军用

兵问题进宫觑见裕仁，奏称"上

海陆上的战斗迟迟元进展，必须增

强陆军兵力 。 "

伏见宫的这一奏称，事实上是日本陆海两军的共识。 9月 4 日，日本陆

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举行联席恳谈会，陆海两军的首脑们一致通过了

"在华北给中国军以最大打击，进入保定一线;在上海附近，以击退敌人

的胜利结束战局，其时间大概是十月下旬至十一月初之间"的决议。

面对执掌日本海军的四大世袭亲王之一的建议，天皇裕仁立即宣布召

见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大将前来商谈。 而事实上老而弥辣的日本

陆军首脑闲院宫早在参谋本部进行研讨之后便已着手准备增兵上海，于是

在当天下午的晋渴中立即奏称内定增派第9师团 、 第 13师团 、 第 101师

团及台湾守备部队前往上海， (同时)派遣4个后备步兵大队到上海。 "

在日本海陆军的流溢一气之下，日军增兵上海的工作迅速展开。 而战争的

规模也与所有善良人们的祈望向背，逐兀(
…-用……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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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队、台湾山炮兵联队、台湾第l及第2卫生队、 台湾临时自动车队、台湾

第1及第2输送监视队悉数出动。 而从支队长由重藤千秋少将出任便可以看

出，所谓"重藤支队"其实际战斗力不弱于日本陆军一个混成旅团 。

根据《临参命第九十七号命令》将重藤支队派往上海战场的同时，日

本陆军参谋本部又根据《临参命第九十六号命令》从华北方面军抽调后

备步兵10个大队、炮兵两个中队、 工兵两个中队、野战重炮兵第10联队的

1个大队、 高射炮队(乙) 5队，增援上海。 在钱大钩这样的职业军人眼

中，这些繁琐的番号本身便蕴涵着无比重要的信息。

如果说就近动员台湾驻军驰援上海意味着东京方面也意识到上海战局

已经危急到来不及从本土抽调兵力的话，那也众多后备部队从华北战场转

移到上海则意味着，在连日的理战中气焰嚣张的日本陆军也开始无法承受

巨大的伤亡，迫切需要补充新鲜血液。在前线的将士浴血奋战，给予人侵

者以迎头痛击的同时，钱大钩在9月初便开始担心，一旦日军的增援陆续

抵达，上海战区的形势必然更为严峻;而一旦把持着日本军队的那些老少

战争狂们将注意力转向上海，那么未来出现华东战场的敌人数量必然呈几

何速度增长。

果然局势的发展如钱大钩所预料的那样，就在日本陆军第一批增援部

队尚未完全开拔的同时，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又进一步作出了动员第18师

团的决定，这也就意味着日本政府开始进一步动员后备力量，与中国进入

不惜耗损国力的"总体战"阶段。

近代日本陆军的历史基本上可以追溯到1886年到 1889年陆军省次官桂

太郎、参谋次长川上操六所主持的兵制与军备改革，即 1888年5月 14 日令

废除带有地方治安色彩的东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六镇台

设置仿照西方近现代陆军编制的6个常备军师团 。 而其后虽然由于中日甲

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陆军的师团数量几经扩充，但是到中日战争全面

爆发前，日本陆军基本上保持着17个"常设"师团的合理规模。

随着中日战争规模的不断升级，日本政府显然逐步失去理智和耐心，

不顾国力的限制开始疯狂膨胀其武装力量。 除了复活在1925年撤销的第13

师团和第18师团之外，还组建以预备役兵员为主体的"特设"师团，在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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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军方新一轮派往上海战场的部队之中，除了第9师团是战前便存在的常

备军之外，第18师团、第101师团以及派往中国东北地区"待命"的第13

师团均是由预备役兵员组成的后备军。

虽然日本陆军战前只有17个"常设"师团，但是每个师团的退伍老兵

均转人预备役，因此战时可以迅速得到扩编成特设师团，也就是说一旦

日本的战争机器全力开动，其陆军兵力可以很快由现役的38万人扩充到

74万人。

而除了预备役兵外，日本的兵役制度之中还设有后备役兵88万人和补

充兵役240万多人，各种兵役人员合计有448万多人。 而反观中国，虽然有

203万现役兵员，但是预备兵役和后备兵役却一无所有。 因此战端一开，

中国军队便很快呈现出后续乏力的状态。 而日军却可以在迅速整补之后，

仍保持旺盛的进攻能力 。 多年以来的积贫积弱，使得中国在国防动员体

制、平战转化体制、军事指挥体制相对于日本均有着不小的差距。 在这一

点上钱大钩虽然身处高位，也只能报以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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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9 日根据 《 临参命第九十六号命令》 从华北方面军转人上海派遣军

的日军10个后备步兵大队开始依次到达战线。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

大将立即命令这些后备步兵大队负责掩护登陆点，封闭各师团之间的间

隙，并警备后方。 而原先在这方面负责警备任务的各部队立即回归原先部

队，集中兵力准备开始新一轮的进攻。

9月 12 日重藤支队从台湾出发并于两天之后在贵阳湾实施登陆，按照

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的命令，编入第 11师团的指挥下作战 。 而随着第9师

团 、 第 13师团、第 101师团陆续抵达。 整个9月，日军利用其制海权的优势

持续增兵褂沪战场，最终在华东战场上形成一个重兵廉集的强大攻击群。

加上先期投入的第3师团 、 第 11师团和日本海军陆战队，到 10月初，

日本陆军在上海战场已经投人了5个师团又1个混成旅团的庞大兵力，但其

实并没有什么大的进展。 在沪西的罗店、 蕴藻棋等方向，日军的进攻屡屡

不能得逞，虽然中国守军部队死伤惨重，浴血山河，但日本人每前进一步

也要付出极大的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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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沪西方向让日军死伤众多无法前进，但钱大钧却并不能说淤沪战

场就是安全的。 现在最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担心的倒不是沪西战场，而

是在于别的方向，比如浦东。

"主任，余姚的第45师刘副师长发来的密电! "侍二组组长郭佛不知

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凭窗而站的钱大钩的身后。

"嗯? "钱大钩眉头微皱，接过墨ß1弟递来的文件夹。

提笔签收文件后，钱大钧草草看完电文便叫住了正欲转身离去的鄙

佛。 "委员长睡下了吗? "钱大钩稍稍沉吟，最终决定开口询问道。

"还没有! "鄙佛意识到这个时候主任的询问并不会没有原因，身为

"民国军机处"的成员，他第一时间联想到这也许就眼刘进副师长发来的

密电有关。

算起来刘进副师长也是侍从室系统的骨干了，他是在年初才由新编第

6师副师长的任上调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第二组少将参谋

的。 对世沪会战爆发后，原侍二组组长邵存诚被调到冯玉祥司令长官的第三

战区出任参谋长一职，刘进便接任侍二组组长的位置。

由于侍二组主管着军事参谋业务，并与陈布雷主任的侍二处所属第四

组一起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综管军政机要，同属侍从室组织的核心，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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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蒋介石一直都对负责军事方面的侍二组是十分注意的。 毕竟侍二组主管

的业务，几乎包括了军委会所属的各重要部门和其他行政部门，从作战指

挥、部队训练、国防装备到交通运输、后勤补给以及人事经理等等。

无论是审阅一些来自各方面的建议和处理事务性的工作，还是代替蒋

介石向战区司令长官电话传达重要手令，又或者凡是下面所不能决定或不

敢决定的一些报告或请示的文件，都得经过侍二组，由参谋人员研究审

核，签注意见送给蒋介石作最后裁定，几乎上传下达的工作都被侍二组所

包囊。 也正是因为侍二组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所以关于组长和参谋人选，

一般都是必须经过蒋介石亲自批准而后任用，没有他的点头和批示，谁

也进不了侍二组，更别说是出任组长一职。 不过也正是因为身为"天子近

臣..故而曾在侍从室工作过的军官几乎无不官运亨通、仕途坦顺。 如j进

也不例外，担任侍二组组长不过月许，他就被调往陆军第45师任副师长，

所余侍从室一处二组组长一职由郭佛接任。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抬手敲开蒋介石卧室的瞬间，钱大钩低声叹

息道。 "刘建一发来的情报准确吗? ..草草看完了电报之后，穿着睡衣的

蒋介石以一口浓重的浙江奉化口音询问道。

刘进调任戴民权的第45师任副师长的调令，是钱大钩亲自根据蒋介

石的命令传达的，所以钱大钩很清楚这其中的缘由 。 曾久驻中原、此时

也奉命调来浙江，担任慈溪、余姚至镇海要塞防务，防止日军由镇海、

宁波西犯杭州的第45师虽然兵员充足，但毕竟未经过大的战争，加之部队

原是由河南息县、汝南、固始、潢川等县的地方团队改编的，所以战斗力

极为有限。

为了加强对该部的控制和指

挥，除了调侍从室第二组组长刘进

为该师少将副师长之外，同时蒋介

石还令参谋本部调正在福建指导

国防工事的王宏漠为该师少将参

谋长，协助刘进整顿第45师 。 说白

了，以侍从室摘系的刘进和参谋本

部的王宏漠为副师长、参谋长，也

第
-
章
风
雨
金
睦

-
m戴
民
权
(
一
八
九
一
年
至
一
九
四
零

年
)
，
名
正
，
字
端
甫

。

河
南
汝
州
市
猝

川
乡
戴
湾
村
人
，
时
任
改
编
自
河
南
息
县

、

汝
南
、
固
始
、
潢
川
等
县
的
地
方
团
队
的
第

四
十
五
师
师
长



就是为了架空第45师师长戴民权。

在得到钱大钩肯定的回答后，蒋介石对于戴民权违抗自己的命令，不

愿将部队拉到松江一线布防，显得颇是恼怒。 书桌上叠放着的那几份由戴

笠递呈上来的报告已经可以说明浦东方向目前所潜在的危险了，如果不是

担心日军很有可能在浦东方向实施登陆作战，也无需将他戴民权的第45师

调至松江一线。

o 百变的战局

身为待一处主任钱大钧深知情报部门汇集来的各种支离破碎的军事情

报，已经让这位并不擅长大兵团指挥的蒋介石委员长有些焦头烂额。 日本

陆军向来强调迂回进攻，目前褂沪正面的战局虽然已经到了极为不容乐观

的地步了，但是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而言，更为迫切的显然是判断出日本方

面下一步的进攻方向 。

日本军队直接在上海登陆之后，虽然可以得到优势海空军的支援，但

是战场正面毕竟相对狭窄，兵力无法展开。 而即便在一点取得突破，也必

须要面对中国军队辽阔的纵深防御，且由于战场地区河网纵横，日本陆军

在亚洲区域处于领先地位的机械化部队无法像在华北平原那般狼奔东突。

因此在上海战事不断扩大的同时，国民政府始终关注着日本军队在

长江三角洲两翼发动迂回登陆作战的动向 。 日本军队是东亚地区当时最

富有两栖登陆战经验的军队 。 中日甲午战

争、日俄战争，日本陆军均有过两栖登陆

抄袭敌后的战例。因此在1936年底，国民

政府参谋本部拟订的《民国二十六年度

(1937年)作战计划》便明确提出"敌国之

军备及一切物质上，均较我优势，并掌握

绝对制海权，且在我华北造成强大之根据

地 。 故其对我之作战方针，将采取积极之

攻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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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据国民政府事先的判断，战事爆发后，日军"主战场以华北为中

心，并以有力之一部，沿平绥路西进，及由山东半岛 、 海州等处登陆，截

断我南北联络线，策应其主力军之作战，以囊括我华北全部，同时一部由

扬子江口和杭州湾上陆，以掠夺我资源，威胁我首都" 。

针对日本方面的海上优势， ~民国二十六年度( 1937年)作战计划》

中便明确提出:

国军以复兴民族、收复失地之目的，于开战初期，以迅雷不

及掩耳之手段，于规定同一时间内，将敌在我国以非法所强占各

根据地之实力扑灭之。并在山东半岛经海州及长江下游豆杭州湾

远南沿海岸，应根本扑灭敌军登陆之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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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国民政府方面对日本可能在战区侧背实行两栖登陆作战并非全无

预期 。 但是有预期是一回事，反登陆作战的具体部署却又是另一回事 。

长江入海口和杭州湾加在一起有数百公里的海岸线，处处设防显然并不

可能，因此国民政府将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南京一一江阴一线 。 在长江海

防方面，整理顺序为"先求巩固长江下游之江防，其次渐及浙、 粤、闽、

苏、鲁诸海岸" 。 为此在上海战场正面摩战的同时，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

首都如何防御日本方面可能展开的两栖登陆作战，此刻也已经被提到了军

委会议事栏中 。

作为自明朝以来中国经济的心脏，长江三角洲地区在中国海权沦丧的

近代始终是外敌人侵的首选目标，而扼守长江入海口的南京更可以说是长

江三角洲的咽喉所在。 1934年，国民政府的参谋本部就曾拟就了一份《南

京方面之防御方案} ，同时还有一份《首都上下游渡?可准备方案》 。

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是南京防御作战的具体方案，而后者则

是一份如南京陷入重围，首都卫戍作战失败后的具体搜江撤退方案 。 同

一年，参谋本部还草拟了《南京防守计划》及《对敌袭击首都之防御要

领} ，几乎每一份方案、要领、纲要的制定，都是国民政府对日备战的积

极体现。

事实上早在1932年 1月 28 日，面对突然发生在上海的"一·二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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