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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1937：蒋介石应对日本侵华的军事思想 

仲 华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历史学系讲师、博士生 南京 210003) 

摘要l1931年“九·--／k”事变至 1937年卢沟桥事变期问，是 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华侵略的特殊历史 

阶段，蒋介石为应对外敌入侵 ，在军事方面作 出了自己的思考。本文根据蒋介石这一阶段的论著 ，概述 了他对 

于未来战争的认识、他的国防理念、他关于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构想、他的军事教育思想，在此基础上，对这些 

军事思想及其历史作用，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和评价。 

关键词l蒋介石；中日全面战争；国防；战略战术；军事教育；军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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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至 1937年，是“九·--,／k”事变发生到抗 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呈明显的敌强我弱态势：战 

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特殊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存亡续 争形态较之传统战争，迥然不同，“逼在我们眉睫的 

绝的危难关头。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首脑，他关 未来的国际大战，乃是一幕纯科学的立体战争”【 ， 

于应对日本侵华的军事思想，指导着国民政府的备 而这种战争，“一定是电气的战争、化学的战争、机械 

战实践和战略选择，对未来战争进程影响深远。有 的战争、毒瓦斯这类毒气的战争”【4J。 

鉴于此，本文拟对此问题作出梳理，以求教方家。 如何才能应对并赢得这样一场特殊的战争呢? 

一

、关于中日全面战争的认识 综观“九·--,／k”事变起至“七七”事变止蒋介石的有 

“九·--,／k”事变后 ，蒋介石基于种种原因，对日 关言论，其对策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本虽持软弱的外交政策，但其内心深处对中 日全面 其一，科学救亡。1934年 5月，蒋介石在向空 

战争的必然爆发一直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事变发 军官兵发表《空军救国三唯论》讲演中，提出了“二十 

生之初，他即在 日记中写道I“倭寇野心既已爆发。必 世纪是科学的世纪，所以我们生存于二十世纪的人 

难再收，东亚从此无宁 日矣”⋯；1934年 3月，在一 们，要不被人家讥笑是个落伍者，只有从事于科学的 

次各省高级行政人员会议上，他更预测第二次世界 研究”，“唯有精研科学，始能救亡御侮，复兴民族”【5] 

大战暨中日战争将在 1937年爆发。【2】这一时期，蒋 的论断。这就把科学技术和军队战斗力、国家的前 

介石对于未来战争的性质、形势、形态等带有根本性 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蒋介石科学救亡思 

质的问题 ，作出了初步的思考与回答。他认为，即将 想的促动下。国民政府加快了当时科技含量最高的 

爆发的中日战争是被压迫的中华民族和侵略的日本 空军建设步伐。经过三、五年的努力，空军建设及与 

帝国主义之间的一场生死大战，也是中国人民的御 之相关的航空工业建设初见成效。中国空军初步生 

侮之战；作战双方中，日本“军事完备”，中国“事事落 长为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新型国防力量，由此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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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军队突破以往以陆军为主的单一军队结构，形 的一部分，将会伴随着世界军事的发展步伐，前进到 

成一支适应现代战争条件的多军兵种合成军队；突 大规模机械化的战争阶段，在这种形态的战争中，除 

破线式作战和地面作战等传统作战方式，掌握多军 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因素的影响，科学技术的 

种协同的合同作战方式，奠定了基础。 作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高度，一个国家科技水 

其二，“精神胜于物质。”精神致胜是蒋介石着重 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他们的军队战斗力。从这个 

强调的一个克敌之道。“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有 角度而言，蒋介石科学救亡的思想无疑是顺应时代 

关革命哲学和立国精神的长篇阔论，屡见不鲜。在 潮流和现代战争特点的明智认识。然而，蒋介石提 

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上，蒋介石认为，精神为先， 倡的“精神胜于物质”，却过分夸大了战争中的精神 

物质在次，“我们对外作战，一切物质武器不是胜利 因素，使精神变成了凌驾于一切战争条件之上的玄 

的第一要件，而比物质更见重要的，还是民族的精 而又玄、虚无缥缈的东西，显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认 

神，革命的精神!”蒋介石还把这个结论套用于 日本 识论。众所周知，精神力量 自古就是决定战争胜负 

侵华战争的现实问题，认为日本“用来侵略中国消灭 的重要因素，但精神力量必须和物质因素有机结合， 

中国的最大武器，并不是有形的枪炮，而乃是枪炮以 才会发挥出非凡的威力，精神和物质二者相辅相成、 

外无形的精神”【6J，此精神，蒋介石界定为“忠君爱 互为补充，脱离了物质支撑的孤立的精神，绝不可能 

国”、“好侠尚义”、“轻生乐死”的武士道精神 J。基 赢取战争的胜利。所以说，蒋介石的“精神胜于物 

于以上的认识，蒋介石进而强调，“我们要打倒 日本 质”，只能服务于他个人的私欲，而有害于备战的实 

侵略的野心，要打倒 日本侵略的武力，先得打倒他 日 践，同时，将精神、物质割裂开来的论断，在理论上造 

本侵略的精神。要打倒 日本侵略的精神，先要完成 成了不可调和的深刻矛盾，这种矛盾处处派生于他 

自己应该具备的革命精神——固有的民族精神。”【8J 的其他军事思想当中。 

何谓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概括蒋介石所见，即为 二、关于国防的认识 

“智仁勇”的中国固有民族性以及在这之上延伸出来 这一时期，蒋介石的总体国防观受其“攘外必先 

的“智信仁勇严”的中国固有武德。在蒋介石看来， 安内”基本国策所制约。不过，在“攘外必先安内”的 

只要恢复“智仁勇”的精神，“我们有了武德，就不必 基本国防秩序下，蒋介石就如何准备“攘外”的思想 

靠武器，有了武德，就可以发挥出一种超绝的精神的 并非一成不变，其基本国防观念随着客观形势的发 

力量，不仅敌人不能以武器来消灭这种精神的力量， 展而有所变化。 

而且我们有了这种精神的力量就可以战胜敌人!” J 1．“精神国防”。“九·--)k”事变后，蒋介石提出 

那么，又该如何恢复民族精神并将之落到实处呢? 了“精神国防”的思想，其要旨是：以“礼义廉耻”的精 

蒋介石的核心思想是：民族精神“之所以能够发挥出 义教化民众，使人人修身力行，发扬民族道德，奠定 

伟大的力量来达成他民族复兴的目的，又全在领导 国家的精神基础。1934年，蒋介石在全国推行“新 

民族复兴运动的领袖，和在领袖指挥之下的一般干 生活运动”，并把新生活运动和塑造“精神国防”连成 

部，一般将领，能忠义自矢，服从命令，拥护领袖，为 一体，他指出：“新生活运动，可说就是要复张四维的 

国牺牲，团结精神，共同奋斗”。u0j也就是说，中国决 运动。再换句话说：也就是精神国防的建设运动!” 

胜未来战争的法宝——“智仁勇”精神或“智信仁勇 蒋介石“精神国防”的思想和他“精神胜于物质”的认 

严”武德，归根结底必须依赖于民族领袖蒋介石，必 识密切相关。这是他同一种观念在战争和国防两个 

须建立在全国全党全军对其个人绝对服从的前提之 不同领域的反映。“精神国防”倡导的“礼义廉耻”四 

下。这种逻辑看似荒谬，恰又完全符合蒋介石独裁 维与“精神胜于物质”推崇的“智信仁勇严”武德，在 

专制的一贯理念。 蒋介石的概念里，也完全相通，它们都代表着中国民 

战争是综合因素的抗衡 ，现代战争更是一项庞 族道德，“‘礼义廉耻’是民族道德之体，‘信仁智勇’ 

大的系统工程。未来中日战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可以说是民族道德之用。”ul J‘‘精神国防”的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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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事实上，当时蒋介石的主要精力和兴趣集 移，蒋介石认为，经过“围剿”和“追剿”，红军“已损失 

中于江西“剿匪”，其本人长期坐镇江西，国民政府投 十分之九的实力”【‘制，“安内”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 

注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大规模内战正在紧锣密 成果；再次，全国各界要求抗 日的呼声此起彼伏，人 

鼓地进行，标榜精神国防建设运动的新生活运动的 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势不可挡，“抗 日”已变成中国的 

根本目的，在于配合军事的“围剿”，清除思想文化领 时代最强音。所有这一切，影响着蒋介石的决策，使 

域的异己成分，加强对人民的独裁统治，其矛头是对 他的抗战决心 日益坚定了起来，并终于在 1935年国 

内而非对外_o因此，“精神国防”与其说是蒋介石在 民党五全大会上第一次表现出了对 日本的强硬姿 

国防准备上的一种思想理念，不如说是他在内战背 态。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国防观也出现了重大变化， 

景下搪塞舆论和欺骗人民的烟幕，对国防和备战并 在《现代国家的生命力》、《全国总动员的要义》等讲 

无裨益。 演中，他重新阐释了国防的内涵，“现代之所谓武力， 

2．“营防”即国防。与“精神国防”同时，蒋介石 乃包括国家所有的国民，人人应参加战争，致力国 

还提出了一种“营防”即国防的思想。1934年7月， 防；所有一切的物质，那怕一草一木，皆为战争与国 

蒋介石在对庐山军官训练团所作《抵御外侮与复兴 防之所需，莫不为武力之要件。所以广义的‘武力’， 

民族 的讲演中指出：“现在我们没有国防，日本人亦 不仅是教育与经济皆包括在这武力之中，凡是学术、 

不许我们建设国防”，“我们现在既不能讲国防，就要 政治、外交、文化、军事、思想，尤其是主义和其他一 

讲营防，我们每一营一连所驻扎的地方，一定要将工 切精神与物质的力量，亦皆包括在武力之中o"[15J可 

事做好，我们的军队每到一个地方 ，必须步步为营， 以看出，蒋介石这里所指的国防，是一种涵盖着国家 

处处严防，我们的营防，就是我们的国防。”u J这里 生活方方面面的庞大体系，已经接近于现代国防概 

蒋介石所指的“营防”，并不局限于营级单位的防务， 念的题中之义。在此基础上，蒋介石进一步指出，要 

关于“营防”的内涵，他阐述为：“我们 自己平时全国 想达到国防的目的，必须通过“全国总动员”的方法， 

有一个相当的整个准备，随时随地能够挖壕、囤粮、 全国实行“组织”和“统制”，大家分工协作，层层节 

积谷，军队到一个地方，立即设防，一营有一个营防， 制，辅以严明的纪律，最后形成严密、强大、健全的全 

一 团有一个团防，一城有一个城防，随时随地准备， 国军事化的组织。虽然此时蒋介石的国防思想还相 

利用所有的物质，所有的人力，来和他抵抗”【l3】。和 对笼统，但由虚妄回到现实，由消极转为积极，开始 

不切实际的“精神国防”相比，“营防”即国防的观点 着力从现代战争规律人手思考国防问题，已是不争 

明显前进了一步，不过，它的弱点也显而易见。在军 的事实。正是在蒋介石初步务实的国防思想指导 

事上，这种国防观只能表现为当敌人深入腹地之后， 下，国民政府的国防准备工作于 1935年迈出了切实 

我方进行的波动的、应付式的消极防御；在政治上， 有效的步伐。从 1935年起，军事当局重新拟定国防 

这种国防观与蒋介石依赖国际社会开展对 日交涉， 计划，有步骤按批次地整理全国陆军，构筑以首都南 

企图达成绥靖目的的活动相呼应，蒋介石认为，“营 京为中心、逐步向国境线推进的国防工事体系，加强 

防”即国防奏功的关键是拖延几个月的时间，等待国 交通、通讯、卫生、补给等后勤建设，调整和扩大兵工 

际形势的变化和美英等国的援手，胜利自然唾手可 生产，在国防上作了一定的布置和准备。这些布置 

得。基于这一点，“营防”即国防又是投机的、充满依 和准备，为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存储了支撑作战的 

赖性的，而不是独立自主的国防思想。 重要潜力。 

3．初步务实的国防。进入 1935年以后，国内外 三、关于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 

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动。首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自“九·--A．”事变爆发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 

从东北进入长城一线再至华北，越来越严重地危害 前，“攘外必先安内”不仅一直是国民政府顽固坚持 

着蒋介石的统治及美英等国的在华利益；其次，中国 的基本国策，而且也是蒋介石处理内忧外患的总战 

红军主力于1934年 10月自赣、闽苏区实行战略转 略。1933年5月，蒋介石曾在《革命军的责任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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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与攘外》文中谈道：“就我们主观的战略来看。现在 片。” 】 

我们国内没有安定统一，并且有土匪拚命的捣乱，若 蒋介石在这一时期所作的战术构想，当然并不 

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来谋攘外，那我们就是处于腹背 完善。例如，他在提出“强迫敌人在近距离与我决 

受敌内外夹攻的境地了”，“我们如果不先安内而要 战”基本战术的同时，对怎样执行这种基本战术却含 

求攘外，在战略上理论上说，都是居于必败之地，决 糊其辞：“至于如何强迫的方法，那是讲不尽的，就是 

不能希望胜利，何能达到我们救国的目的，不仅是不 编出一本大书也无用，全靠大家随时随地，能够用心 

能救国，而且适足以速国家之亡。”u6J在蒋介石这一 研究”[21】，没能给予可操作的方法论指导。《抵御外 

时期的著述中，除了对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 侮与复兴民族》讲话中归纳的六种战术，也有其难以 

厌其烦的解释和强调以外，关于未来对 日战争的战 克服的先天缺陷，这六种战术是蒋介石总结“剿匪” 

略思考为数甚少。唯一与抗战战略沾边的，是 1935 的经验。借鉴和红军作战的模式提出的，但实际上， 

年度防卫计划大纲中出现了长期抗战、消耗战略的 由于战争条件的不同，这些经验不具备普遍意义。 

提法。然而，这时的消耗战略还是着重于消极防御， 另外，这时蒋介石一些科学正确的战术思想，如“军 

至于怎样消耗敌人、以何种作战方式消耗敌人、主要 民合一”，与他的政治立场背道而驰，蒋介石维护一 

在哪个作战方向消耗敌人等内容，均未涉及。可以 党专政、个人独裁，必然恐惧国内革命力量的发展， 

说，日后抗战中执行的持久消耗战略虽然在此际有 压制群众广泛参与的人民战争，也就不可能真正得 

了思想上的萌芽，但还远未成形。显然，这时的蒋介 到实施。尽管如此，蒋介石对战术的重视还是促进 

石，由于沉送于内战，无暇对抗战作真正有益的战略 了军队的战术研究和技能洲练，他的战术构想大多 

谋划。 贯彻落实到了日后的战争当中。“近距离决战”、“以 

至于抗战的战术，蒋介石一直非常关注，他强 守为攻”、“注意游击”等战术在实战中发挥出了不同 

调。“御侮要注重基本技能与基本战术之实练与运 程度的积极作用，从而验证了它们的自身价值。 

用”【"j。客观地说，蒋介石本人的战术思想经过了 四、关于应对日本侵华之军事教育思想 

反复思考，是比较系统的。1934年 7月。蒋介石发 这一时期，蒋介石关于应对 日本侵华的军事教 

表《御侮图存之要诀》的讲话，将抗战的基本战术规 育问题，论述甚丰，形成了一整套的军事教育思想。 

定为“强迫敌人在近距离与我决战”【18}。这种基本 第一，关于军事教育的中心。蒋介石提出，“学 

战术的规定，主要是考虑到作战双方武器水平的差 先立德”，在精神教育和技能教育的二者之间，前者 

距。随后，蒋介石又在《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讲 处于中心位置。蒋介石认为，重技能而轻精神的军 

话中，深化了自己原有的战术考虑，把抗战的战术扩 事教育，“不仅不配算是完善的军事教育，而且不好 

大为六种：“(1)以守为攻。(2)步步为营。(3)就地 算是一个普通教育” J。他屡次强调：“今后我们整 

固守。(4)注意工作。(5)注意游击。(6)军民合 理军队救国救民，就要注重军队的基本教育，和精神 

一

。”【I9】蒋介石还阐明了这些战术的内容：“以守为 教育。简单的讲，就是要恢复‘智信仁勇严’之固有武 

攻”就是“取攻势防御”；“步步为营”就是“处处设防， 德，恢复我军人 自强自立，自重自尊之人格o"[23．1 

到一个地方，我们就是要挖好极深战壕，修好极固工 第二，关于军事教育的内容。蒋介石提出，“智 

事，再来休息，不要给敌人可以随便冲入进来”；“就 德体群四育为军队教育之内容”。 J对四育的内涵， 

地固守”就是“稳扎稳打，有进无退”；“注意游击”就 他一一加以解释：“知识的增进，便是‘智育’；品德的 

是利用游击队、义勇队、壮丁等多种形式。开展袭击。 修养。便是‘德育’；体魄的锻炼，便是‘体育”’，而群 

牵制敌人主力，收取“用不良的军队，来抵抗最精良 育，则是指“大家要统一意志，团结精神，相亲相爱， 

的军队”之效果；“军民合一”就是“一定要十分的注 群策群力，共同一致来努力革命的意思”0[25) 

重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使全国民众都能军事化。能 第三，关于军事教育的要 旨。蒋介石提出，“军 

帮助正式的军队作战，军民真正能合而为一，打成一 事教育有四个要旨，就是 ‘确实’、‘迅速’、‘静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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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26】这四者贯穿于军事教育的方方面面，是 

规范所有军人行动和态度、思想与意志的准绳。四 

者之中，“确实”意味着准确、实在、不轻浮、不浪漫、 

不苟且 ，是提纲挈领、最为重要的，但同时，它们又有 

着紧密的连带关系，军人必须统一落实，才能实现军 

事教育的真谛。 

第四，关于军事教育的目的。蒋介石提出，军事 

教育的目的在于达到全军的“共同一致”，这种“共同 
一 致”不仅指形式上的令行禁止、整齐划一，更重要 

的是要求精神上的“共同一致”，即“确立三民主义的 

中心信仰”。至于确立三民主义的办法，蒋介石认 

为，还必须从实践礼义廉耻四维做起，这就是训练我 

们自己和一般部下来实现三民主义的第一步。⋯⋯ 

主义的义字和礼义廉耻的义字，是同一个意义的，不 

过前者是讲‘义理’，后者是指‘忠义’，忠义是由义理 

而生，义理必赖有忠义乃能实现，所以我们要实现三 

民主义来挽救危亡，复兴 民族，必须振作 忠义之 

茸 ” 【27] 
0 

第五，关于军事教育的实践途径。蒋介石提出， 

以“礼义廉耻”四维修养人格，以“礼、乐、射、御、书、 

数”六艺为基本科 目，方能做到文武合一、术德兼修。 

其中，“礼”的教育又是 占第一位的，因为“礼的范围 

非常广泛，一个人无论起居饮食，举止言语，小而‘洒 

扫、应对、进退’，大而‘治国平天下’，随时随地皆应 

当有合理的态度和规矩，这种合理的态度和规矩就 

是 ‘礼 ’，所 以无 时无地没 有礼，随 时随地要讲 

理”【28J，“无论‘四维’、‘六艺’，皆以礼为首要。我们 

教学生，教部下，必自礼始；礼字做到了，再教其余的 

科目；这才是根本的教育方法”【驯。 

蒋介石虽出身行武，靠军队起家，对军队有着比 

旁人更真切的了解，但他的军事教育思想有失偏颇， 

根据上文的分析，他将军事教育总体分为术和德，也 

即技能教育与精神教育两大环节。对于前者，蒋介 

石也曾强调其重要性，如督促军队利用“空气、日光、 

水”的自然条件锻炼体能。指出强健的体魄是一名合 

格军人的基础；再如赋予“六艺”基本科 目以新的时 

代内容，指出，“现在我们军队里，教举手立正种种的 

礼节，就是‘礼’。教军乐军歌等就是‘乐’。教瞄准 

射击。就是‘射’。教骑术和驾驶汽车、战车和器械的 

20∞年弟io期 

锄嗡  

技术，就是‘御’。教测量、计算，就是‘数’。教拟计 

划，写命令、绘地图、讲战史、战术以及一切的典范 

令，这就是书”[驯，这些都契合了现代军事教育的规 

律，是值得肯定的，但总的来说，蒋介石是把技能教 

育放在次要和从属的地位 ，而对精神教育大力宣扬。 

由于蒋介石早已背弃了孙中山以“联俄、联共、扶助 

农工”为精髓的新三民主义，他也就不可能继承孙先 

生用革命主义建军的进步思想，同时他又缺乏其它 

的先进思想或革命思想，因此只得向落后于时代的 

封建伦理道德及礼教规范中寻求灵丹妙药。蒋介石 

把“礼义廉耻”作为精神教育的中心原则，对三民主 

义偷梁换柱，将二者生硬地拉扯在一起，企图在蒋记 

三民主义旗帜的庇护下，通过要求军队“重礼义，知 

廉耻”、“忠君爱国”的教育，建立起军队和领袖之间 

的私人隶属关系，这样的精神教育当然无法根治国 

民党军队的病症。 

综上可见，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卢沟桥事 

变期间，蒋介石的军事思想具有两重性，既有积极 

的、对未来战争有益的成分，又有消极的、为独裁统 

治所用的成分，其中处处充满了矛盾和碰撞。正因 

如此，笔者认为，蒋介石的军事思想很难彻底解决两 

个紧迫的现实问题：一是不足以应对一场大规模的 

机械化战争；二是不足以建设出一支精干高效的现 

代军队，这二者，还有待于全面抗战打响后实践的发 

展和思想的进步。 

注： 

[1]《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 

(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 275页。 

[2][3][4][5][6][7][8][9][1O][11][12][13][14][15] 

[16][17][18][19][20][22][23][24][25][26][27][28][29] 

[3o]《蒋总统集>，1968年台北版，第744页、第763页、第800 

页、第763页、第764页、第827页、第578页、第778页、第592 

页、第827页、第 827页、第622—623页、第 868页、第761页、 

第 797页、第 804页、第 891页、第 907页、第 622页、第 782 

页、第782页、第783页、第799页、第802页、第783页、第785 

页、第 767页、第 670页、第 897—898页、第 812页、第 817页、 

第821页、第 824—825页、第785页、第 8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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