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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淞沪到南京:蒋介石政战略选择
之失误及其转向

姜良芹
(南京大学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 210093)

摘 要:从淞沪抗战发展至南京保卫战，蒋介石、国民政府在政战略选择方面存在严重失误:

为了实现国际干预、达到中日“和平”的政略目标，坚守上海三月，尽失中国军队精锐; 对南京市民

及其财产疏散不力，造成大批市民滞留南京，留下严重的居民安全隐患; 明知南京难以坚守，依然

据此图挽战局，等待国际形势的改变;南京防守部署不力，将才任用不当，造成军事撤退混乱、大批

中国军人滞留城内。所有这些，不仅契合了日军歼灭战的战略企图，也间接扩大了日军南京暴行

中遇难者的规模。上述失误也给了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深刻的教训，促其坚定了长期抗战的决心，

并在此后的对日作战中，更多地关注到保存军事实力、内外线协同作战和民众疏散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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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淞沪抗战爆发到南京保卫战结束，在这短短的 4个月时间内，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对日政
战略的选择实质上奠定了之后中国抗战的走向。近年来，学界大多认为淞沪抗战粉碎了日军速
战速决阴谋，标志着国民政府决计全面抗战，使战局形成持久态势，由此，国民政府战时体制初步
确立。① 也有学者认为淞沪抗战与南京保卫战时间、空间相连，可以看作是一次大战役的两个不
同阶段。② 然而，4个月时间里，蒋介石经历了怎样心路历程? 如何作出政战略抉择? 这些抉择
又为何导致如此的结果? 既有研究对这一系列关键问题似乎关注不够。笔者以为，军事的逻辑
不能代替历史的事实，仅就战争论战争恐难窥历史之真面目。因此，本文拟通过对蒋介石日记、
相关未刊档案等第一手资料的梳理，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笔者认为，从淞沪到南京，蒋介石
的战略选择主要服从于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略需求，即寄希国际干预、大国介入中日军事冲突。战
略服从政略的结果，进一步加剧了战略实施的代价:淞沪抗战虽迟滞了日军短期速胜的作战计
划，却也大量消耗了中国军力，并暴露了中国军队的弱点;此后日军采歼灭战围击南京，致使中国
军民死伤惨重。南京失陷后，蒋介石痛定思痛，始坚定了立足自身、实施长期抗战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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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方面的著作较具代表性的有:忻平的《1937: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转折》(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张宪文等的
《中华民国史》第三卷(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 ，王建朗、曾景忠的《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
社，2007年) 。有关的论文有:王建朗的《卢沟桥事件后国民政府的战和抉择》( 《近代史研究》1998 年第 5 期) ，刘维开的
《战端一起，绝不妥协:蒋中正委员长之和战立场》( 《近代中国》总第 163 期，2005 年 12 月) ，吴景平的《蒋介石与抗战初期
国民党的对日和战态度———以名人日记为中心的比较研究》( 《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 2期) 等。
杨天石: 《蒋介石与 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学术探索》2005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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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淞沪抗战:“打给外国人看”

卢沟桥事变和淞沪之战爆发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一改之前的对日妥协退让政策，决计全面

抗战，学界对此多有阐述。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此后的淞沪抗战和南京保卫战中，蒋介石、

国民政府的各项对日作战决策，却无不体现了其寄希国际干预、大国介入的期望，从而影响了中
日战争的进程和走向。蒋介石决定坚守上海，除考虑到上海地位的重要性外，主要是为了配合外
交斗争的需要。这一时期蒋介石在各种场合呼吁对日本进行国际制裁的必要性，强调这与国际
和平密切相关。蒋此时的政战策略是“以战争为建设向导，以军事为外交后盾”。① 8 月 14 日国
防最高会议决定:“一不宣战，只说自卫; 二不迁移政府。”②

面对日军的挑衅，负责守卫的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原定于 13 日拂晓前发起攻击，以期
先发制人，但蒋介石因英、美、法、意等国驻华使节正在调停③，要求张“等候命令并须避免小部队
之冲突”。④ 直至日军的进攻导致中国守军“行动势难延展”之时，蒋介石才发出“明拂晓攻击”的
命令。⑤ 即便如此，何应钦在 14日致上海市长俞鸿钧的密电中仍强调，现虽“决对敌根据地实施
扫荡”，“惟外交谈判及与各国领事之周旋，仍请兄相机应付”。⑥

战争初始，中国守军以优势兵力进攻日军在沪各据点，屡屡突破日军阵地，蒋介石似乎看到
了军事胜利的希望:“本日沪战颇有进展”，“上海倭寇恐慌万分”，“( 日本) 陆海军意见分歧，政府
内部不一致，已陷于进退维谷之势”，“以今日战况，敌或有退却可能也”，特别是“英提议沪上倭
寇全部撤退，大可注意”，“其能实现，使倭得转圜离沪，以恢复我经济策源地”。但日本拒绝了英
国调停，令蒋介石“忧心倍增”。于是，蒋反复分析列强的立场:“开战以来外交形势当有利于我
者为多”，“除意国袒倭与美国态度不定外，余皆可与我以同情”;“美国态度恶劣，而且变为毫无
骨格之国。此其现任总统罗斯福应任其咎也”;“德国无甚偏袒，意国亦不敢明目助倭”;“英大使
许格森被倭机击伤引起英国怨愤，现时或无事实表现，但预料其于将来中倭战争之胜负所关甚
大”。⑦ 希冀大国介入之情溢于言表。但远水难救近火，为了牵制日本，在没有消除对苏联戒备
心的情况下，蒋介石于 8月 19日毅然决定与苏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促其加入战争”。

尽管蒋介石认为，“中苏不侵犯条约签订发表当于现局利多害少”，“倭德意等‘法息使’国对中苏
协定多现惶惧之态而未敢极端反对”，但为避免国际社会对其联苏政策产生误解，他还是亲自召
见英国大使“说明理由”，并电告正在德国访问的孔祥熙向德国政府进行解释。⑧ 此后，国民政府
在于 8月 30日和 9月 10日向国际联盟提交的声明书中，除继续呼吁国际调停中日冲突，并特别
表明如下两点:中国“维护和平的方针”不变;中国的抵抗是“不得不进行自卫”。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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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日记》，1937年 8月 1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手稿影印件。
《张嘉璈日记》，1937年 8月 1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手稿本。
蒋介石在日记中曾记述到“见五国大使说明中国态度”( 《蒋介石日记》，1937年 8月 13日) 。
《张治中致蒋介石何应钦密电》( 1937年 8月 12日) 、《蒋介石复张治中密电稿》( 1937年 8月 12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编: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上)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 340 －341页。
《张治中致蒋介石何应钦密电》( 1937年 8月 13日) 、《上海作战日记》( 1937年 8月 13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抗日
战争正面战场》( 上) ，第 409 －411页。
《何应钦致俞鸿钧密电》( 1937年 8月 14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上) ，第 412页。
《蒋介石日记》，1937年 8月 16 －31日。
详见《蒋介石日记》，1937年 8月 19、21、31日。
《我国向国联提出第一次声明书全文》，《中央日报》1937年 9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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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淞沪前线，日军后续部队源源而至，至 9月中旬已达 10万余人。9月 1日至 7日，吴淞、宝
山相继失守，至 17 日，中国军队“伤亡奇重”，全线撤守北站—江湾—庙行—朝王庙—罗店西
南—双草墩之间。① 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作战组长刘斐等向蒋介石提出，淞沪会战应“适可而
止”，部队应保存实力，及时向吴福线国防工事转移。蒋面临着两难选择:“集中兵力在上海决战
乎? 抑纵深配备长期抗战乎?”各部虽已“死伤大半”，“若不支撑到底，何以摄( 慑) 服倭寇完成使
命?”②蒋的决定是坚守上海，而这与他强调“外交与战线并重”更是不无关系，唯有坚守，才有国
际调停的可能。

1937年 10月 6日，国联决议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讨论中日冲突问题。16 日，比利时
向有关 19国发出邀请，初定 10月 30 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非常高兴，
“解决中倭问题，唯有引起国际注意与各国干涉，今九国公约会议已有召集确期，国联盟约亦有较
好之决议，此乃抗战牺牲之效果也。”③蒋希望通过该次会议，“使各国怒敌作经济制裁，及使英美
允俄参战”。④ 他还为此致电时在意大利负责军购的蒋百里，“对于意国商务与价目，请照前电范
围由公全权商订，但须意国在九国会议中助我，至少亦要求其不助日本为要。”⑤

蒋介石不仅要坚守上海，而且希望在布鲁塞尔会议召开之际，淞沪战场能有较好的战绩。10
月 22日，蒋通电全军将士，说明九国公约会议即将举行，全体将士“尤当特别努力，加倍奋励”，
“于此时机表示我精神力量，以增加国际地位与友邦同情”。⑥ 为此，蒋介石在全国各地普遍调兵
赴沪参战，“调 93师”、“调 15或 11师到新泾”、“催滇军速进”、“催运刘多荃师与吴克仁师”。⑦

在致龙云电中，蒋言辞急切，“滇军出发各部现到何处? 务请力催兼程急进，能望于九国公约会议
之初到沪参战。约何日可集中长沙? 卢军长何日来京? 请详复。”⑧急图军事方面在会前能有所
表现。然而，淞沪战况非蒋所能掌控，各部伤亡极为惨重。蒋介石不得不决定转移阵地，但为了
给世人留下仍在坚守苏州河北岸的印象，“闸北仍令派留一团”。“我军残留一团兵力于闸北，以
示死守，感动中外心理甚大”。⑨ 11月初，随着日军第 10军在金山卫的登陆和日军进攻的不断加
强，蒋介石开始考虑“沪战转移计划”，他认识到“保持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失战斗力维持一时体
面相较，当以前者为重”，却又顾虑“沪战阵地转移与九国公约会议之影响”，“使此心犹豫不决
也”。瑏瑠 蒋同时还转电苏俄，“我军上海撤退，乃为受金山卫敌人登陆侧背动摇之故; 但撤退安全
并无损失，以后持久抵抗，决无问题。无论何时，决不与日言和”，瑏瑡以促苏俄下定参战之决心。

此前中西学界的研究中，多强调蒋之坚持淞沪全力抵抗，有试图把中日战争的主战场从华北

50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第三战区淞沪会战经过概要》( 1937年 8 －12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上) ，第 451页。
《蒋介石日记》，1937年 9月 10 －14日。
《本月反省录》，《蒋介石日记》，1937年 10月 31日。
《蒋介石日记》，1937年 10月 23日。
《蒋介石致蒋百里电》( 1937年10月29日) ，蒋档，筹笔———抗战时期( 六) ，卷宗号: 002000000199A，典藏号: 002 －010300 －
00006 －078。
《蒋委员长致各战区司令长官各集团军总司令等并转全体将士勉团结奋斗争取最后胜利电》( 1937年 10 月 22 日) ，秦孝仪
主编: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 一)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1年，第 55页。
《蒋介石日记》，1937年 10月 23日。
《蒋介石致龙云电》( 1937年10月24日) ，蒋档，革命文献———淞沪会战与南京撤守，卷宗号: 002000000363A，典藏号: 002 －
020300 －009 －134。
《蒋介石日记》，1937年 10月 25、27日。
《蒋介石日记》，1937年 11月 7、8日。
《蒋介石致杨杰电》( 1937年11月10日) ，蒋档，革命文献———淞沪会战与南京撤守，卷宗号: 002000000363A，典藏号: 002 －
020300 －009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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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到上海，诱使日军逐渐采取自东向西的主作战线，使国军持久战略更易达成之意。蒋纬国的
研究更认为此时蒋介石已确定了“以空间换取时间、消耗敌人之持久战略”的全盘战略构想。诚
然，日军主力从长江下游向西进攻，使中国政府赢得了在川、陕、湘、滇、黔大后方持久战准备的时
间，但这绝非蒋介石在淞沪抗战时即已策划的结果。蒋所思虑的重点，在以淞沪之顽强抵抗唤起
国际社会对中日战争的关注进而干预，以早日结束战事。战略服从政略的结果是，淞沪抗战在战
术上多次错失良机、尽显被动之态势。如当日军于 10 月上旬突过蕴藻滨之时，中国军队侧背感
受威胁之初，即应断然退守新泾河西岸，嘉定、南翔、苏州河右岸之线，如此不但可减少损失，且可
凭借既筑阵地为较长时间之持久;当日军 11 月 5 日于金山卫登陆之时，战区即应向吴福线阵地
转移，不但可减少损失甚至可利用该线既设工事，迟滞日军，甚至可予日军以较大打击。而直到
不得已时，始向吴福线仓促撤退，损失重大。

淞沪抗战，中国军队士气旺盛，作战英勇，但蒋介石单纯防御，将几十万精锐之师密集于长江
南岸狭长地区内，死拼硬打，特别是要“打给外国人看”，①不仅大量消耗了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
也将国军主力完全暴露。该项战略虽迟滞了日军“速战速决”战略意图的实现，但从另一方面看，
也因此改变了日军的战略策略，开始着手歼灭国军之有生抵抗力量。日军攻占上海后，“华中方
面军试图在昆山附近地区围捕、歼灭敌军主力，但结果成了一场击溃战，只歼灭和捕捉了部分敌
军”。② 这时日本军方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军队已经非常疲劳，必须休整;另一种意见则
认为，军队虽然疲劳，但仍应向南京追击。11月 15 日夜，日第 10 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召开幕僚会
议，研究占领上海后日军的战略，认为日军在太湖以东地区的作战并不彻底，“湖东战役未达预期
目的”，未能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但造成了中国军队的重大损失与溃退，“如果抓住这个变动着的
战机一举断然进行追击，据判断有二十天的时间可以占领南京。”③华中方面军也赞同这一意见，
其 25日给东京的报告在谈到“对有关上海方面中国军的观察”时说，“判断自开战以来出现于此
一方面的敌军总兵力八( 十) 三个师，其中消耗约一半，现在可活动的是约四十万名。而且缺乏武
器、弹药、粮食的情形严重，尤其随其败战，士气之低落达到极点，似乎完全丧失斗志。政府内部
的争执激烈化，且决定放弃南京。今后，日本军如迅速作战进攻至南京，即可在短期间内，使中国
军主力崩溃”。④ 日军这一战略策略的转变，使中国军队在此后的南京保卫战中不断陷于被动。

二、首都南京:民众疏散不力

七七事变爆发后，鉴于日军有扩大战争范围的种种迹象，国民政府也加快了抗战准备的步
伐。军政部从 1937年 7月 11日起连续召开会报会议，讨论、制定对日作战部署。⑤ 出于中日战
争一旦全面爆发，战区内大量无辜居民将为战争所累考虑，政府机关和民众的疏散也是政府当局
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因此，疏散计划的制定快速提上日程。国民政府统帅部于 7 月 27 日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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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唐生智: 《卫戍南京之经过》，马振犊等编: 《南京保卫战》，张宪文主编: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2 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
社，2005年，第 343页。
《向南京追击的问题》，王卫星等编: 《日本军方文件》，张宪文主编: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11 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第 210页。
〔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1 卷第 2 分册，《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北京:中
华书局，1981年，第 107页。
《南京攻击作战》，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译: 《日军对华作战纪要:初期陆军作战( 一) ·从卢沟桥事变到南京战役》，
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7年，第 603 －604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上) ，第 234 －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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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会议上，专门就落实蒋介石关于首都“各院部会实施动员演习及准备迁地办公”的手令进行会
商，决定“万不得已时，则迁移他处办公( 如衡阳) ，凡须永久保存之重要文件，先行迁地保管。至
各机关之实行迁移，则须候命实施。”①

平津地区被日军占领后，国民党高层一致认识到中日两国间的全面冲突已经迫近，一场大战
不可避免。7月 29日，统帅部又从军事角度出发，讨论有关沿江各重镇居民之疏散，其中特别会
商了首都南京的人口疏散计划。会议强调“南京市百万余人口，战时甚感不便”，提出“可先将妇
孺迁移他处”，这样做“虽不免使人民稍有恐慌，但终久必归实现，故可着手办理”;对于机关职员
眷属，“尤宜先秘密移动”，以免妨害公务。② 该项计划中透出国民政府准备疏散南京普通民众的
端倪及其倾向性。但此后军政部考虑到此事关系重大，认为“应由军委会召集各院部会开秘密会
商讨”，俟方案拟定妥善，并交蒋介石核示后，再逐渐实施。③ 从后来实际施行情况看，出于稳固
民心、防止恐慌、稳定社会秩序的考虑，疏散计划并未优先考虑市民，而只是优先疏散了机关职员
眷属。8月初，军政部通知在宁公务人员将家眷送离南京，以解除其后顾之忧。④

政府机关职员眷属的疏散行动，使一些市民觉得战争已经迫近，开始逃离南京。蒋介石显然
也感觉到了民心不定所带来的问题，“最近要公务人员送眷属回籍，社会上的秩序已乱起来了，交
通站上都是挤得水泄不通。……这种态度与战时战事上，是无利而有害的。”⑤为防止民心不安，
南京地方当局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如针对宪兵及警察机关屡次接到有关散布流言、扰乱安宁的
报告，“当局发布命令严加追查，并发表谈话要求市民采取平静态度，勿轻信谣言”。为维持车站
和码头秩序，首都新运会于 8月 9日“要求宪兵和警察等 17个机关代表集会，决议向车站和码头
增派巡警和宪兵，由铁道、交通两部及警士训练所派出劳动服务队，全国新运会和首都新运会也
派出人员”，多方共同协助维持。南京地方当局的上述措施，使市民的逃离多少有所缓和。魏特
琳 8月 11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早上南京似乎比较安静，人们又恢复了日常生活。”⑥

但是，南京所受到的战争威胁却日益严重。从 8月 15日起，日军即对南京展开了政略轰炸，
“为谋求挫折中国政府及民众的持久性斗志，于适当时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或战略性要冲，断然
重复进行空中奇袭”⑦，欲从心理上瓦解中国的民心士气。南京几乎每个晴天都要遭受日机三次
以上的空袭或空袭威胁。对此，日方谍报人员多有记述，“日前夜间空袭时，炸弹落在太平路引起
火灾，约死亡百人，立法院也落了炸弹，由此引起很多人逃离南京”⑧;“26日半夜到午前 4 点空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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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卢沟桥事件第十七次会报》( 1937年 7月 27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上) ，第 264页。
《卢沟桥事件第十九次会报》( 1937年 7月 29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上) ，第 267页。
《何应钦致刘光密电稿》( 1937年 7月 30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上) ，第 466页。
胡适在 1937年 8月 2日的日记中写道，“外间人说:军政部有口头命令，令公务人员把家眷送走。于是大家纷纷搬家了。”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 《胡适的日记》( 下) ，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 579页) 金陵女子文
理学院美籍教授魏特琳 8月 2日日记中也有记述，“据说，昨天官员们已接到通知，要把他们的家眷转移到城外。”( 张连红
等编译: 《魏特琳日记》，张宪文主编: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14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 6页) 时任江苏省政
府委员兼教育厅长的周佛海也在 8月 2日到厅“分别通知各职员送眷回籍”，他自己则在 8 月 6 日将家眷送上去湖南的船
( 蔡德金编注: 《周佛海日记》( 上)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 12 －14 页) 。时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的何廉在回
忆录中曾提到，“日机开始轰炸南京时，我的家属已离京。”( 朱佑慈等译: 《何廉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年，第
132页) 从上述时人日记推测，1937年 8月初军政部曾非正式地命令机关职员将眷属疏散。
《国防联席会议记录》( 1937年 8月 7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上) ，第 296页。
张连红等编译: 《魏特琳日记》，张宪文主编: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14册，第 7页。
《战争指导要纲案》( 1937年 9月 13日) ，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译: 《日军对华作战纪要:初期陆军作战( 一) ·从卢
沟桥事变到南京战役》，第 493页。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驻北平森岛参事官电》( 1937年 9月 7 日，合第 596 号)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
会科学院合编: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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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投到市外的炸弹造成很多市民伤亡。”①蒋介石 9 月 25 日日记中也写道，“敌军连日反复猛炸
南京，毫无损于军事设备。惟人民生命财产多受伤害，市场凄惨。”

然而，自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表现出坚决抗战的高调姿态②及此后的举措
和宣传，却都给民众留下了坚守南京、坚持抗战的印象。

南京防空方面，国民政府在战前即做了周密准备，如制订了《扩充首都防空警报配置办法》、
颁布了《防空法》等，“要员住宅、旅馆等均设有地下室”。③ 各机关和民房几乎全部涂上了黑色或
灰色，并“随时进行防空和防火训练”。④ 日机来袭后，蒋介石致函周至柔，“今晚起应防倭空军对
首都之夜袭”，令其做好空军的应对;电令马超俊，“南京市各马路及要口附近相隔二三里之距离
各点，必须多设平民与行人避难所，其计划、地点、构造法，皆希呈报;并于此十日内，壮丁全体动
员构筑避难所”为要。⑤ 蒋并进一步指示，“现值抗战期中，敌机不时来袭，各该长官均负有维护
地方治安，保障民众安全之职责”，上述避难所之设置，“即便闻警趋避，尤属费省易举，安定人心
关系甚大”。⑥ 就媒体对于日机空袭的新闻报道，蒋介石也有所指示，“国内报纸登载敌机空袭新
闻关系重要，亟应规定发布标准”，尤以“引起国际同情”为宜。⑦ 在政府防空机构组织、配合下，
南京市民很快克服了恐慌的情绪，防空经验逐渐丰富，对随后日军的疲劳轰炸能逐步适应。日方
也不得不承认，“对于我机空袭，敌情报、灯火管制系统、探照灯照射等，均有相当之训练。”⑧在上
海失守的当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告京市民众》，文中称对于南京地方，政府“已设立了南京
卫戍司令长官，统帅文武机关及全市民众作守土自卫的打算。这个给我们全市人民以莫大的安
慰与兴奋”，“抗战已到了这个关头，国力的支持全靠民力作后盾”，“是我们民众报国的最好机
会”。“现在，全首都的市民应该把自己感觉到的责任和如何尽责的办法，做出一个榜样来，给全
国人民看看。”⑨此后《大公报》、《申报》等也相继报道了蒋介石、唐生智等表示坚守南京抗战到底
的言论。受此安慰，南京市面又恢复了往日的繁荣，蒋介石 10 月 10 日的日记中曾有如下的记
载，“下午与妻同乘车视察市中，户户挂旗庆祝，为之一慰。”

在坚守的表象之下，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对于如何安置和保护在宁市民，蒋介石和国民政
府等并没有一个详细的计划，其责任存在严重缺失。

上海失陷后，如果坚持抗战，迁都已迫在眉睫。其实，早在 8 月 29 日，蒋介石即曾考虑迁都
之事，当日日记中记下:“如迁都则应在重庆，大本营则在洛阳，行政院则在衡阳。”11 月 8 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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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驻北平森岛参事官电》( 1937年 9月 15日，合第 641号)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
会科学院合编: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第 10页。
8月 14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
15日，蒋介石以陆海空总司令名义下达全国总动员令，号召全国奋起一致抗日( 《中央日报》1937年 8月 15、16日) 。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函》( 1937年 10月 27日，机密第 2144号)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
会科学院合编: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第 14页。
《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致驻北京参事官森岛电》( 1937年 8月 12日，合第 532号)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
社会科学院合编: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第 3页。
《蒋介石致周至柔函》( 1937年 8月 16日) 、《蒋介石致马超俊电》( 1937年 9月 1日) ，蒋档，革命文献———淞沪会战与南京
撤守，卷宗号: 002000000363A，典藏号: 002 －020300 －009 －013、002 －020300 －009 －068。
《蒋介石关于防空的密电》( 1937年 9月 7日) ，经盛鸿等编: 《战前的南京与日机的空袭》，张宪文主编: 《南京大屠杀史料
集》第 1册，第 348页。
《蒋介石对空袭报道的电示》( 1937年 10 月) ，经盛鸿等编: 《战前的南京与日机的空袭》，张宪文主编: 《南京大屠杀史料
集》第 1册，第 399 －400页。
《木更津海军航空队昭和 12年 8月 22日南京攻击战斗概报》，王卫星编: 《日本军方文件与官兵日记》，张宪文主编: 《南京
大屠杀史料集》第 32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 262页。
《中央日报》1937年 1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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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撤离苏州河南岸后，迁都已成为国民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大问题，蒋在日记中更是多有记
述。① 蒋认为，“国府迁渝”“实为内政外交转移之一关键”，“甲、为长期抵抗之计;乙、不受敌军威
胁以打破敌人讨城下之盟之妄念”;并强调要注意“迁都命令发表后之敌态如何”。② 蒋此时的关
注点是迁都对中日战局的影响。国民政府为稳定民心，对于迁都的准备工作是秘密进行的，迁移
过程也显得极其仓促。据当年随行西迁的国民政府文官处书记官丁绍兰回忆，“离宁之日，一般
员工都是行色匆匆，没有思想准备”，“精神状态很紧张”。③ 17日凌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乘满载
中央政府官员及眷属、物资的主席专轮“永绥”号军舰悄悄起碇西上。辞行时，林森嘱咐冯玉祥等
送行人员“坚守秘密”。④ 11月 20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迁都重庆。在西迁过程中，首先考虑的
是政府大量档案文件和相关物资及公务人员的输送，为保证国民政府各部门的安全迁移，国民政
府所统制的全市交通工具包括 600辆汽车和 220余只民船都用在了军事和国民政府西迁上，⑤使
11月中旬颁布的迁移妇孺办法中“予以种种交通上的便利”⑥仅停留在口头上。“国府西迁后，各
项交通器材随之俱行。”⑦11月 26日马超俊市长曾专电交通部，希望“西迁各船抵达后，即续回迁
送难民。”⑧但以当时的交通状况，至南京沦陷前，这些船只根本无望返回。因此，尽管江边“人山
人海”、车站“人多如鲫”，⑨但真正有能力离开南京的普通市民为数很少。为了躲避战火，许多市
民盲目地东躲西藏，“城北的百姓往城南搬，城南的百姓往玄武湖搬。玄武湖的百姓往乡下搬，乡
下的百姓往城里搬。搬来移去，好像他们离开原来地方就可以得到无上安全保障似的。”瑏瑠

直到 12月 7日，蒋介石才离开南京。作为最高领导人，他可以说是一直坚持到了最后关头。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蒋迟迟不离京，对民众也造成了一定的心理暗示，使他们认为留在首都将是
安全的。自淞沪抗战爆发以后，“各地难民纷纷来京，每日千数百人不等”。瑏瑡 有调查显示，南京
人口在 1937年 6月时超过 100万，8、9月份曾急剧减少，到 11 月初又回升到 50 万以上。瑏瑢 蒋介
石在 12月 4日的日记中写道，“本星期留驻南京，不仅于军事布置能强勉完成，而且于军心民心
亦有裨益。应迁移之物品皆能如数运完，南京幸免兵乱。若早十日离京，则败局更不堪问矣。”事
实上，蒋对自己离京后南京民众可能遭受的战祸，也是非常担忧的，撤离当日，蒋在日记中记道:
“人民受战祸之痛苦，使之流离失所，生死莫卜……惨目伤心，无逾于此。”在日军攻占南京前夕，
滞留于南京的总人数约高达 53． 5 －63． 5万。瑏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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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如:注意“大本营地点”;注意“政府与大本营地点”;“与林主席商迁都问题”;“决定迁都日期”、“决心迁都于重庆”;“本日
以国府迁川与大局筹策为多”;“电重庆准备政府地址”( 《蒋介石日记》，11月 9 －16日) 。
《蒋介石日记》，1937年 11月 20、14日。
丁绍兰: 《国民政府两次迁都的片段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抗战纪事》，南
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 56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冯玉祥日记》第 5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 269页。
《驻华大使川越致广田外务大臣函》( 1937年 11月 1日，上大普通第 37 号)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
会科学院合编: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第 17页。
《接近战区地域迁移妇孺办法》，《中央日报》1937年 11月 14日。
《南京卫戍军战斗详报》，马振犊等编: 《南京保卫战》，张宪文主编: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2 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年，第 146页。
《马市长关怀难民》，《中央日报》1937年 11月 26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冯玉祥日记》第 5册，第 278页。
《我们钢铁般的国都》，《时事半月刊》第 1卷第 3期。
《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民国 26年至 34年慈业工作报告书节录》( 1945 年) ，孙宅巍编: 《遇难者的尸体掩埋》，张宪文主
编: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5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 74页。
《西方人士的调查与统计》，姜良芹等编: 《前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张宪文主编: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15 册，南
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 48页。
参见张连红: 《南京大屠杀前夕南京人口的变化》，《民国档案》2004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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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京保卫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南京保卫战历来被视为“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然此乃学界从中日双方军力对比而得出的
结论。笔者认为，蒋介石决定守卫首都南京，更多考量的是外交政略。1937 年 9 月初，面对日军
由守势转为强大攻势的战况，国民政府开始考虑首都防御问题，但受累于力保上海的战略，南京
外围的防线修筑其实极不完善。日军占领上海后，自太湖南北同时西进，威胁南京。原先在淞沪
战场以重兵阻遏日军的战略部署，不得不做重大调整，战线被迫向内地纵深转移。当时，中国军
队已退至首都第一道外围防线吴福线，但该国防工程却“无图可按，无钥开门，无人指示”①，主力
被迫继续向锡澄线撤退。蒋介石非常清楚，“锡澄线如失陷则敌在长江即可长驱直入更无顾忌
矣”，故 23日晚亲“到常州召集锡澄线各军长训话，精神必为之一振，阵地当能稳定也”。然而，事
与愿违，“有良好地形，坚固阵地，可资扼守”的锡澄线同样没有发挥作用。不仅如此，中国军队撤
退途中“彼此纷杂零乱”，“一般将领颓丧太甚，士气不振，抢劫日多”，日军“看破我军之弱点，所
以敢放肆无忌，视若无人矣”。②

为打破日军迫订城下之盟的战略构想，国民政府做了两手准备。一是于 11 月 20 日正式公
布迁移政府于重庆，以示持久抗战。二是紧急制订南京守卫计划。但是，南京是守是弃，国民政
府内部意见并不一致，多数将领主张放弃，蒋介石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他注意到，“敌以意德共同
防共之盟对于苏俄与英国有所牵制，故得对华任意侵略，为所欲为。”11 月 17 日，“本日为南京固
守与放弃问题踌躇再四”。③ 考虑再三，蒋还是决定坚守，“期以 3 个月乃至 1 年”④。24 日，蒋介
石正式任命病中的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同时，为了加强南京的防守力量，从正向浙、皖、
赣边区转移的第三战区部队中留下 9个师，并从武汉调来第七战区部队中的 2 个师，加上留在南
京的守备部队，总计兵力约 15个师、10余万人。

从蒋介石 11月下旬的调兵遣将不难看出他对南京保卫战还是抱有一定的幻想的，至少他希
望能像淞沪抗战那样坚持数月，以待国际形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转变。但接下来十多天的战事
发展却使蒋的幻想几成泡影。蒋 12月 6日的日记作了这样的分析:“敌军用奇袭与包抄战术”，
而中方却“士气不振”、“兵力薄弱”，“本日敌攻句容与醇( 淳) 化镇，见我士气与兵力，彼已熟视无
睹矣”。由此可见，蒋介石最终仍决定固守南京，绝非纯出于军事角度，除了如有学者已揭示的，
作为首都的南京，若不战而退，有失体面⑤，以及蒋介石对自己花十年之功一手缔造的首都充满了
难以割舍的感情⑥以外，更多的还是出于外交的需要，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寻求国际干预中日冲
突的努力。

作出固守南京决策之时，布鲁塞尔会议尚在进行中，蒋指示参加《九国公约》会议的中国代
表顾维钧竭尽全力，要求顾“以坦白告英美法俄代表，以我国之实力如此，若会议无坚决制裁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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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蒋介石致顾祝同密电稿》( 1937年 11月 20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上) ，第 407页。
《蒋介石日记》，1937年 11月 23、20、27日。
《蒋介石日记》，1937年 11月 14、17日。日、德、意三国轴心于 1937年 11月 6日成立。
《徐永昌日记》( 手稿本) ( 1937年 11月 16日)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影印。
参见孙宅巍: 《论南京保卫战的决策及其结局》，《南京社会科学》2000 年第 4 期。唐生智在讨论弃守南京的会议中也曾慷
慨激昂地提出:“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 唯
真: 《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马振犊等编: 《南京保卫战》，张宪文主编: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2册，第 245页)
11月 26日日记云，“上午谒陵与将士公墓，不知何日再得谒见矣”。12 月 1 日又记道，本日“巡视城内，突现荒凉与零乱之
状。如余早日离京，不知南京作何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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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决无效力”。① 此后在得到“九国公约会议已消极无结果”，“九国公约会议无形停顿”的消息
后，蒋又安慰自己“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及至 11月 24日，蒋得知“英美问我需要”、“美
已允借款”，他写道，正所谓“虑而后能得”，“国际形势转佳而战局日坏”，“吴兴失陷战局不受影
响”，“欲挽此颓势以冀转败为胜也”。②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开始通过其他渠道探索中日“和平”的可能性。早在淞沪会战呈胶着状
态时，为了尽快结束战事，也为了对抗即将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日本一改过去反对第三国干预、
坚持中日两国直接交涉的态度，于 10月下旬表示“特别欢迎”与日本有友好条约关系的德国出面
斡旋。11月 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受日本政府委托，向蒋介石提出了日本的七项和平条
件，被蒋介石“严词拒绝”。③ 但 11 月中旬后，随着布鲁塞尔会议上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不利于中
国，蒋介石的态度有所改变，在“接德大使转达敌国要求言和之报”后，“特约其来京面谈。为缓
兵计，亦不得不如此耳”。④ 12 月 2 日下午，蒋介石会见陶德曼，表示中国已经准备接受德国调
停。在陶德曼证实了“日本最初的条件虽然只是几条基本原则，但是原则一直没有变化”之后，他
提出了中国的四项和谈基本原则。蒋并补充说，日本政府必须对前期谈判、特别是和平条件保
密，否则他本人地位不保，被迫下野，中国政权就会落到亲苏派手里。⑤ 这天的日记中他记道，
“联俄本为威胁倭寇，如倭果有觉悟则几( 已) 矣。”

蒋介石对苏联援华确曾有所期待。当时在国际社会中，苏联是唯一表示愿积极支持中国的
国家。从 11月下旬起，特别是布鲁塞尔会议宣布无限期休会后，蒋颇为关注苏俄对中国的态度，
11月 24日日记中提醒自己苏俄曾有“待我生死关头必出兵攻倭之诺言”; 26 日、28 日、29 日连发
三电给时在莫斯科担任联络工作的外交部次长杨杰，令其尽速向苏求援:尽管国民政府绝不与日
媾和，“至不得已时当固守南京，决不放弃长期抗战之主旨”，“但南京防御工事殊嫌属弱，恐难久
持，未知友邦究能何日出兵，十日内能否实现，盼立复。”⑥29日，蒋还直接致电斯大林和伏洛希洛
夫请求苏俄派兵。⑦ 28日蒋接见杨杰特使张冲后，对苏俄出兵援助充满期待，当日日记写道，“俄
机已到，尚可图挽战局”。在 30 日致龙云函中亦称，“最近期间俄必出兵助我，国际形势亦将大
变，此乃确有把握也。望兄力促永衡( 汉) 率部兼程赴京增援，公私皆感。中仍在京策划一切，军
心以固。”⑧直到 12月 5日，“接史大林覆电，与杨张所报者完全相反”，蒋介石才对“苏俄出兵已
绝望”，而“德国调停似亦无望”，“国际形势渐陷于不利状态”，“决定离京赴赣”，“收拾残部，重整
旗鼓，再造时代之计划”。⑨ 然而，蒋在同日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及阎锡山的电报中却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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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顾维钧: 《顾维钧回忆录》第 4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 815页。
《蒋介石日记》，1937年 11月 15、17、22 －24日。
蒋介石于当天的日记中曾记述到，“本日与德大使会晤”，“敌托德国传达媾和条件，试探防共协定，为余严词拒绝”，“外交
方针以第三者加入谈判为目的”。
《蒋介石日记》，1937年 11月 29、30日。
《蒋介石日记》，1937 年 12 月 2 日; Hans Rotfels /Fritz T． Eberstein u． a． ( Hrsg． )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rtigen Politik
1918 － 1945，Serie D ( 1937 － 1941) ，Bd． 1，No． 528，Der Deutsche Botschafter in Nanking an das Auswrtige Amt，den 3．
Dezember 1937，转引自陈仁霞: 《陶德曼调停新论》，《历史研究》2003年第 6期，第 111页。
《蒋介石致杨杰电》( 1937 年 11 月 26、28、29 日) ，蒋档，筹笔———抗战时期( 七) ，卷宗号: 002000000200A，典藏号: 002 －
010300 －00007 －036、002 －010300 －00007 －038、002 －010300 －00007 －040。
蒋当日写道“致史伏电”( 《蒋介石日记》，1937年 11月 29日) 。
《蒋介石致龙云函》( 1937年 11月 30日) ，蒋档，筹笔———抗战时期( 七) ，卷宗号: 002000000200A，典藏号: 002 － 010300 －
00007 －042。
《蒋介石日记》，1937年 12月 5、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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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南京决守城抗战，图挽战局。一月以后，国际形势必大变，中国当可转危为安。”①12 月 11 日
晚，蒋介石已给唐生智连发两电，“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之要旨
也。”②但第二天却又改变主意，尽管有着“本日南京唐孟潇处已无人接电话，敌已过江占领江浦，
则南京恐已不守乎?”的疑虑，③依然致电唐生智等:“经此激战后，若敌不敢猛攻，则只要我城中
无恙，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为
我革命转败为胜惟一之枢机”，他指示:“如南京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
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策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④这里所说的“大
变”，仍指苏俄出兵，“苏俄无望而又不能绝望”。⑤ 可见，蒋至此都仍不甘心放弃国际干预的希
望，守城甚至已成赢得国际干预的唯一希望。

蒋介石这种为了引起国际干预的明知不可为而为的战备决策，一旦国际干预没有如期而至，
南京保卫战的效果受其所累则是必然的。正如蒋介石所预料，日军自上海开始追击以来，一路采
取“歼灭战”的作战方针，在对南京的攻击战中，更是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策略。11 月 24
日华中方面军制定的作战计划大纲指出:“方面军以一部自扬子江左岸及芜湖方面进至南京背
后，其主力自丹阳以东之京沪铁路—丹阳—句容方面，以及湖州—宜兴—溧阳—溧水方面相呼
应，于南京要塞外，歼灭敌之野战军，攻克南京。”⑥经过上海作战之后，日军已认识到必须歼灭中
国军队之精锐，才能达到速战速决的战略目的，歼灭战遂成为日军南京攻击战的主要作战目标之
一。12月 7日，日华中方面军通告了《攻占南京要领》:“在南京守城司令官或市政府当局尚留在
市内的情况下，设法劝告其开城以和平方式入城。此时，各师团各派步兵一个大队( 9 日改为 3
个大队) 为基干的部队先入城，在城内分地区进行扫荡。”“在敌人残兵仍据城进行抵抗的情况
下，将到达战场的全部炮兵展开，进行炮击夺取城墙，各师团以步兵一个联队为基干的部队进入
城内进行扫荡。”⑦所谓“扫荡”，就是要彻底消灭中国军队。为此，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八
联队在 12月 13日下达的作战命令中称:“联队打算按照前述‘作命三十八第 6号’标明的进入路
线追击。……前线部队要迅速向该线追击敌军，在各处歼灭之。由于是歼灭战，应可以让部分部
队越过前述界线进入。”⑧第十军也于 13 日上午下达命令:“集团要歼灭南京城内之敌。……各
兵团对城里的炮击自不必说，应尽一切手段歼灭敌军。”⑨

从 11月 25日组建南京卫戍部队算起，只经过了 18 天时间，南京即告失陷。而真正的守城
作战只坚持了两天即开始撤退。瑏瑠 12 月 11 日晚，唐生智在接到蒋介石的撤退命令组织退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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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蒋介石致李宗仁、阎锡山等电》( 1937年 12 月 6 日) ，蒋档，革命文献———淞沪会战与南京撤守，卷宗号: 002000000363A，
典藏号: 002 －020300 －009 －150。
《南京卫戍军战斗详报》，马振犊等编: 《南京保卫战》，张宪文主编: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2册，第 145页。
《蒋介石日记》，1937年 12月 12日。
《蒋介石致唐生智、刘兴、罗卓英电》( 1937 年 12 月 12 日 ) ，蒋档，革命文献———淞沪会战与南京撤守，卷宗号:
002000000363A，典藏号: 002 －020300 －009 －151。
《蒋介石日记》，1937年 12月 9日。
《华中方面军第二期作战计划大纲》，王卫星编: 《日本军方文件》，张宪文主编: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11册，第 20页。
〔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1卷第 2 分册，《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 111 －
112页。
《步兵第三十八联队战斗详报第 11号》，王卫星编: 《日本军方文件》，张宪文主编: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11册，第 65页。
《丁集作命甲号外》，王卫星编: 《日本军方文件》，张宪文主编: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11册，第 209页。
正如刘峙后来所说，“既然这么一打就要突围，当初又何必向复廓阵地撤退呢?”( 唯真: 《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马振犊
等编: 《南京保卫战》，张宪文主编: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2册，第 248页) 时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一团第三营第
九连排长的李慕超曾回忆道，“事出突然，实在难以理解。死守三个月的决心，为什么几天之内就改变了呢?”( 李慕超: 《在
沪宁抗战的日子》，马振犊等编: 《南京保卫战》，张宪文主编: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2册，第 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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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考虑到时间紧迫、人多船少①的客观情况，确定了“大部突围，一部渡江”的原则，规定只有卫
戍司令部各机关及其直属部队、第 36师由下关码头渡江，其余部队均由正面突围。这一原则，本
来是比较切合实际的。但在正式宣布撤退令时，唐生智又补充“口授命令要旨，87D、88D、74A、教
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②另外，由于情况混乱，撤退命令无法正
常下达。除少数部队突围外，大部分军队拥至长江边，形成极度混乱的局面。“仅有之少数船舶，
至此人人争渡，任意鸣枪。船至中流被岸上未渡部队以枪击毁沉没者有之，装运过重沉没者亦有
之。”③而滞留在南京城的军人，群龙无首，一盘散沙，被俘者数以万计，使日军歼灭中方有生抵抗
力量的战略意图得以实现。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曾签署了“机密，阅后销毁”的命
令:“杀掉全部俘虏”。④ 还有一些无法逃离南京的士兵纷纷扔掉武器换上便衣躲进了南京安全
区委员会成立的难民区内。日军入城后则以扫荡败残兵为口舌滥杀无辜。⑤

1939年 4月 27日，南京维新政府“大民会”总部组织部长王鸿恩的讲话中，也道出了日军的
这一政战略:“南京市人口在事变以前，即党政府的全盛时代，计有人口一百零七万之多，及至事
变后，人口骤减至十七万之数，相差几达九十万。此中原因，固然是一部分的民众受了蒋介石的
恶意宣传，相率逃避，而其中的一部分则因误会或种种不可避免的关系而罹难散失与牺牲。……
后来日本军队进城了，因为肃清残敌又杀死了好几万人，而中间最悲惨的一件事，就是一般无辜
的善良民众，因为当时没有显明的识别，日本军队不能认识他们，听说也死亡了几万人。”⑥

四、蒋介石抗日政战略之转向

综上所述，从淞沪抗战到南京沦陷 4个月的时间里，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在政战略选择方面存
在严重失误。蒋之考虑在于引起国际注意。他认为，凡与中国有政、经关系的列强，为了保持其
本身利益，必然援助中国制裁甚至抵抗日本。故此，中国只要能在上海作英勇抵抗，打破日军速
决战略企图，必可促进国际变化，觅得盟友。这一时期，他首重英美，同时也不排除联苏之可能。
蒋之失误在于，虽然联合强国以制日是必要措施，他却本末倒置，过分依赖国际社会，以求尽快解
决中日争端。由于期待国际干预和幻想“和平调停”中日军事冲突，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军事战略
主要是为其外交政略服务的，因此蒋介石对于上海到南京之防守和军事部署准备和应变能力均
不足。上海虽守三个月，但由于是内线作战，无外线的支持，使得国军精锐部队丧失殆尽，直至
1937年 11月上海沦陷前，蒋介石尚无组织南京战役的计划。上海失陷后，国军撤退过程中，秩序
混乱，溃不成军，从而使日军坚定了进击南京的战略决策，仓促组织的南京保卫战根本无力阻挡
日军迅速占领首都南京并歼灭中国有生抵抗力量的战略目标。“敌人跟踪追击，不出数周，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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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唐生智在宣誓就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后，为了表示破釜沉舟、背城借一的必死决心，曾令交通部长俞飞鹏把下关至浦口间
的渡轮撤退;以后又禁止任何部队和军人从下关渡江;并通知在浦口的第 1 军，凡由南京向北岸渡江的任何部队或军人个
人，都请制止。如有不听者，可以开枪射击( 参见唯真: 《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马振犊等编: 《南京保卫战》，张宪文主
编: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2册，第 246 －247页) 。
《南京卫戍军战斗详报》，马振犊等编: 《南京保卫战》，张宪文主编: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2册，第 145 －146页。
《陆军第七十八军南京之役战斗详报》，马振犊等编: 《南京保卫战》，张宪文主编: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2册，第 188页。
见〔美〕戴维·贝尔加未尼: 《日本天皇的阴谋》( 上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 70页。
“联队明日即 16日以全力对难民区的败残兵进行彻底扫荡。”( 《步七作命甲第 111 号》，王卫星编: 《日本军方文件与官兵
日记》，张宪文主编: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32册，第 124页)
《日伪大民会总部组织部长王鸿恩在上海〈朝日新闻〉座谈会讲话节录》( 1939年 4月 27日)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吉林省社科院合编: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第 1084 －10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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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两面进迫京畿，将南京合围”。①

国民政府在淞沪战争爆发之初虽有疏散南京市民的打算，但出于稳定民心的需要，又考虑到
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国际观瞻所系”，迟迟没有做出周密的计划。为应付日机空袭，蒋介石与国
民政府虽然也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准备工作和民众工作，如避难所的设置等②，然而，随着战火临
近南京，国民政府仓促西迁，来不及疏散市民及其财产，致使大批市民滞留南京，留下严重的居民
安全隐患。

防守南京原本已无精锐部队，以唐生智为总指挥，更是用人不当。而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
最高决策者，明知南京难以坚守，依然幻想据此图挽战局，等待国际形势的改变，致使十万国军滞
留城内。日军占领南京后，除在城内外扫荡败残兵外，并于 12月 14 日开始在安全区内有系统地
搜寻中国士兵。③“为了削弱我们的人力与兵源，不惜违反人道和国际法，来进行集体屠杀。”④蒋
介石及国民政府上述政战略选择的失误，不仅契合了日军歼灭战的战略企图，也间接扩大了日军
南京暴行中遇难者的规模。应该说，当时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没有考虑到日军占领南京后会
进行施暴，甚至“许多本地居民在日军进城后曾由衷地表示宽慰，因为显然结束了战争状况的紧
张与随时发生空袭的恐怖”。⑤ 对于南京保卫战的失利，唐生智事后也自认其咎，“窃职等奉令卫
戍南京，既不能为持久之守备，又不克为从容之撤退，以致失我首都，丧我士卒”。⑥

笔者在此想重点指出的是，在意识到南京保卫战必败和国际干预落空后，蒋介石痛定思痛，
方开始着手建立长期抗战的战略。蒋在 12月 6 日的日记中曾感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并开
始预定“三年组织，三年准备”。9日复在日记中写道:“静思时局与前途”，“除抗战到底外，别无
他道”，预备制订“全国总动员计划”。11 日日记中，蒋记下已在进行“南京失陷后政局变迁之影
响与预测”和“持久抗战时期变化之预测”，认为通过“强化政府”，“团结内部”等措施，必能“使敌
疲困”和引起“国际干涉”，他“准备三年苦斗”。同时，蒋对其过分依赖国际介入解决中日争端的
期望也进行了反思，“军政时期应以军事为本位”，“英美人士一见失败则责难与讥评齐至，而且
乘机取利。国不能自立则无论何国皆成敌人也。”( 12月 17日) “政治与外交皆应自两面着手，不
可只知其一也。”( 12月 18日) 国民党高层其他成员此时也有着与蒋同样的考量，据王世杰 12 月
15日和 20日日记记载，“罗志希来函谓，战事可失败，立场不可放弃。与予素日之见解同。”“白
崇禧自桂北来已四月，从不发言，今日在国防最高会议席上慷慨陈词，力主抗战到底，不可再以和
议二字萦绕脑中。居觉生及于右任则请蒋先生出任大元帅之名”。⑦ 可以说，这时蒋介石和国民
政府对自淞沪抗战至南京保卫战期间政府政略与战略的反思则是促成蒋下决心转变战略、准备
长期抗战的重要原因。换言之，没有淞沪抗战至南京保卫战的一系列军事失利和国际干预希望
的破灭，蒋就不可能下定立足自身、实施长期抗战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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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南宁: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0年内部发行，第 695 －696页。
就连日军也不得不承认南京“挹江山及富贵山地下工事相当不错，防空观念较日本强。”( 《上海派遣军参谋西原一策大佐
作战日志》，1937年 12月 26日，王卫星编: 《日本军方文件与官兵日记》，张宪文主编: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32册，第 112
页)
王卫星编: 《日本军方文件与官兵日记》，张宪文主编: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32册，第 237页。
钮先铭著、张生编注: 《佛门避难记》，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 70页。
〔美〕贝德士: 《南京一瞥》( 1937年 12月 15日) ，章开沅编译: 《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张宪文主编: 《南京大屠杀史料
集》第 4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 1页。
《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汇转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呈蒋委员长为卫戍南京未能
持久守备自请处分报告》( 1937年 12月 24日) ，秦孝仪主编: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
过》( 二)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 223页。
《王世杰日记》( 手稿本) 第一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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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持久抗战之利弊，蒋介石在南京沦陷后方有较深入的思考，这在日记中记录颇详:“此后
敌人前进愈难而我军应之较易，必使敌人再进一线，使之更陷于穷境。则国际变化如何固不可期
待，而倭寇弱点必暴露更甚，敌军兵力亦不胜布置，不仅使之进退维谷，而且使之疲于奔命”，“持
久抗战到底，我固危殆而敌亦消灭矣”。( 1937年 12月 18日) 作战方略当“以广大之空间土地求
得时间持久之胜利，积各路小胜而成全局大胜。”( 1938 年 3 月 5 日) 台儿庄之役中，蒋介石运筹
帷幄，身体力行，“考略鲁南战略应生发展运动战，固守运河南岸，阻止敌军侵徐，勿使我军丧失战
斗力，以求持久，争取最后胜利也。”( 4月 24日) 其时，孙连仲部守内线，汤恩伯、王仲亷等部打外
线，歼灭日军 11 000余人，打得非常漂亮。及至日军挥师西进之际，蒋注意到，“敌已抽调东北对
俄之兵力增援关内，晋绥察省敌皆已增兵，平汉与胶济两路亦已增兵，此其为大举南侵之准备也。
敌如大举攻汉，或粤汉并洛潼先陷或粤先陷，皆应有一准备”，并确定战略，“有利则固守进攻，否
则避战保持实力与敌作持久战”( 6月 8日) 。他还观察到“敌军后方空虚”，在兵力部署方面，决
定“对其后方应增加兵力，袭击要地”( 6月 7日) ，确立了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就战略实施情
况看，武汉会战纯为外线作战，打了 4 个多月，“然我军仍照原定计划阻制敌军于国防工事线之
外”，“约计敌军九月间之死伤必在十万人上下，……我军伤亡反较敌军为轻，大体言之，消耗战之
目的成功矣”( 9月 30日) 。1938年 10月日军在广东登陆后，蒋感于“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
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存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基业”，
“故决心放弃并发表宣言，通告中外，以示决心”( 10月 20日) 。

持久抗战之国策一旦确定，蒋介石对国际形势之运用，亦强调立足自身、促中国于主动地位，
不再唯国际社会之态度马首是瞻。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蒋写道:“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
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 1938年 1月 10日) 就国际形势而言，“美总统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志
含蓄不能过久，当于此一二年内必有行动”，但“倭寇决不允第三国干涉远东与中国之事”，因此
要“使倭知中国必非武力所能制服”( 2月 1日) 。对苏俄外交，蒋亦不再急于求成，他一方面对苏
俄声明“无论其对倭战与不战，中国必与苏俄始终一致”( 8月 3日) ;另一方面也体认到，“中国今
日之地位重要，对俄倭二方实有举足轻重之势”( 8月 11日) 。因此，在得知苏俄暂时不打算与中
国签署互助协定、并无意“攻倭以待倭之来攻”的消息时，蒋非但不觉失望，反而认为“不与任何
国缔结军事协定，是于吾基本政策极有助益，是时代强勉中国以独立自由与自力更生也。”( 8 月
24日) 他还勉励自己，“立国全靠自己奋斗，无论何友皆不可存有希冀之心。”( 9 月 4 日) 对于日
方的“和平”谈判，蒋介石也由之前的犹豫不决转为态度强硬，“与德大使言明，如倭再提苛刻原
则，则拒绝转达”( 1月 16日) 。在日本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作交涉对手”并开始在南京扶植傀儡
政权后，蒋更是一笑置之，“倭寇已急谋打退堂鼓之法，其急欲造成唐绍仪为南京之傀儡者，亦其
无法中之一法也。”( 1月 23日) 在 1938年 4月 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
党总裁后，他充满自信，“对总裁责任应当仁不辞，……实与抗战增加实力不少，而且确定中心无
异与敌精神与其策略上一大打击也。”( 4 月 1 日) “倭寇军阀不倒，决无和平可言，惟有中国持久
抗战，不与言和，乃可使倭阀失败，中国独立，方有和平之道也。”( 9月 9日)

1938年 1月，蒋介石在汉口指示，“以四川为持久抗战后方，如武汉失守，即以四川为最后根
据地。北固陕西，南控滇、黔、桂诸省，而将重兵扼守平汉、粤汉两铁路以西;再置相当兵力于浙、
闽、赣诸省，稳扎稳打，以消耗敌人。同时促进国际变化，以求盟友。如此则日本一定多行不义必
自毙。”在此后的对日作战中，“以空间换时间”的政战略得到了贯彻和实施，1945 年，中国的长期
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 责任编辑 朱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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