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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     容 ★ 

 
自      序   

 

1. 抗戰必勝計劃 
 

  I. 幾個抗戰基本原則的認識 

 II. 今日應怎樣抗戰 

III. 日軍怎樣進攻我國 

 IV. 持久戰的一串重大問題 

  V. 戰勝的利益 

 

（附日本的軍力表） 

 

2. 對敵宣傳計劃 
 

    I. 宣傳的重要 

 II. 宣傳的組織 

  III. 宣傳的方針 

 IV. 宣傳的方法 

  V. 最後的幾句 

 

（附兩篇對敵宣傳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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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東方海盜』瘋狂的進攻，神聖全民抗戰的展開，從『八一三（淞滬會

戰）』至現在已經兩個多月了。在這個期間，大家不是懷疑著——政府為什麼不

對日宣戰呢？„„ 但是照我們看：宣戰僅是戰爭的一種形式，可先可後，可有可

無，宣也未必勝，不宣也未必敗，不必以國際公法為拘束，必因時而制宜。此次

戰爭，日本對我是不宣而戰的，今後也不會先我宣戰而對我宣戰。我國對日本也

是不宣而戰的，至於將來宣不宣則不得而知，——這是政府的事。大概政府此次

遲遲未宣戰的緣由是： 

 

第一，可以避免日本人民與軍閥打成一片，而且可以促進其反對軍閥，陷彼

內部於紛亂； 

 

第二，可以避免日本在法理上有藉口，而且我又可以以愛好和平為宣傳，而

充分取得世界的同情與援助。 

 

原來宣戰一事也有利害的兩面，從問題的整個去觀察，認為利大於害時（因

時制宜）則宜，害大於利時則不宜，這是我政府應把握著的一個原則。不過政府

於未宣而戰時，人民老是懷疑著政府將出於中途妥協的。其實，此次抗戰，並不

是小小問題，而是整個民族生死存亡問題，不然，全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只可以

永遠做奴隸了，我們相信政府絕不出此。 

 

蔣委員長聲言：『中途妥協，即是滅亡』。 

 

張向華將軍說過：『中國不抗戰只有滅亡，要生存只有抗戰，抗戰而中途妥

協也是滅亡，只有抗戰到底，才能獲得生路』。 

 

陳辭修將軍說過：『中途妥協是投降，委屈求全是自殺』。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這是我國國防論始

祖孫子的名言。於此足見戰爭勝敗所關的重大。同胞們，我們這次對日抗戰，

『可勝而不可敗』，這是明若觀火了，然而戰爭的勝敗，與作戰計劃的良否，有

密切關係的，孫子也曾說過：『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

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本來一國對敵作戰計劃是決定於參謀本部與最高軍政當局的，在此次抗戰時，我

們曾私心竊喜——我們的參謀本部與與最高軍政當局，於未戰之前，早已定下週

密的作戰計劃，即不然，於戰爭一開始時，也已定下週密的抗戰計劃了。 

 

http://zh.wikipedia.org/zh-tw/中國抗日戰爭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5%AB%E4%B8%80%E4%B8%89%E6%9D%BE%E6%BB%AC%E6%88%B0%E5%BD%B9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94%A3%E4%BB%8B%E7%9F%B3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BC%B5%E7%99%BC%E5%A5%8E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99%B3%E8%BE%AD%E4%BF%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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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基於充分『知彼知己』而訂下的抗戰計劃，是秘密的，是普通人不得

而知的，大家只有『暗中摸索』，對於戰爭的進行，有時莫明其妙，有時發生懷

疑與恐怖,„„於是我們就有從理論上去闡明抗戰的必勝,以加強民眾對於戰勝的

信念;更有研究出一點計劃來貢獻各方面的當局,喚起注意與實行的必要了。本書

的出版，用意也是在此。因此，在說話上就有範圍了。 

 

這篇『抗戰必勝計劃』，已起草於此次上海戰爭之前，——八月五日，當時

曾油印了數十份分贈友人。近日閒中拿來看看，覺得尚有相當義意，又以友人的

鼓勵，我便加以一些修改和補充，毅然給牠出版。自然其中所說的，大部份已在

實行著。這，正是鐵證著最後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這篇計劃，僅是一個剛領。其中關於算式的援用，為簡單明瞭計，有些我省

略了一點定例，又為節省讀者的時間計，只作扼要的解釋。高調是不唱的。 

 

其中還沒有談到政治問題。自然，在這個嚴重的抗戰時期，以過去那樣的政

治結構是不能完善地負起抗戰的使命的，因此，我們主張充實中央的政治機構，

與刷新地方的政治。魯登道夫氏曾說過一點：『由世界大戰的經驗觀之，惟肅清

政治上的弊竇，然後能保國民的一致團結，比在財政上猶為重要。』即孫子兩千

年前也說過一點：『主孰有道』——今日應解為『政府孰有道』，即說『有道』

的元首或政府亦為戰勝的一大要素，自然古之所謂『有道』的內容，又與今日所

說的不同。 

 

最後，謹祝 

 

前線浴血抗戰戰士的勝利！ 

 
                          一九三七，十月二十六日，自序於上海。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AD%AF%E7%99%BB%E9%81%93%E5%A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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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抗 戰 必 勝 計 劃 
 

I. 幾個抗戰基本原則的認識 

A. 短期抗戰利日——長期抗戰利華 

 

    日本利於速戰速決，故我宜應之以持久戰。 

B. 局部抗戰利日——全面抗戰利華 

 

    局部力量當不及全國的力量，過去甲午之敗，東北之失，均為以局部

的力量而抗戰。 

C. 以武力抗日——以外交勝日 

 

    弱小民族遭遇強國部隊的進攻，其武力僅能抵抗之，不能進一步侵入

其國（惟空軍可以侵入),實行殲滅的任務。故欲求最後的勝利，要決於善

為利用國防力量，然此為外交問題。故我政府對於外交工作，務應竭全力

以赴之。外交有辦法，則財政武器亦有辦法，且可使各國制裁或封鎖暴

日，然吾國外交之有辦法，早已決定於各國對華利害關係中，不過仍須努

力奮鬥而已。 

D. 以最大的犧牲——求最大的效果 

 

    準備千萬生命與無數財產犧牲，以求戰勝日本，而完成民族復興，國

家獨立。 

II. 今日應怎樣抗戰 

 

（武力抗戰 + 外交抗戰 + 經濟抗戰 + 間諜抗戰 + 宣傳戰）X 舉國

一致 堅持到底 = 日本必敗 中國必勝 

A. 各種抗戰的內容 

1. 武力抗戰  

     = (陸軍抗戰 + 空軍抗戰 + 海軍抗戰) - 海軍抗戰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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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國陸軍：量估極優越，起碼可以繼續動員千萬人 + 質亦可在

抗戰期間中繼續改善。 

b) 我國空軍：目下飛機與飛行員的數量雖少，但可以繼續補充，

飛行員於兩年內可養成一萬名。飛機購得愈多愈佳用以執行此種任

務 = (防衛我作戰軍 + 保護我要塞，鐵路，重要城市) + (轟炸敵

軍 + 爆擊敵艦 + 破壞敵國海上交通 + 燬滅敵國的首都，經濟中

心，交通機關，海空軍根據地) 

c) 我國海軍：量小質劣，故宜放棄海軍作戰，僅擇其備有高射炮

的以供內河交通運輸。唉！建設 海軍數十年，於戰時，毫不能抵抗

敵人，坐令敵艦橫行領海，可痛可恨！ 

2. 外交抗戰 

                   (努力立於自主地位，並以害屈利誘為原則)  = 

聯俄 + 聯法 + 聯美 + 聯英 + 聯絡世界各弱小民族 + 周旋德意。 
（解釋） 

a) 聯俄，法，美，英：可得其借款我與售我軍需品。因為他們與

日衝突激烈，勢必救我，我可再拉攏以建設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 

b) 聯絡世界各弱小民族：至少可得其聲援與抵制日貨之利。甚如

捷克斯拉夫，此次竟得其借款。 

c) 周旋德意：德意雖為日本的盟國，我週旋她，至低限度可以減

少受其打擊。其實德意沒有與我國為敵的必要，何況法西斯國家又

是自利主義的呢！事實很明顯的，假設日本戰勝我，於彼簡直耗無

利益，我如勝日本，則彼可在我國發展貿易，特別德國可以收回國

聯委任日本統治的南洋舊殖民地。 

3. 經濟抗戰  

=（安定國民生活 ＋ 調整經濟發展與戰費 ＋ 統制國際貿易 ＋ 衝

破經濟封鎖）＋（對日實行經濟絕交 ＋ 破壞日本經濟組織 ＋ 要

求國聯或各國對日予以經濟制裁或封鎖） 

（釋解） 

 

經濟制裁結果 = 日本工廠倒閉 + 工人失業而起革命 + 物質恐慌。 

4. 間諜抗戰 

= (張設間諜網 -> 破獲潛入我國活動的日本間諜 + 搜捕漢奸) + 

(派遣我國間諜，尤其聯絡臺灣朝鮮革命份子，收買歐美人士以潛入

日本國內執行各種任務 -> 偵察敵情 + 製造空氣 + 促進及操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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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份子社會主義者的暴動革命 + 破壞其軍需工廠，交通機關 + 

剷除橫蠻的軍閥等) 

5. 宣傳抗戰 

   = 對本國 + 對中立國 + 對敵國 

 

對本國 = 建設戰時教育 + 統制報紙雜誌，使其積極宣傳抗戰  +  組織

宣傳隊深入民間宣傳抗戰  +  用口頭或書報以宣傳我軍，而加強其鬥

志。 

 

對中立國 = 利用宣傳以取得其對我同情，對敵反感 + 收買其報紙雜

誌為我宣傳。 

 

對敵國 =  除用口頭宣傳外 + 更用飛機或人工散發宣傳品於敵軍與敵

國內部(包括殖民地)。  

（解釋） 

a) 對中立國的宣傳，亦可運用國民外交政策，即遣派我國在國際

上有聲望者，往宣傳與聯絡其朝野人士。並督促留學生擴大宣傳。 

b) 對於敵國的軍隊與人民的宣傳，在挫其鬥志，助其叛亂，以使

其戰線與社會組織崩壞。 

B. 能否持久戰的比較 

 

日本不能持久戰 = 國際孤立 + 財政不足 + 物質缺乏 + 政

治經濟中心，易遭轟炸 + 黨派水火，內亂必生 + 士兵怕

死，譁變 + 出師純為侵略，難以號召大眾 + 殖民地必革

命。 

1. 國際孤立 

        凡在太平洋有重大利害關係的強國均反日，即彼稱之與國德

意，實際上亦不能予以多助。故日本的國際地位，仍不外陷於孤

立。 

2. 財政不足 

    作戰以金錢為主，奧將莫德古古里氏說：“作戰的第一要素曰

金錢，第二要素曰金錢，第三要素曰金錢”。今日本勞師遠征，又

為速戰速決計，其所費之金錢，比吾軍必多數倍以上。按日本政府

於去年以前，已一共發行了一百萬萬以上公債，此次上海華北事

變，又把今年軍事預算增加至五十餘萬萬元，演成通貨膨脹，證劵

http://query.nytimes.com/mem/archive-free/pdf?_r=1&res=9801E7D9153DE034BC4A52DFB266838F649F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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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價，物價騰貴，社會已陷於極度不安。（且以現金準備不多，僅

有四萬萬五千萬金元左右及減少對華貿易的收入，將來必釀成國際

匯兌的跌落）。據専家的觀察：日本經濟上能夠供給戰費的最大能

力，不過 12，600，000，000 元，故今後日本如果沒有國外肯借款

給她，極其量足以支持一年餘而已。 

3. 物質缺乏 

日本物質方面如鐵，鋼，煤炭，石油，鎢，錳，鉛，鋁，鎳，

鋅，橡皮，棉花，糧食等均不能自給自足，甚至有的完全沒有生

產。近年雖積極儲蓄，其數亦有限。據專家觀察：日本於戰時若遭

各國經濟制裁或封鎖，不出一年，物質就要發生超高度的恐慌。 

（附錄） 
                                        

    我剛草成本書時，適在報上發現從華盛頓發來一封關於此的電

文，特錄以饗讀者。該電文說：“據美國國家資源委員會今日所發

表之報告言：日本在華作戰之主要原料，日本國內能充分生產者，

僅銅一種，他如鐵，鉛，鋅，鋁四種戰爭基本原料，皆須大量仰給

外國輸入，以一九三二年度調查為根據，日本產銅共達七六、000 公

噸，消費僅為七五、000 公噸，其他礦產如(一)鐵，日本須自各國輸

入，日本國內鐵產僅為一、二 00、000 公噸。消費達一、六 00、000

公噸，至日本輸入之鐵四 00、000 公噸中，來自中國者約佔三 00、

000 公噸，來自印度者約一 00、000 公噸。(二)鉛，日本需賴外國供

給者為數尤巨，日本國內鉛產量僅四、000公噸，消費達六一、00O

公噸。所輸入之五七、000 公噸中，美與加拿大供給大部份，澳與墨

西哥次之。（三)鋅，日本僅產一、000公噸，消費達五 0、000 公

噸 ，不足之數，加拿大與澳供給大宗。（四)鋁，日本消費八，000 

公噸，完全由歐洲加拿大及美國供給，是則各國茍對日本實行經濟

制裁，必能生效云”。 

4. 政經中心，易遭轟炸 

    日本政治經濟中心的大都市，對於轟炸有四個弱點 = （多位於

海岸，容易發現，縱用煙幕掩蔽，亦無濟於事 + 多有河流山嶺為目

標，投彈容易命中 ＋ 房屋等建築物多以木材造成，易於燃燒 + 防

空尚未十分健全）-> 所以東京，大阪，名古屋，橫濱，神戶，以及

海空軍根據地，如橫須賀，佐世保，吳軍港等地，若遭我空軍嚴重

的轟炸，則日軍就不能支持在我國作戰，整個社會也隨而動搖崩壞

了。 

5. 黨派水火 

    近年日本整個社會可分為主戰派與反戰派，前者以少壯軍人，

法西斯蒂屬之，後者以大部份金融資本家，輕工業家，及各無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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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之。此兩派如水火不相容，鬥爭易趨激烈，在持久戰爭中，必有

(無產黨)乘機而起暴動革命，即法西斯派亦將乘機而起奪取政權。

而且軍部的中心的陸軍部亦分三大派 = (荒木等主之) + 統制派(林

銑等) + 肅軍派(宇垣等)；又加以海軍部與陸軍部的對立，在戰

時，必致鬥爭愈烈，影響於戰爭的進行。 

6. 士兵譁變 

    日本士兵十之七八為農民，其餘為工人，店員，店主，智識份

子，在國內均有妻子與職業，安居樂業以度日，其不願參加作戰已

明，故此次徵兵，每有逃避者。即被迫而來我國作戰者，亦鬥志沮

喪，畏難怕死，且時有譁變投降事件的發生。曾於 1933 年八月在滿

洲被我義勇軍第一軍煽動去五百名 共同來參加神聖的抗日戰爭。 

7. 民生日困 

    日本大衆以增稅的壓迫，徵發的痛苦，物價騰貴的威脅，且以

思想的進步 (已不同於日清，日俄戰爭時代的思想)，故易為反戰派 

(各無產黨)所煽動，陷全社會於紛亂。 

8. 殖民地革命 

    朝鮮台灣滿洲在日本的野蠻統治下已久，其大眾思起而推翻日

本的統治權亦已久。故戰爭於持久一二年後，我們相信滿韓的義勇

軍必愈加發展，即臺灣及琉球亦必發生暴動革命，勢將使日本四分

五裂。 

 

所以：日本軍閥雖主速戰速決，實際上適等於作夢，勢必為我持久戰所粉

碎。 

 

中國可以持久戰 ＝ 國際多助 + 各黨團派結一致 ，負擔抗敵任

務，已無內顧之憂 + 財政武器可向外國補其不足（此次經向外

國借入款子很多，並購入不少武器) + 不怕空襲（根本無若何工

業中心，除少數大城市外，其餘均不值得一炸）亦不怕封鎖（已

封鎖月餘，於我亦無若何重大影響。有安南香港可利用以交通） 

+ 人民生活極低，視敵如私仇 + 士兵刻苦耐勞，攻擊精神壯旺

（恨日軍刺骨，扶傷作戰，並沒有妻子與財產顧慮) + 抗戰純為

求生存解放，上下精神可以團結到底。 

（附錄） 

 

孔祥熙氏此次由歐抵港發表談話說: “日本侵華，不僅與我為敵，且

與世界為敵，中國領土，必須歸還中國為不易之理。日本民窮財盡，欲征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D%94%E7%A5%A5%E7%8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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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中國，實不可能，我向外借大批現款，世界各國為我之債權國，故經濟

力足以長期抗戰有餘“。 

 

周恩來氏最近說過：“我國不怕封鎖，因為封鎖可以使得我們瀕於崩

潰的手工業復興，同時更可讓我們利用政府的力量，重新再創辦我們的重

工業”。 

 

日人中山正男所著中國之對日作戰計劃一書說：“最近的中國軍隊不

可輕視了，常非常勇敢地發揮其戰鬥力”。跟著又指出我軍三點的特長：

（一）行軍力非常大，(二)不論在任何地點防禦時，都作非常堅強的抵

抗，(三)指揮官和士兵如母子一般的團結著。至於軍隊的裝備亦已次第改

善。 

 

尤其是此次上海之戰，我軍所表現的勇敢與技術的神妙，即外國軍事

專家見之，亦稱讚不已。讀者於報紙上不是都已看過此類的消息嗎？用不

著我再來援引。 

C. 持久戰的演變 

 

中國舉國一致，持久抗戰 -> (日本國力高度消耗 + 國際對日嚴

重干涉) -> 日本屈服於我，或發生內亂，退兵平亂，演成戰敗

或中立國乘虛起而擊敗之 ＝ 中國戰勝。 
（解釋） 

 

    我國持久抗戰，則英美法各國當然由消極的變為積極的干涉日本，因

為利害關係 = 對華輸入日益減少（因購買力薄弱） + 不能對華投資 +  

在華財產損失日劇 ＋ 我國到了某個時候連外債的利息都付不出 + 尤其怕

日本戰勝我國後而獨霸東方。 
 

III. 日本怎樣進攻我國 
 

 海軍：砲擊我國沿海重要城市與要塞，登陸騷擾，並負責封鎖我

海岸之責。 

 

 空軍：或從航空母艦或從臺灣或從既佔領土空襲我作戰軍，要

塞，鐵路，重要城市，飛機根據地。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1%A8%E6%81%A9%E4%BE%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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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軍：採取殲滅戰略，分數路以上進攻我國。戰事以華北為重

心，於華中華南則牽制與騷擾之，唯一目的先征服華北 －> (對

我國討價還價，對蘇聯給予控制)。 
 

    要之，日本的武力進攻我國，是以陸軍為主，海空軍為副，戰爭的形式，由

平面變為立體。但有滿韓義勇軍的牽制，與蘇聯的威脅，則不敢動員全部兵力以

犯我。 

(論究) 

 

    上述的話，日軍在此次進攻中，皆已一一表現於事實了。而且繼續著。然而

此時日軍算是表現得“盡量暴虐“了。本來兩軍之戰，彼此怎樣從事戰鬥力的殲

滅，是不足怪的。但日軍此次（且是歷次）進攻我國，不僅如是，而且毫無人道

地，不顧國際公法地，空襲我無防衛的城市，文化機關，紅十字醫院，屠殺姦淫

我們非戰鬥員的老幼男女，又用潛水艇砲擊我沿海漁船，使非戰員的漁民葬於魚

腹中，„„推其用心，是直欲以野蠻暴虐的手段，使我全體同胞發生恐怖，喪失

抗戰的意志，而達其速戰速決的企圖。 

 

然而，這足以使我們恐怖，以致喪失戰意嗎？——不，適足加強我們四萬萬

五千萬同胞的敵愾心。好比廣州此次在敵機狂襲之下，而人民認購公債，應征公

役，鋤奸，防護等比前更為踴躍，其他各處莫不如斯。 

 

歐戰時，德帝威廉第二聲言：“戰爭就是這樣暴虐的，為的使戰爭迅速終

止”。興登堡將軍亦說過：“戰爭畢竟是殘忍的慈悲，何則？因為這樣方能把戰

爭早一點解束”。所以德軍當時在威廉第二與興登堡的意志指揮之下，侵入比利

時的候，奸淫，殘殺，劫掠，無所不為，並又已潛水艇破壞中立的商船"„„這樣

的"盡量暴虐"，以為足以使協約國發生恐怖心，中立國出而調停，而導致戰爭於

早日終熄的 (因為德國亦是利於速戰速決，不利於持久戰)，但是結果如何呢？反

使協約國加強作戰的決心，以至引起全世界的義憤，一致起來共同倒德，於是德

國慘敗了。 

 

這次日軍居然重走德國的舊路，除加強我們的敵愾心外，且又造成我國際上

的有利，結果她當然罹著德國同樣的命運無疑。 

 

IV. 持久戰的一串重大問題 

 
[還是上說的發揮] 

A. 持久的時間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8%81%E5%BB%89%E4%BA%8C%E4%B8%96_%28%E5%BE%B7%E5%9B%BD%29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F%9D%E7%BD%97%C2%B7%E5%86%AF%C2%B7%E5%85%B4%E7%99%BB%E5%A0%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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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戰勝日本究竟須要多少時間呢？這是任何人不敢斷定的。但大家

的觀察：起碼要二三年以上。我們有持久戰的資格，起碼可以持久五年十

年，日本沒有持久戰的資格，至多僅能支持一兩年。因此日本利於速戰速

決，我則利於持久戰。所以我們採取的持久戰的戰略，是正確的，是必勝

的。 

(附錄) 

 

    日本沒有持久戰的資格，從日本當局的口上，亦可找出證明來。本年

八月二十八日東京日日新聞社論載：杉山陸相表明速決主義的決意，曾這

樣說：“決不陷於中國的長期戰爭的策略中"。近衛首相於訪問西園寺公的

歸途中，在箱根曾說過："如果延長對華戰爭，將陷於中國的術策中，所以

儘可能地將竭力避免長期戰術，速取有效的解決辦法”。 

B. 持久戰的戰術 

 

    對日抗戰，必然的發生此數種戰鬥 = （游擊戰 + 運動戰 + 陣地戰 

＋要塞戰) -> 原來此數種戰鬥，以持久的陣地戰與要塞戰最易使敵人 -> 

（在物質上受著重大耗消，主力覆滅 + 精神上受著重大打擊，國內騷然) 

-> 故我應不斷多購武器，預先構建新式縱深的陣地，並加緊整理沿海和長

江的要塞，以圖充分發揮陣地戰戰術和要塞戰戰術，不過我們原有的要塞

又少又小，一時整理完善不易。（此次上海抗戰，最初採取運動戰，旋改

為陣地戰，故不及兩月，使敵軍死傷六萬餘，軍需品消耗無算，日本朝野

望而膽寒）。至於運動戰也會發生和陣地戰一樣的效力，雖於勝負不分

時，往往變為陣地戰，但以武器較劣的我軍，仍以盡量利用運動戰戰術為

宜。陣地戰（大部隊）中的游擊戰(小部隊)多是利用夜間以襲擊人，並破

壞敵人的交通與運輸，但因為以小集團的兵力而作戰，故疲敵則有餘，殲

滅敵的主力則不足。然在抗戰過程中，疲敵也是很重要的，雖說僅用此種

戰術不能取得最後勝利。 

C. 持久戰的戰略 

 

    戰略與戰術是有密切關係的，兩者雖可以明瞭區別，實則不能判然劃

分。關於戰略，已詳於各章各節不少，現在這裹所要說的 = （以沿海華北

為作戰地帶，但要死守首都，上海，海州，廣州，南昌，徐州，鄭州，太

原等戰略要點，以及沿海長江的要塞，其餘各地不能守時，均可放棄，待

機反攻。+ 擇內部一二省為作戰根據地，努力充實之。  

 

    要之，我們的基本戰略，是消耗戰略。 

D. 持久戰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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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力勝於物質力。故我與日戰，武器的質量，雖較少較劣，亦不足

憂。我國雖無完善的軍需工業，但可仰給於外國軍需工廠 (除日本外，其

他歐美各國均可售武器於我)。我們決不是“唯武器論者“ 說什麼有了與

日本相等的武器，然後可與之作戰的鬼話，我們卻承認武器在戰爭上佔著

重要的位置，到底沒有優良的武器，實難給予敵人以重大打擊，與使其發

生重大消耗，故在抗戰進行中，仍要不斷地向外國購入大批飛機，重砲，

高射砲，高射機關槍，坦克車，化學戰具等。但最重要的為飛機，因為我

既無海軍抗戰，而按之現代作戰的原則，如有優勢的空軍（數千架飛機）

亦可補救。空軍固可制空，亦可以制海，制陸。我們有優勢的空軍，於機

會成熟時，可以突然指揮千機去燬滅日本。但我們決不轟炸平民與文化機

關等。 

E. 持久戰的戰費 

 

        預算三年抗戰需費 100 萬萬元 = 增稅，捐款暨全國各機關職員減薪共

30 萬萬元 + 發行公債 30 萬萬元 + 借外債 40 萬萬元（我國抗戰，以種種關

係，需費較少。至關於發行公債一層，則要強制資本家購買之，如提出若

干成房租，地租，銀行存款等，以完成“有錢出錢”的義務）。 

F. 持久戰的金融 

 

        統制本國銀行 + 聯絡外國銀行（實際上不能統制）= 金融調整。 

 

    統制本國銀行及其他金融機關 = 監督營業 + 推銷公債 + 限制提款與

外匯（並充實外匯平準基金，以維持外匯）+ 獎勵投資內地農工礦業 + 盡

量遷移沿海銀行於內地，建設內地的金融中心。 

G. 持久戰的工業 

 

        沿海工廠遷移內地，政府應予於以便利 + 民間工業完全在政府統制下

而生產 + 政府應發展軍需工業，即擴充或新設兵工廠，化學工廠，機械工

廠，飛機工廠，鋼鐵工廠等。 

 

    此外，我國的鋼鐵，石油，橡皮等物，亦極缺乏，宜亟盡量輸入，儲

蓄起來，以供應用。 

H. 持久戰的教育 

 

  實施戰時的學校教育 + 戰時的社會教育 = 精神國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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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教育 = （節省教育經費，以補充軍費 + 各級學校盡量聯合開

學，以節省經費 + 教職員減薪 + 減收學生學費 + 中等以上學校完全軍事

化，並增加軍事課程 + 盡量歸併各學院與學系（指大學），並減少平時課

程 + 沿海各校盡量遷入內地的安全地帶）。 

 

  社會教育 = 普設戰時民眾訓練班 + 普設戰時讀物巡逥文庫 + 學生應

利用寒暑假期間組織宣傳隊赴各地宣傳民眾 + 各界應自動組織戰時電影班

及劇社赴各地宣傳民眾 + 文化界應多出版關於抗戰所需要的宣傳品，小冊

子 + 盡量利用各種物體，如火柴匣，香煙匣等，印上抗戰的封面或格言，

以宣傳民眾。 

I. 持久戰的物價與糧食 

 

        政府應令各地組織物價統制委員會，制止奸商乘機操縱，抬高物價 +  

並令各地組織糧食統制委員會，制止奸商壟斷，兼計劃發展農業，以求生

產增加，不致發生恐慌 = 民生保障。 

J. 持久戰的漢奸肅清 

 

        利用漢奸，為日人“以華制華”的策略。禍抗戰者必為此輩，亡中國

者亦必為此輩，故亟宜根本肅清之，以免為內憂。肅清的辦法 = 全國各級

黨政軍機關實施“連任法”以肅清高級漢奸 + 發展民眾組織，以肅清下級

漢奸 + 除軍警外，於漢奸特別活躍地帶，又組織漢奸肅清隊，以偵察搜捕

各種漢奸 + 引渡租界的漢奸 + 準予漢奸自首 + 由政府規定每年某月某日

為防奸日，令全國各地舉行大規模的巡行與宣傳。 

K. 持久戰的民眾 

 

        抗戰軍於將退出某地時，即宜下令全體民眾後退（且實行堅壁清野)，

免為敵人利用(此次上海抗戰，留在日軍佔領區內的民眾，曾為敵軍利用以

運輸崛戰壕等，且動輒加以殘殺） + 加緊壯丁的軍事訓練，以供正規軍之

補充，並編成游擊隊以游擊敵人 + 組織民眾戰地服務團，以幫助軍隊運輸

並構築工事等。 

L. 持久戰的難民 

 

        組織大規模難民救濟所，以救助無家可歸的難民。因為抗戰是持久

戰，將來必有大批難民退出戰區，故我政府宜於內地選擇若干區域，資助

難民遷往開墾生產，以免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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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持久戰的海外華僑 

 

    過去華僑為革命的主力軍，此次抗戰，我政府亟宜派員赴海外鼓吹各

埠華僑 = 踴躍輸將 + 盡量匯款回國投資內地 + 購買救國公債 + 對國際

宣傳 + 徵集技術人才歸國服務。 

N. 持久戰的國際交通 

 

保持廣州與香港海陸交通（努力使廣九鐵路防空化）+ 保持安南滇桂

的交通（廣西有公路通安南邊境，安南有鐵路通廣西邊境，交點為鎮南

關，雲南有鐵路通安南）+ 保持新疆與蘇聯的交通（新疆接壤俄境，有空

路，公路及駱駝運輸路聯絡我本部 ＝ 國外供給無虞。 

 

此外尚要整理國內的公路，並發展鐵路。 

O. 持久戰的人才徵集 

 

    政府應令各地黨政機關設立專門人才徵集處（智識份子總動員），從

事調查徵集各種專門人才，依其所長，派往前方或留在後方服務。又令在

外各使館，或其他國體徵集為戰事上所需要的各種技術人才，回國服務。 

P. 持久戰的防空 

 

    灌輸人民防空智識 + 強制人民設置避難所 + 籌款多購防空武器（以

地域為單位，則人民樂於出資）+ 完成工廠與鐵路的防空化 + 大量生產防

毒藥與防毒面具 = 減少空襲的損失。 

Q. 持久戰的目的 

 

        “戰爭是政治的延長”，戰爭必有戰爭的目的，目的決定，則不致彷

徨歧途。我國此次抗戰的目的為何？當然要如下述的“戰勝的利益”，故

此目的未達到時，應誓不妥協，亦不接受任何調停。山可崩，海可枯，此

目的決不可變。民族的復興在此，國家的獨立在此。 

  

V. 戰勝的利益 
 

    收復東北五省與平津 + 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免當奴隸 + 廢除日本

歷次所加於我們的不平等條約 + 收獲大宗賠欺 + 提高國際地位 = 民

族復興，國家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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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武子說：『死地則戰』。 

   

    諸葛亮說: 『惟坐而待之，熟與伐之』？ 
 

 

1937， 8，   5 初稿。 

1937，10，18 修正。 

 

 

 

 

 

 

 

                                      日本的軍力表                 1938, 10, 23 

製 
陸

軍 

日本的常備軍共十七師團，約二十三萬人。以東京第一師團，久留米第十二

軍團，宇都第十四師團，熊本第六師團，廣島第五師團，名古屋第三師團等

為最精銳部隊。各師的物質裝備，優於我軍，但士兵的精神，則極脆弱，並

缺少作戰經驗。戰時可動員二百多萬，但動員至此數目時，則農田多變荒

蕪，其他工商業亦必受相當影響。 

海

軍 

日本的海軍居世界第三位，編成三個艦隊，現有主力艦 9，航空母艦 6，甲

級巡洋艦 14， 乙級巡洋艦 26，驅逐艦 122，潛水艇 97，一共 219 艘，

876，404 噸，陸戰隊約四萬餘人。如此優越兵力，以我國海軍兵力，雖不

足以制之，然有優秀的空軍亦可以破壞之。此次日艦曾被我空軍炸傷或炸沉

十餘艘。 

空

軍 

日本的空軍，分為陸軍航空兵力與海軍航空兵力兩種，前者機數有 1150

架，後者機數有 1045 架，共 2195 架左右，並有兩氣球隊，飛行員約有一萬

人。彼雖可自造飛機，不完全仰給於國外，補充較為便利，但機械不若外國

所製的精良，（常向歐美購買發動機）故航速與續航均小，又易損壞，且飛

行員的心理又極脆弱。此次敵機被我空軍與高射炮擊落者達一百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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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敵宣傳計劃 

I 宣傳的重要 

 

現代的戰爭是武力戰，外交戰，經濟戰，間諜戰，宣傳戰的綜合戰爭。在這

裏，我要提出來說的，是關於後者——宣傳戰。 

 

宣傳戰——這種不流血的戰爭，並不是起源於歐洲大戰，在我國古代早已出

現了，孫子說：『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又說：『古之善用兵者，能

使敵人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

而不齊』。孔明說：『攻心為上，攻城次之』。這不是主張宣傳戰嗎？西曆紀元

前二 0 二年，楚漢垓下之戰，漢軍楚歌，張良吹簫，這不是宣傳戰的實例嗎？ 

 

不過，到了歐戰才充分發揚而已。當時協約國與同盟國互相酬答以宣傳戰，

在猛烈的時期，僅英國曾每日以二十萬宣傳品（用飛機）撒布於德國內部與陣

地。結果協約國的宣傳是勝利了。當時英國的宣傳部長，協約國的對敵宣傳政策

委員會的總指導者諾斯克利夫氏 Northcliffe 是主持對同盟國，尤其對德國的

宣傳戰的，不消說:『威廉第二敵不過諾斯克利夫。以歐洲大戰說：在某種意義上

是威廉第二與諾斯克利夫的角力』。至於一九一八年基爾軍港的水兵，舉起革命

的烽火，演成全德的總崩壞，這也是多由於英國的宣傳戰。德將魯登道夫氏為宣

傳戰所屈膝而嘆道：『德兵的戰意喪失，完全因它』。 

 

由上而觀，足見宣傳的重要。 

所以在此次抗戰中，我們對日軍非大力利用宣傳戰不可。 

    本來兩軍的對陣，當然是各找其弱點而攻擊的，因為這樣才能取得最大的效

果。 

    可是日軍的弱點在那裏呢？物質方面嗎？——不。一點不錯，是精神方面。 

 

日本是採取徵兵制的，軍隊的份子，十之七八是鄉下的農民，其餘是工人，

店員，店主，智識份子。他們個個皆有妻子與職業，安居樂業以度日，各不願參

加作戰，白去送死，這是很明顯的。然而他們為什麼來華作戰呢？是被軍閥所強

迫，出於不得已的，因為不應徵而逃避，亦為憲兵捉去槍斃。他們在華作戰，遭

遇著我軍堅強的抵抗，嚇得魂不附體，又以戰地生活的異常艱苦（按日人平時都

是過著有規律的生活）吃的不飽，睡的不安，也沒有水洗澡（日人常洗澡），也

沒有„„如置身地獄中，同時又深深地的感覺著作戰對於自己毫無利益，又不是

為大和民族的生存解放，於是忠君愛國的思想，在他們的腦海裏逃跑無蹤了。所

以我們看見他們在戰鬥上各思偷生，表現的非常怕死：當防守時，則藏身於防禦

物裏，連頭都不敢露出來；當衝鋒時，慌慌忙忙，一路持槍亂射，不找目標；至

被俘虜時，跪地叩頭，痛哭求饒一死，且以軍中伏有反戰份子，常暗發反戰言論

與傳單，例如此次報載我軍某團於忻口陣地前的敵屍身搜得宣傳卡片一張，題目

http://en.wikipedia.org/wiki/Lord_Northcliffe
http://en.wikipedia.org/wiki/Erich_Ludendor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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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日本青年團對士兵的反戰傳單』，大意說：——（1）惡流血戰爭，不願為軍

部財閥作犧牲而過地獄生活。（2）東北事變以來，二十萬人犧牲為誰。（3）使

家鄉父母妻子過窮苦生活何辜。（4）戰爭要有國家思想，改善國民生活，不可為

軍部財閥作犧牲。（5）中國非吾敵。其口號為（A）永遠和平，（B）向軍部索還

生命等，由此可見敵軍在精神上所暴露的弱點了。 

 

這種弱點，我們千萬不可輕輕地放過，我們務要緊緊地捉著而宣傳之，以加

緊其 = 鬥志沮喪 + 譁變 + 投降 –> 戰線崩壞。 

 

本來宣傳戰在短期戰中，是不易發生效力的。現在我政府既決心長期抗戰，

那麼就亟應善為運用之，以期經久而彌發揮其效力。 

 

II 宣傳的組織 
 

        對敵宣傳的事：第一是長期的事，第二要有步驟與系統，第三要繼續調查研

究，以為宣傳的根據，第四要有所謂『日本通』又長於宣傳的專門人才以主持

之，故依我的意見：我們的最高軍事機關應於華北，華東，華南三區各設一對敵

宣傳委員會，司其専責，糾正過去零碎欠妥的宣傳戰，重新展開大規模而正確的

宣傳戰。 

 

III 宣傳的方針 
 

 1. 要盡量以忠誠為主，不可唱高調，更不可否定應用中的論據。 

 2. 文詞（當指日文）要簡要明瞭，並富煽動性。 

 3. 第一期宣傳的文詞，應用啟示式，報告式，忌用命令式。 

 4. 要就日兵的不平心，痛苦點而煽動之。 

 5. 要就日兵條陳此次來華參戰的利害，既非為求生存解放，為的什麼？ 

 6. 要宣傳以保全生命為重要，並闡明投降比拼命為佳。 

 7. 要申明我是以軍閥為敵，不是以他們（日兵）為敵，並用種種方法表現優待俘

虜的事實給他們看，以打破他們平時所受軍閥長官的惡宣傳，誣我國人喜殺日

人。 

 8. 要條陳歷次中日戰爭（九一八以來），都為軍閥所發動，冀承機而升官發財，

結果日兵所得何益？換來的是增加痛苦。 

 9. 要利用日本宗教的言行，為宣傳資料，因為日兵多屬農民，思想較為陳舊。但

卻要戮破軍閥利用『千人針』，『護身符』以欺騙他們。 

 10. 要証明軍閥欲征服中國與世界的不可能。 

 11. 要說明我為求生存和平而戰，必得世界各國的同情援助。日本為爭奪侵略而

戰，必引起世界各國的反感反對，陷於國際孤立，甚至引起各國共同進攻日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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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要解剖日本軍閥是破壞和平的，我們是愛好和平，不願戰爭的，即他們（日

兵）亦是如此。故大家攜手打倒軍閥則中日間亦永保和平，更進而精誠提攜，

以實現『共存共榮』。 

 

IV 宣傳的方法 
 

 1. 利用書信（勸告式），印成各種各色的傳單，或小冊子。 

 2. 利用詩歌，即用日文寫成詩歌，因為詩歌的形式，易予人刺激。 

 3. 利用漫畫以表現日本軍閥的醜態，政府的內訌，國際的孤立，與日兵離國後的

家庭慘狀等。 

 4. 利用照片, 即將俘虜攝成生活快樂的照片，並旁加巧妙的說明，製成鋅版或銅

版印刷。 

 5. 利用統計表的方式，以表現日軍每月死傷數目，被我俘虜數目，以及誇大我軍

動員數目，飛機大砲增加數目，友軍增加數目等。 

 6. 利用日軍於彼方面潰敗消息，書面報告於此方面的日兵。 

 7. 利用重要俘虜寫信勸告日兵，此信製成鋅版印刷。 

 8. 利用日本國內所發生一切不安消息，書面報告於日兵。 

 9. 利用國際間要人名人對我同情，對日評擊的言論，例如此次羅斯福，赫里歐的

言論等，書面報告於日兵。 

 10. 利用國際間制裁日本的行動，例如各國工聯團體響應抵制日貨等，書面報告於

日兵。 

 11. 書面傳達投降方法於日兵。 

 12. 上述各種宣傳品，應利用飛機，或氣球，或人工散發之，但忌在炮火進攻猛烈

下出此。 

 13. 我軍將退出某區域時，即於各牆壁上，各樹幹與電桿上，書上勸告日兵的標

語，或貼上與散下各種宣傳品。 

 

V 最後的幾句 
 

        本來宣傳的對象分為對本國，對中立國與對敵國的三種，對敵國的，又分為

對敵軍與對敵國人民兩種。自然敵軍的構成，亦有滿洲兵，臺灣兵，朝鮮兵等，

這方面的，我還沒有說到。不過對之宣傳，大致可採用上述計劃，唯須印成中文

與韓文，最重要的，宣傳其離叛日軍。 

 

        最後，計劃與應用有密切關係的，雖有很好計劃，倘若不得其人而運用之，

其效亦大減。我草這篇計劃，僅在貢獻一點意見於當局，就正於賢明而已。 

 

一九三七，十，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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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篇對敵宣傳文獻 
 

（一） 

 

        我們並非你們的仇敵。我們是為人類的和平解放鬥爭，我們的敵人，也就

是你們的敵人，你們就是日本軍閥壓迫驅使你們向和平的満州人民作戰的你們

的長官。我們不過是和你們一樣的農民，作戰也不過是為守衛自己的田土，如

今我們攜手一同反抗我們的共同敵人罷。 

 

    —— 一九三三年東北義勇第一軍貼於壁上的告日兵書，原為日文。 

 

 

（二） 

 

告日本士兵 
 

        自八月十三日第二次上海戰爭爆發以來，對於已戰死的將近萬數的你們的

同胞，尤其，對於現在還潛伏戰壕，死神等在前面的你們，萬分表示著惋惜。 

 

        你們都有家室，也都有著職業，是誰使你們拋棄妻子，來死在老遠的異

國——上海的戰壕內？是誰使你們捨棄職業，來作異鄉之鬼？不消說，而且你

們也都知道，就是你們的軍部！ 

 

        軍部要求你們的血肉，又，並要求你們整個家族的犧牲，而給與你們的代

價是什麼？ 

 

        你們戰死了，給與你們的一個是土瓶，那是用去裝你們的骨灰的；你們幸

而能生還，能回到你們的家鄉的，所給你們的，便是失業。 

 

        以為這是假話嗎？ 那只要看一看『滿州事變』，『第一次上海戰爭』，從

戰場回去那些戰士的生活，就可明白。事實勝於雄辯，用不著多說。 

 

        你們的大多數，是來自農村，連年來，日本農村的疲弊，是誰造成的？不

用說，就是你們的軍部，他們把國家的國庫，統統拿去擴充軍備，眼看著你們

農村破產，竟毫不理會。 

 

        可是軍部很會哄騙你們，在満州事變前，說是：『你們且忍耐著吧！等占

了滿州，包管你們發財』！然而，強占了滿州已六年了，你們得著什麼? 

   

        占領了一地，想從此地來得著利益，必須投下很大的資本，經過很長的時

期才行。不用說滿州，就是朝鮮合併已快三十年了，據美國一位經濟家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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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說是，現在日本政府不但不能從朝鮮獲取絲毫利益，而反要每年費去百餘

萬國幣，去經營牠。 

 

        然則，軍部拿你們的血肉，所換得的是什麼？他們允許你們的話，是不是

永遠不兌現的支票！? 

 

        但是，你們平日被軍部的言辭所迷，也許會說：『我們不要什麼，我們是

愛國，愛祖國』！ 

  

        好，你們倘若真正的愛祖國，那你們更非打倒你們的軍部不可！愛國是在

使國家富強，國家富強，是在於國民生活都能豐裕，不是在幾尊大砲能打倒

人。『滿州事變』『第一次上海戰爭』日本都勝利了，看來是富強了，可是，

國內，農村更其破產，失業的人更擠滿了都會！把一個原是強國人民生活很豐

裕的日本國，一步一步引導到滅亡的路上去，而你們跟隨著軍部做這樣日本滅

亡的工作，還算是愛國嗎？ 

 

        老實說穿吧！日本軍部，連年來拿你們的血肉，只是在保全他們自己的勢

力，地位，滿足他們的侵佔慾，博取他們自身的榮譽。 

 

        就拿蘆溝橋事件來說：蘆溝橋的事件發生，以及北平天津的戰事，說此次

上海的戰爭，固然，都是軍部多年所謂大陸政策（是侵略中國的政策，亦即是

保持軍部的勢力地拉一貫的主張）但直接的動機，乃是深知近衛內閣，在八月

定期異動，要把他們——軍部中堅份子——調差，他們為得要保全自己的地

位，便拿你們來犧牲，引起戰爭，牽制近衛內閣——這樣的動機，僅為保全自

己，便不惜犧牲了你們和你們的家族！ 

  

        這樣自私自利的軍部，你們再不聯合一致，來打倒他，那你們以及你們可

愛的妻子只有水遠的做作他們無謂的犧牲品。你們只有掉轉槍砲，打倒軍部，

打倒目前的指揮軍官，此外沒有第二條生路。 

 

        中國的軍隊，是為了真正的自衛，對於你們只有全數來殲滅。這兩週內，

中國軍隊所給與你們的利害，你們想都領略過了！這如果你們覺悟打倒你們真

正敵人——軍部和目前的指揮軍官，或是你們投降過來，中國政府是極端優待

你們的，前幾天投降過來一隊，內中有中村正雄寫的一封咸謝信，也讀到 了

吧？他說，他身為俘虜，竟得如此的優待，真不知要怎樣來感謝。 

  

你們覺悟吧! 

站起來吧! 

把槍砲掉過頭來打你們的真正敵人——軍部和目前的指揮官吧! 

你們投降過來吧！ 

 

—— 此次上海抗戰，此文譯成日文，由飛機投散於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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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 

  

李  浴  日  譯  著 

 

        孫子兵法為我國最古的兵書，亦是世界最古的兵書，

其至理名言，至今不朽；不獨可以應用於戰爭上，而且可

以應用於政爭上，外交上，宣傳上，我國自春秋戰國以

降，舉凡軍事家，政治家，文學家，莫不精心研究之。至

在歐洲與日本：例如縱橫全歐的軍事天才家拿破崙氏，與

陣中常閱法譯孫子。德帝威廉第二於沒落的海外僑居中，

閱及孫子的譯本，生了無限感想。日本古代的兵法，皆淵

源於孫子，凡為將者莫不殫精竭慮地學習孫子，即前海軍

總司令東鄉平八郎於日俄戰爭的出征時，僅攜有孫子一

書，戰後道其戰勝之法，係採自孫子。近年日人對於孫子

更為重視，謂為東方兵學的聖典，與克勞塞維慈的戰爭論

並駕齊驅。足見孫子的偉大。此書為著者集現代日本各家

對於孫子研究的精英，又加入數年研究的心得，對孫子作

哲學，經濟，外交與新兵學原理之綜合研究，又引證古今

中外的戰史，名將言論，並摘錄有英譯的孫子，旁及無

遺，非常豐富，洵為軍事的巨著，抗戰時期的重要讀物。

全書都二十萬言，經訓練總監部審定，由商務印書館刊

行，不日出書，特此預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