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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之间的矛盾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面对日本的侵

略，中华民族走向了“最后关头”。蒋百里先生发挥自己特有的“日本通”的优势，著书立

说、教书育人，阐述他的对日战略、外交策略；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他又为中国的抗战战略

和国防建设积极筹划，建言献策，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蒋百里   对日战略   国防建设 

 

蒋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县人, 早年先后留学日本、德国，攻读军事学，学贯中西,是中

国近代重要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民国年间有“兵学泰斗”之称。在日本的留学经历，

使得他对于日本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初步形成其特有的日本观。30 年代初新军阀混战中，蒋

百里也曾因为支持唐生智而得罪蒋介石,遭受牢狱之灾,经多方营救才得释放。“九一八事变”

后，中日之间的矛盾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蒋百里以国家民族为重，由“反蒋”转

向“拥蒋”，并对中国的抗战和国防建设献计献策,由此形成一套集军事、国防、经济、外交

为一体的对日战略思想。 

 

一、蒋百里与日本 

 

1894 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最终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

深，这深深刺激了少年时代的蒋百里。终其一生，蒋百里将主要的精力都用于中国的国防建

设和研究，与此有极大的关系。 

1900 年，蒋百里受浙江求是学院的派遣赴日本留学，到日本后，蒋百里首先进入横滨

的东亚商业学校学习，并结识蔡锷等中国学生。1901 年春，蒋百里与蔡锷离开了东亚商业

学校，自费进入设在东京的陆军成城学校学习；在校期间，蒋百里初步形成自己的政治主张，

认为因先从学习军事入手，而后方能救国。1903 年 6 月，蒋百里通过梁启超的关系，得到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保送进入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三期步兵科。1905 年，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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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士官学校，根据日本陆军的惯例，明治天皇亲自向蒋百里赐佩刀，

以示鼓励。士官学校毕业后，蒋百里以少尉资格回近卫步兵第一联队继续锻炼，任见习排长。 

当时日本正值明治维新之后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国家日益富强,西方各种学说也大量传

入日本，书籍报刊层出不穷，百里性好学不厌，如饥似渴，努力吸收新事物。在日期间，蒋

百里主编了《浙江潮》杂志，揭露和谴责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本质，并主张陶铸国魂，建立

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当时国内已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局势日益动荡,逃亡到日

本的革命志士和留学生日益增多。东京逐渐成为国内各派政治力量角逐的场所，各派都有自

己的刊物。其中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以《清议报》为阵地鼓吹君主立宪；以孙

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以《民报》为阵地，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百里经常撰文投寄《民报》,

粱启超创办的《清议报》出满 100 期到 1901 年 12 月停刊，于 1902 年 2 月又在横滨创办《新

民丛报》(半月刊)，放弃“斥后保皇”主张，着力介绍资产阶级思想学说，但基本立场仍是

改良主义，百里也曾一度参加该报编辑工作。19 世纪以来，世界流行军国民主义学说，军

国民主义祟尚武力，主张发扬斯巴达精神，全体国民接受军事教育和训练，增强体魄，准备

战争。20 世纪初，军国民主义传入中国，用以振奋“国魂”，反抗侵略，保卫国家。首先提

倡这一精神的是蔡锷和蒋百里。蔡锷曾以“奋麟生”笔名撰《军国民篇》在《新民丛报》连

载，百里也为该报撰写了《军国民之教育》，后编辑成书出版。但是面对在日留学生的反满

潮流,蒋百里却不急于积极参与,而是以学习军事知识为主,主张通过军事主义来组建新式军

事、组织近代社会，以对付列强的侵略。 

 

二、 蒋百里的对日战略思想 

 

蒋百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之一，先后出版《孙子浅说》、《军事常识》、《裁

兵计划书》、《国防论》、《新兵制与新兵法》及《蒋百里抗战论集》等军事和国防理论著作，

为中国近代的国防学说确立起基本的理论框架，为中国近代的国防建设描绘出一幅宏伟的蓝

图。他还对中日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及民族性格等多种因素进行比较研究，

阐明了中国对日作战获取最后胜利的相关理论。 

（一） 抗战前蒋百里的对日战略思想 

蒋百里很早就在《孙子新释》中说，“言战争者，危险之事，必于未战以前，审慎周详，

不可徒恃一二术策，好言兵事也。”1因受甲午、日俄等战争的刺激，蒋百里很早就把日本视



作中国国防的首要敌国。一战后，蒋百里随梁启超考察战后的欧洲，并为参加巴黎和会的中

国代表团出谋划策。 

到 1920 年代初期，他更直截了当地提出“我们同最危险的邻居打仗”的问题，并言“至

于从环境的现状看，吾们所最感危险，就是那近邻富于侵略性的国家”，断定日本必将侵略

中国。1923 年，蒋百里途径徐州，对其学生龚浩谈到“将来有这么一天，我们对日作战，

京浦、京汉两路必被日军占领。我们国防应以三阳为据点，即洛阳、襄阳、衡阳。”
2
1927

年，蒋介石在建立国民政府后，迎接蒋百里到南京，听其分析对日战略。蒋百里认为，国民

党统一中国关键问题在于外交方面，尤其是日本的态度。如果日本敌视中国革命，则势必引

起中日纠纷，革命军在打倒本国军阀的阶段，对日本宜采取缓兵之计，分化其与亲日军阀之

间的关系。等中国完成统一大业，国防建设初具规模，再与日本清算。蒋介石对此深以为然，

并请蒋百里以私人身份访问日本。5月，蒋百里访问日本并拜会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等政要，

寻求日方支持。 

“九一八事变”后，蒋百里主编《大公报》的《军事周刊》专栏，向国民广泛介绍与军

事战争有关的知识，包括各主要国家军备、防空防化、战地后勤、军事训练等，对于国防知

识的普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30年代初新军阀混战中，蒋百里也因为支持唐生智而得罪蒋

介石,遭受牢狱之灾,经多方营救才得释放。“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之间的矛盾日益成为中

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蒋百里以国家民族为重，由“反蒋”转向“拥蒋”，为中国的国防建设

献言献策。“一·二八事变”后，蒋百里为十九路军的抗战出谋划策，主张进兵公共租界包

抄日军。1933年，蒋百里以私人资格赴日考察，访问了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荒木贞夫、真崎

甚三郎等人，实地了解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的野心。回国后，蒋百里着手拟定各种国防建议

计划，供国民政府参考。蒋百里先生认为中国的抗战应该制定“国防中心区”,并正式提出

著名的“三阳线”,经洛阳、襄阳南至衡阳。他提出在此线以东,我宜利用空间换取时间,消

耗和疲惫敌人,同时积蓄力量,加强战略后方;此线以西地形以山川为主,资源丰富,幅员辽阔,

足以持久作战。 

蒋百里的持久战思想对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有重要影响，成为中国对日作战的中心思想。

1932年11月17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就提出：“强国之国防重边疆，取攻势；弱国之

国防重核心，取守势”，“战时以努力经营长江流域，掌握陇海铁路为第一要旨。”
3
1935

年他又采纳了蒋百里的“三阳”决战思想，赞成蒋百里的关于国防中心区建设的看法，决定

未来的对日战略应将主要阵地放在长江以南与平汉铁路以西地区，以洛阳、襄阳、荆州、宜

昌、常德作为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最后阵地。国民政府军委会制定的1936年《国防计划大纲草



案》按照蒋介石的要求，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将其确定下来，作为中国政府抗日战争的中心战

略。
4
 

（二） 持久战、运动战与自力更生思想 

1938 年 1 月 26 日，蒋百里在柏林给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写了一份条陈，取名《速战与

持久》，文中他根据中国地大人众、国防空虚的实情，针对敌国来势汹涌、利在速战的特点，

鲜明地指出：“单从战斗的工具来说，各国都是向着‘速’字上用工夫，因此现代战术战略

的趋势，也自然向着速决方面走去。但从整个国家的立场说来，即从所谓‘全民战争’的范

围说来……就注重在‘持久’两字，风行一世的自给主义就是持久战的根本政策。” 5 蒋百

里提出，虽然战场上追求速决，但在战备上却追求长久。现代战争是全民战争，因其耗费巨

大，为防备战争“彼利急，我利缓；彼利合，我利分；彼以攻，我以守。此自然之形势，而

不可逆者也。”6意思是说，尽早决战对日军有利，拖延战争对我方有利；兵力集中对日军有

利，兵力分散则对我军有利；采取攻势对日军有利，采取守势则有利我军。他提醒国人：“我

侪对敌人制胜之唯一条件，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惫。彼之武

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侪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用处。”7同时，蒋百里很注重运动战

与持久战略的配合，他认为没有运动战为辅的一线死守必然达不到持久的目的。蒋百里最后

高度概括说：“欧洲的问题是不久则不速，我们的问题是不速则不久。”8可见，他认为在敌

强我弱的形势下，侵略者总是采取攻势，中国居于守势，就要以主待客，确定持久作战的战

略方针，以空间换时间，最后转守为攻，取得最后的胜利。 

中日战争爆发初期，国民党军队与日本打阵地战、消耗战、大会战，人员和物资均遭受

了重大损失。大撤退之后，中国方面急需改变以往错误的片面战法，在此情况下，蒋百里向

最高当局递交条陈，提出《新式游击战战术纲要》，建议用游击战打击敌人。在该条陈中，

蒋百里详细介绍了游击战的目的、组织、攻击目标、攻击武器、实施办法，引起了广泛的注

意，为中国抗战游击战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不过，他的运动作战的战略，难免脱离实际，因

为按照他的设想开展大规模的运动战，首先必须对现有军队大作调整，甚至连带要对整个社

会组织和政治机构加以改革，这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难以接受的。另外，他过于重视正规

军的运动作战，对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对于在敌占区及后方组织民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

后战场论述较少。相反，他提倡所谓“新式游击战术”，对其编组、装备与活动方法等详加

说明，虽然这种游击活动能对敌人补给与交通等予以打击，却无法与正面战场产生战略或战

役性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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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百里认为，当时的中日两国国力的对比以及国际形式决定中日之间的战争必定是一场



持久战，但是中国最后一定能够打败日本。战争初期，蒋百里就告诉蒋介石英美参加对日战

争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并说“不敢说得太远，在最近二三十年之内，西方民主国最后是不会

失败的。”10因此我们要坚持持久消耗战略，“拖到东西战争合流” ，便可能胜利。这并不

表明他把中华民族战胜日本的希望完全放在西方强国的干涉上，恰恰相反，蒋百里更强调中

国应该自立，应该依靠我国广大国民抵御日本侵略者，“中国问题还须中国人自己努力，我

们还要渡过一个漫长艰苦的时期”，不要把国民、民族的命运“完全寄托在可能形成的东西

战争合流的问题上”。
11
远在德国访问的他对于国内的战局了然于胸。他的持久战、运动战

与自力更生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思想是高度一致的。他对于中国走什么样的抗战道路的

回答，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三、蒋百里的国防建设思想 

 

蒋百里的国防建设思想主要包括国防的构成与层次、国防建设的原则和国防教育，主要

见诸于 1917 年成书的《军事常识》和 1937 年出版的《国防论》两书，书中蒋百里对国防问

题进行深入具体的阐述，提出了许多有指导意义的结论。 

（一）国防的构成与层次 

国防的构成是指构成国防的要素。国防的层次是指构成国防的要素如何排列和布置。蒋

百里认为只有搞清国防的构成才能知道在哪些方面用力，只有弄清其层次才能分清轻重缓

急、前后次序，有条不紊地构建国防。 

蒋百里认为，国防的构成包括三大方面：“一曰人，二曰物，三曰组织。”12首先关于人

与国防的关系，蒋百里认为要从五个方面去衡量。第一是人口的数量，在其他条件大致相同

的条件下，人口多少对国防有重大影响，中国人口数量居世界第一，这为建立强大的国防提

供了最基本的条件。第二是意志的强弱，由于历史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各国人口的意志力

相差很大，只有具备坚强统一的意志，不怕困难，不畏逆境，才能建立起强大的国防，这就

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凝聚力。第三是国民的体质，强壮的体魄是建立强大国防的基础，蒋百里

认为中国人的体质还比较弱，必须剔除不良的生活习惯，抵制毒品，取缔缠足恶习，广泛开

展爱国卫生运动。第四是国民的道德水平，义务心、爱国精神、克己忍耐等品质是构成国防

的重要精神因素，对于一个国家，如果到处都充斥着鸡鸣狗盗、鼠窃狐偷之徒，那绝不可能

有强大的国防。第五是人才和能力，国防的建设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蒋百里认为近代中国



教育、科技、文化落后，人口数量虽然很多但是真正的专业人才却少得可怜，“中国患的是

没有管理家，没有指挥工人的工头，”“这是中国工业不发达的致命伤。”13 

其次是物与国防。熟谙军事的蒋百里深知物资对于国防的重要性，他认为战争的胜利完

全在平时的准备。所谓准备就是把各种物资存贮足，把各种程序规定好，使其形成和谐、有

序的体系。“现代战争，就是给全国人民一场试验。这考试的成绩，决定于平时准备的成绩。

换句话说，战争的胜利，完全在于合理的及时的准备。”141934 年，蒋百里访问日本后，更

加意识到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基于此，回国后蒋百里就着手国防计划，并向政府有关部门递

交了多份报告，就国防建设中关于“物”的储备和布局提出了意见。第一、关于工业的布局。

蒋百里认为一旦战争爆发，沿海地带首当其冲，所以工业布局应该着眼于内地山岳地带，新

的投资，不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应该从支撑国防出发，首选内地。后来的历史证明，

他的这些建议是十分正确的。然而遗憾的是，当局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计划去做，到凇沪抗

战开始后才逐步把工业内迁，仓促间损失巨大，很多物资落入敌手，给当时的抗战造成重大

的消极影响。第二、关于战略物资的储备。战争最后就是综合国力的较量，物资的储备尤为

重要。蒋百里认为湖南是中国的粮仓，深在内陆，铁路运输比较方便，而日军一时又难以达

到，可以作为农业基地，负责战时粮食供应，同时也可以将一部分国家粮库建在湖南，以供

战时之需。关于石油的储备与开发，蒋百里认为第一储油池在庐山，第二储油池在衡山，第

三储油池在湘川交界的武陵山中。所有的储油池都必须放在山洞内，以防止敌人飞机轰炸。 

大西北日本的铁骑一时无法到达，中国可以开发西北的石油，提高自给率。同时，可以选择

在永兴、萍乡、宁乡、醴陵等处开采煤铁矿，这些地方也是敌人一时无法到达的。第三，关

于战时的交通建设。蒋百里认为中国的交通不能满足战时需要，应该下大力气改善内地的交

通状况。1938 年，蒋百里由湖南向贵州遵义转移时，见公路质量太差，专门向有关部门反

映这个问题。关于国防建设物的准备，百里先生还提出了非常多的建议和具体计划，如农商

银行的改造，矿产资源的开发等等，可惜相关资料都烧毁在战火中。 

最后是组织与国防。蒋百里对世界各国的综合国力进行分析，认为欧洲各国以及日本

有人和组织，但是物不足，俄国则是有人有物但是组织不足，只有美国人、物、组织三者皆

具备。“盖今日之中国亦处于有‘人’有‘物’而组织不健全之第三组，而中国之生死存亡

之关键，完全在此‘组织’一事。”15蒋百里认为，中国的组织还处在比较低级的水平上。

这表现在两方面。第一，非常情况出现后，国民基本上不知怎么做，到处乱哄哄。“一有事

变，车站逃难者，即可阻塞交通”。“一有事故，即生以外阻碍”。“一有波折，全部计划为之

停滞。”16总之国内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处理突发事件的机制。第二，国内缺乏合作的精神，



国民一盘散沙。“信能将民族组织力发展，则国防之如反掌而。”17蒋百里呼吁加强组织，从

中国的实际出发，使全国上下一体，运转有序，这些大的原则是对的，然而，根本的政治制

度、经济制度都是组织的内容，领导国民抗日的政党的组织建设也是中国组织建设的关键，

没有坚强的组织性就不能产生强有力的领导力量。 

（二）国防建设的原则 

    30 年代上半期，中日关系紧张，日强中弱的格局一直没有改变，如何争取时间发展国

力，加强国防建设成为摆在中国当权者面前的头等大事。国防建设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任何

决策的失误都可能带来巨大的损失，只有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防建设道路才能使中国在尽

量短的时间内提升对日作战的能力。关于如何进行国防建设，蒋百里提出了一些原则。 

首先，坚持走“生产性国防”道路，力避“消费性国防”。所谓生产性国防,是指国防的

建设综合考虑到生产﹑生活,同时兼顾。所谓消费性国防,是指国防建设只是花费场所,只是追

求国防力量本身的增长,与民用的生产和国民的生活无关。蒋百里在阐述国防经济学时认为,

“我于民族之兴衰,自世界有史以来以讫于今,发现一条根本原则,曰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

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18将军事与民事相结合,寓兵于农,是中国的传统,从周公到近代

的曾国藩都是如此;而一战后的法国,则是追求消费性的国防,大量修建工事,在德法边境建造

马其诺防线,蒋百里先生逝世于 1938 年 11 月,虽然没有看到德军突破马其诺防线,但是在考察

西方军事的时候蒋百里就断言,“法国的马其诺防线设在地下,用心周密极了。但不合经济原

理,是消费的国防。寓兵于工,藏兵于农,在地面上设防,才是生产的国防,才能平时战时两得其

利。”19同时,蒋百里认为中国的国防建设需要从中国具体的国情出发,“但是要想解决中国当

前的国难问题,复古也不行,学新也不行。还是从新古两者中间再开一条路。”“ 故若将今日欧

洲流行之办法强以行之中国,其事为不可能,即且为不必要。”20 

其次,在武器装备上,要坚持多研究,少生产。武器性能的高低对于战争的结局起至关重要

的作用,各国都纷纷加大武器研发的力度,投入相当大的人力和财力。然而,当时的中国国力不

昌,没有力量去全面研发武器和大规模生产。蒋百里充分认识到先进武器在战争中的巨大作

用,因此,平时他就很热情向高级军官介绍西方国家各种先进武器,他说,“我们应该成就一种科

学发明,做自己立国的基础,才可独立生存。”“假若我们研究一种科学,确有独到处,只要那一种

科学,比各国都好,比世界都好,就可以复兴民族。”21蒋百里的军工生产思想,体现了现代国防

建设的一般规律,着重强调质量建军,把尖端技术作为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基石。这种思想顺应

了时代要求,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 

最后,国防工业与国防交通要协调发展。在现代战争中对于部队行军要求比较高,欧洲的



新战法之所以能够实行就是因为有良好的交通系统,尤其是德国,具有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和

发达的铁路运输能力,部队的调动很方便。而战时的中国,从大后方向前线输送部队物资非常

复杂,中国的公路质量很差,而且覆盖面窄,不利于中国的抗战事业。 

（三）加强国防教育 

为了建立有效的国防力量,首先就要帮助国民认识国家生存的环境,认识国家安全和每

个人的生存密切相关,增强国民的国防观念,普及国防知识,使国民形成为国防尽义务的自觉

性。蒋百里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重文轻武,这样的文化对建设强大国防不利,应该进行改造。 

首先,应该大力弘扬尚武精神。中国人口居世界之首,但是近代以来受尽列强凌辱,这与中

国崇文轻武的传统密切相关,中国自古以来就对外来威胁采取守势,长城就是这种文化的代

表。国内的民众一般轻视军人,认为从军是贱业。长期以来,中国军人的收入水平低,社会地位

低,严重阻碍了中国国防建设。 

其次,中国应该实行义务兵制度。蒋百里认为“军者,国民之负债也。”22也就是说每一个

公民一出生就欠国家一笔债,即有保卫国家的义务。服兵役是是偿还债务的方法。在推行义

务兵役上,蒋百里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如要开展全民国防知识的普及,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完善兵役法;建立完备的组织系统等等。蒋百里认为当时世界上瑞士的义务兵役制是最成功

的,中国应该以瑞士为样板,全面推行义务兵役制。 

 

四、蒋百里的抗日外交战略及其抗战言论 

 

中日战争爆发后，为了争取国际援助，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行经，蒋介石派遣蒋

百里访问德、意等国,任务是分化德、意、日关系,至少促进德、意两国对日关系不涉及中日

问题。1937 年 9 月 8 日蒋百里离开南京开始访问行程,10 月 10 日抵达意大利,到达罗马后,

墨索里尼因为日本外交上的阻挠,对蒋百里的到来相当冷淡,迟迟不予接见。为此,蒋百里以驻

意大利大使刘文岛的名义邀请意大利全体内阁成员。宴会上,蒋百里赞扬意大利对华友好政

策,并将意大利比作古罗马,该比方打动了具有称霸地中海野心的墨索里尼，随后墨索里尼即

接见了蒋百里。蒋百里告诉墨索里尼,意大利不应该加入日、德防共协定,日本反共只是个幌

子,真是目的还是为了侵略中国。墨索里尼回道:“我的参加防共协定,完全是政治作用。请蒋

将军报告蒋委员长,我的参加日、德轴心,并非反对中国。”23在与意大利外交部长谈话时,蒋百

里也严正指出:“中日之战乃是日本侵略中国,而中国进行抵抗。侵略一天不停止,抵抗也就一



天不会停止。”24蒋百里在分化意大利与日本关系方面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但在中意贸易方面

仍达成了协议,意大利答应以物换物的方式为中国提供工业机械及军火等。 

10 月 18 日,德国停止向中国提供任何物资和贷款,并在中日之间展开陶德曼调停,然而为

了对抗英、法,希特勒极力拉拢日、意，同时通过与苏联的接触缓解了资源问题,因此逐渐抛

弃中国。为此,蒋百里果断向政府建议德、意、日轴心势难分化,主张放弃德、意，加强拉拢

英、美、法，联络苏联,以对付日本。虽然蒋百里没能阻止德、意、日的勾结,但是也在一定

程度上迟缓了其勾结,为中国的抗战事业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在访问德意期间,蒋百里发表了许多反对日本侵略的演讲,并完成了其不朽名著《日本人

—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在到达意大利的当天,蒋百里发表演讲说到:“我们一定要坚持信心,

抗战到底,才能对得起我们苦心孤诣哺喂我中华婴孩,使之壮大长成的保姆—我们的领袖,才

能对得起为抗战而舍身报国的一般军民。”2510 月 27 日,意大利东方文化协会开会欢迎蒋百

里,蒋百里发出这样的警句：“中国人最大的武器,就是坚强不屈的意志。敌人可侵占我城市,

可屈服我政府,但决不能屈服一国的文化,更不能屈服一个民族的意志。日本一天不停止侵略

中国,中国誓必抵抗到底。最后胜利,必属于中国!”261938 年 7 月,蒋百里回到中国,当时国内

抗战即将进入相持阶段初期,日军正在大举进犯武汉地区,妄图使国民政府屈服,而在国内,以

汪精卫为代表的悲观派大唱抗日亡国论,为了批驳这些谬论,振奋国人抗战的决心,蒋百里先

后撰写《从国际上观察各国外交之风格》、《抗战的基本观念》﹑《外交烟幕与宣传者自己中

毒》、《为国联开会敬告英伦人士》、《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速战与持久》等文章,宣扬

抗日必胜,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38 年夏,蒋百里的《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在

武汉《大公报》连载,文章立论中肯,对日本进行深入分析,将日本人刻画得入木三分,轰动海内

外。书中,蒋百里开门见山说道，“世界上没有像我那样同情于日本人的!”，“一群伟大的戏

角,正在那里表演一场比(Hamlet)更悲的悲剧。”他的这本书就是为了考察这个悲剧的来源。

蒋百里通过对人种性格、日本的历史、政治体制的弊病、国内贫富差距、二重外交以及精神

上的弱点等方面的考察，认为日本的“黄金时代”过去了，结构性的矛盾最终会把日本推向

自我毁灭的道。在书的最后蒋百里断言：“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1938 年

11 月 4 日,在转移的过程中,蒋百里病逝于广西宜山县,带着没能亲见日本帝国主义覆亡的遗

憾与世长辞。 

 

结语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逐渐走向全面侵华的道路,这一时期也是蒋百里对日战

略思想逐步形成的时期,虽然早在 1920 年代初蒋百里就已经预见到今后中日必有一战,但正

是九一八事变让他确定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他毅然抛开政治分歧,由反

蒋走向拥蒋,并积极运用自己平生所学,制定国防计划、改革兵制、考察国民经济,为抗战事业

献计献策。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的国防计划中有的部分脱离了当时的国情，而且也不

可能全部实施，但从整体上看，蒋百里的对日战略是正确的,对当时的抗战事业起到了较大

的作用,对今人而言,其关于国防建设的思想以及对日本人深入的分析，仍然具有较大的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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