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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 3月，承德淪陷:因省長湯玉麟及所率 5萬部隊棄城而遁，全市

無國軍蹤影，為日軍 3 月 4日輕鬆佔領，事後張學良以軍法將湯槍斃 

1937 年 7月天津市區,  日軍分遣隊自日本抵達天津 



6 

 

1937 年 9月北平，日軍宣布佔領北平市公告 

1937 年 7月 30日，日軍陸空攻擊後日軍監視天津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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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10 月天津近郊 日軍將華人屍體綁於木柱上練習刺槍 

1937 年 11 月淞滬會戰日軍入閘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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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 10 月 12日蔣委員長南京受訪 

  前排 Knicker bocker(Hearst 報),蔣委員長,蔣夫人.,John Morris(合

眾國際 社 United Press). 

  後排 F. Tillman Durdin(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C. Yates 

McDaniel(美聯社 Associated Press), J.B. Powell(芝加哥論壇報

Chicago Tribune), Vic Keen(紐約先驅論壇報 New York Hearld 

Tribune), Thomas Chao(路透社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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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12 月 南京大轟炸後 

1937 年 12 月 南京淪陷 

1938 年 1月 南京城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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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1月南京，日軍侵華四大寇 

1938 年 1月日將松井石根於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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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6月日軍攻陷蘇州 

1938 年 7月鄭州淪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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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6月 徐州淪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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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4月，台兒莊大捷後中華民國國旗飄揚。這場戰役是日

軍侵華以來中華民國國軍的首場勝利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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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 3月 海南島海口市 

1939 年 11 月 廣西南寧淪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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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 3月中國空軍在美受訓 

1942 年 6月盟軍軍備物資抵達，蔣委員長校閱軍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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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美國支持抗日戰爭，蔣宋美齡女士作為蔣委員長特使，於

1943年 2月訪問美國，期間除了完成對美國募款任務外，並於 2

月 18日在國會發表演說，成為第二位女性（第一位是荷蘭女

王）、第一位中國人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勸說美國將注意力從歐

洲戰場轉移到日本對中國侵略，為中國贏得美國同情。隨後蔣夫人

又到美國各地發表演說，所到之處無不引起轟動，人們鼓掌歡呼慷

慨捐款，支援中國抗日戰爭，總計超過 25萬人聽過她演說。3月

1日，宋美齡首次單獨被美國《時代雜誌》選為封面人物，美國國

會更順勢廢除實行已有 60年惡名昭彰的「排華法案」，提高美國

華人地位。 

1943年紐約華僑熱情歡迎蔣宋美齡女士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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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 2月蔣宋美齡女士訪問美國，並成為美國總統羅斯福夫人埃莉

諾•羅斯福貴賓，在白宮住了十一天。她儀態優美、風度高雅和言談

適度，贏得羅斯福夫婦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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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 3月 1 日《時代雜誌》專題介紹中國的抗戰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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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 3月 1 日《時代雜誌》介紹蔣委員長身邊核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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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 11 月開羅會議。開羅會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14 次高峰會議

之一，由中國、英國、美國在埃及開羅召開，三國領袖包括中華民國國民

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左）、美國總統羅斯福（中）、英國首相

邱吉爾（右）出席，商討反攻日本的戰略及戰後國際局勢的安排，制定盟

軍合作反攻緬甸的戰略及援華方案，會後公布開羅宣言，要求日本無條件

投降，歸還一切侵佔的土地，塑造戰後東亞的新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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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8月，湖南芷江接受日本投降的盟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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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8月，湖南芷江投降的日軍代表 

1945 年 9月，南京受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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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12 月，日軍戰艦航行於維多利亞港 

1941 年 12 月，日軍轟炸後的尖沙嘴火車站斷垣殘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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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12 月，戰爭期間軍日軍轟炸香港一景  

1945 年 8月英軍戰俘獲釋後於戰俘營外等待身份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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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9月英軍於香港碼頭監管日本投降部隊  

1945年日本投降後，英國國旗

重新於香港殖民地總督府前廣

場升起 



28 

 

1928年，紐約僑社 5,000 餘人舉辦大遊行，抗議日本侵略山

東 

1932年，紐約華埠再次舉辦抗議日本侵華大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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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廷楷將軍戎裝照 

蔡廷楷將軍率領 19 路軍於 1932

年淞滬之戰，粉碎日本三個月完

全佔領中國的夢想 

1934年 8月 29日蔡廷楷將軍訪

問紐約華埠，受到華僑熱烈歡

迎，(圖為當年勿街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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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10 月 10日紐約華裔抗日募捐大遊行，華埠華裔童子

軍手持標語於隊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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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5月 9 日，12000名華僑於華埠舉行抗戰救國大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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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遊行中約 200位華裔婦女合舉巨幅中華民國國旗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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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公所主席黃劍農帶領紐約僑胞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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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6月 18日紐約華埠抗戰募款援助災民露天晚會，成千民眾聚於勿街

（Mott Street）及披露街（Pell Street）口參加募款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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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10 月 10日 紐約華埠慶祝中華民國建國 30年 

1941 年 12 月 9日珍珠港事變後華埠居民觀看美國對日本宣

戰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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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 12 月 8日紐約華埠居民觀看

日本偷襲珍珠港戰況大字報 

1943 年 2月 5 日 中華民國外交部黃

特使向造訪紐約之華裔美軍恭賀春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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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 5月 21日華埠華裔學生由師長帶領進入紐約刑事法院

大廈地下室進行防空演習 

1945 年 8月 13日紐約華埠慶祝日本投降，雖然稍後證實為謠

傳，但僑胞歡樂氣氛久久難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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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9月 18日紐約全僑舉

行勝利大遊行 

遊行隊伍於第五大道上民

俗踩高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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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 9月 19日華人無懼風雨遊行紀念九一八事變 14週年及慶祝抗戰

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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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為非賣品，冊內所有照片版權均屬發行人所有，依照創用 CC「姓名標示─非商業

性─禁止改作」條款，允許使用者重製、散布、傳輸著作，但不得為商業目的之使用，

亦不得修改該著作。使用時必須按照著作人指定的方式表彰其姓名。    

事實是指在過去和現在能被驗證且中立的訊息，而照片則是呈現歷史事實的

最好鐵證。嫻熟海外華人發展歷史的紐約中華公所伍銳賢主席是一位有聲望

的文物蒐藏家，多年來在各地蒐集各種與華人有關的文物，其中各大通訊社

的照片便是其中之大宗。三年前我因為辦理「華裔移民對美國貢獻特展」專

案向他徵求史料時，發現他多年不計成本蒐集大批珍貴歷史照片，整理得井

井有條，信手拈來就是一段生動且鮮為人知的故事，當時我便想著希望有朝

一日能將他這些照片出版，讓更多人能從歷史中學習。 

今年恰逢「中華民國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七十週年」，伍主席有一天告訴我

希望將手中已蒐羅有關中華民國抗戰的史實照片出版成冊，要透過真實的歷

史照片紀錄讓各界知道八年抗戰是蔣中正總統領導中華民國全體官士兵及人

民的血汗，粉碎那些意圖竊功奪名者的意圖，希望我能協助，他並願意獨立

出資負擔所有的印刷費用，我毫不猶豫的決定接下這件有意義的工作，接著

就是一連串照片數位化與編輯排版作業。回想起來真有些不自量力，雖然編

輯工作難度不高，但紐約僑務工作太過繁忙，只能利用公餘幾個深夜凌晨時

段作業，導致出版進度一再拖延，總算勉強在離開紐約返回台灣前交稿，完

成一樁心願。急忙中難免有許多疏漏與不盡美好之處，感謝伍主席的包容。

最後誠摯希望手中拿到這此書的朋友盡可能的協助傳閱您身邊的人，讓真實

永流傳，也紀念所有曾在八年抗戰中為中華民國付出、犧牲的所有先賢們。 

 

編輯：李偉農 2015 年 7 月 於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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