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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 《中国抗日战争史 》 ,

是列入国家社科
“七五” 军事学重点课题的一个项目

。

此书分上
、

中
、

下!卷 ∀编!∀ 章
,

约 # ∃% 余万字
。

目前上卷 己由解放军出版社出

版
,
与广大读者见面

。

研究中国局部抗战阶段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
, 以及

它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的影响
,
是这几年受重视的题 目之一

。

在

《 中国抗 日战争史 》上卷中
,
编著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

毛 泽

东思想的立场
、

观点和方法
,
从中国人民抗 日斗争和世界人民反

法西斯侵略斗争的角度
,
对 # & ! #年九一八事变至 # & ! ∋年七七事变

近∀年的历史过程作了深入的探讨
,
并注意吸收近年来对局部抗战

研究的成果
,
利用了新近公布和出版的档案资料

。

它是目前国内

较全面系统论述这一阶段抗 日军事斗争历史的专著
。

在上卷的两编中
, 按照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

,
分列了 “九

·

一八” 事变前的国内外形势 ( 日本发动
“
九

·

一八” 事变
,
侵占

中国东北及其国际反响 ( 中国军 民的抗 日斗争 ( “

一 二八” 淞

沪抗战 ( 日本扩大侵略
,
中国军 民进行长城

、

察哈尔抗战 ( 日本

加紧蚕食华北
、

内蒙
,

中华民族危机加深 ( 救亡运动高涨
,

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 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与东北抗日游击战

争的发展 ( 国共两党进行全国抗战的准备 ( 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

侵华战争的准备等 #% 章
。

它 以中国抗日的军事斗争为主线
,
兼顾

了政治
、

经济
、

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抗日斗争
。

在上卷的若干章中
,
对 日本军国主义 及 其 大 陆政 策 的形

成
, 日本的国际方针及侵华作战计划

, 日本国内危机与法西斯势

力 的崛起
,
谋划和发动对中国东北的武装进攻

,
加紧蚕食华北

、

内蒙
,
对东北进行殖 民统治等方面

,

都以相当的篇幅作了较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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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叙述
,
对其中有些问题有自己的学术见解

。

如书中肯定东方会

议后提出的 《田中奏折 》 ,
并指出该奏折及其侵略计划

, 于# & ) 牙

年#) 月被中国南京出版的 《时事月报 》杂志揭露
, 立即引起世界

各国的重视
。

# & ! #年+ 月
,
英

、

美
、

苏各国报纸均披露了 《 田中

奏折 》 。

日本当权人物慌忙通过舆论工具矢口否认
。

但是
, 正如

日本战犯重光葵所供认的
, “要想消除外国对这一文件存在的疑

心是非常困难的” ,

因为以后 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发展
,

正是按照

这一轨道而运行的
。

又如对 日本的国防方针和用兵计划
,
著者认

为
, 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防方针中

, 虽然也提出以俄国 ,苏联 − 和

美国为首要的假想敌国
,
中国为第二位的假想敌国

,
但是按照对

象强弱的程度
, 预定的侵略步骤却是先中国后苏美

。

因此
, 日本

在确定用兵计划时
,
始终把中国作为首先的侵略 目标

,
拟定其侵

华作战计划
。

该卷对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抗战阶段的地位和作用
,
作了实事

求是的反映
。

尽管在# & ! ∃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处在王明 “左”

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之下
,
忽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 矛 盾 和 国

内阶级矛盾的新变化
,
主张一切斗争

, 否认联合
,

存在 “关门主

义” 错误 ( 尽管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处在严 重 的 反 “围

剿” 的环境中 ( 但是
,
从九一八事变起

,
中国共产党就提出武装

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 坚决反对国民党的 “不抵抗

”
政策和

对 日妥协态度
,
号召人民开展抗 日救亡运动

, 主张武 装 广 大 民

众
, 以民族革命战争争取解放和独立

,
并直接领导 了东北人 民的

抗日游击战争
, 后来又发表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军队共同抗日

的宣言
,
提出 《 中国人民对 日作战的基本纲领 》 。

# & ! ∃年以后
,

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倡导建立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
,
使工农红军成为

中国人民抗 日的先锋队
,
推动了西北和全国的抗 日形势

,
促进 了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
使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局面初步形成

。

对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作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
是贯串该卷

的重要特点
。

国民党对 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武装侵 华
,
采 取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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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抵抗
”
政策

,

仍集中兵力进行
“
围剿

”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反

革命内战
,
导致了东三省的迅速沦陷

。

在一二八事变中
, 上海军

民奋起杭击日军进攻
,
全国人民一致声援淞沪抗战

,
国民党为大

势所迫
,
不得不提出 “一面抵抗

, 一面交涉” 。

但抵杭只是一种

标榜
,
重点在进行交涉求得妥协

。

因此
,
淞沪的英勇 抗战 被 断

送
,
签订 了屈辱的 《淞沪停战协定 》 。

长城抗战几乎是相同的模

式
,

换得的是更加丧权辱 国的 《塘沽协定 》 。

国民党政府一再退

让 ,
继之而来的是# & ! ∃年的 《秦土协定 》 、 《何梅协定 》 ,

适应

日本侵略的要求
, 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

,
最终导致了以一二九运

动为先声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
。
此时

,
国民党才被迫部分

地改变对 日政策
,

直至西安事变才放弃 “攘外必先安内
”
的误国

政策
,
开始筹划全国抗日的准备

。

作者在如实反映国民党被迫走

上抗日道路的同时
,
也客观地反映了国民党政府整理军务加强国

防
,
划分战场修筑工事

,
加强重工业和交通建设

, 以及寻求外国

援助等方面的抗战准备
。

这些为尔后的全国抗战的发动起到了一

定的作用
。

中国爱国军民对 日本侵略的武装抵抗
,
全国各界人民的抗 日

救亡运动
,
在该卷中占有较大的篇幅

。

对部分东北军的抵抗
,
东

北义勇军的抗 日斗争
,
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抗 日游击队

、

人

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战争
,
一二八淞沪抗战

, 长城抗

战
,
察哈尔民众抗 日同盟 军的抗战

,

以及绥远抗战等
,

书中均列出

专门的章
、

节或目
,

对战前形势
、

作战经过
、

结局及影响
,

作了较为

详尽的叙述
,

对爱国军民的英勇
./
戈斗和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

精神进行了热情的歌烦
。

书中不但着重写了学生
、

工人和各界团

体以及海外爱国华侨的抗日救亡活动
,
而且也充分写 了民族资产

阶级
、

国民党左派及部分军政人员的抗 日救亡活动
。

从书中叙述的艰辛曲折的∀年局部抗战的历史
,
人 们 可 以 看

出 ,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 怎样在强敌入侵
、

国际绥靖主义盛

行和国内战乱频仍的险恶情况下
,
逐步走向民族 觉 醒

、

团 结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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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中国在东方首先举起反侵略的义旗
,
勇敢地迎击第二号法西

斯强国的进攻
,
抵挡着侵略战火的蔓延

,
并为亚洲及世界被侵略

国家争取 了宝贵的备战时间
。

这是中国人 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序战阶段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

《 中国抗日战争史 》上卷除正文外
, 还编印了重要历史照片

!% 余帧
,
主要作战插图

、

附图)% 余幅
, 以及较详尽的的大事记

。

它

既是中国抗 日战争史的学术专著
, 又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教

育的教材
。

,作者单位 , 军事科学院军史部 −

,

书讯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几种抗战史著作

淞沪烽火
—

十九路军
“

一二八
” 淞 沪抗战纪实 广东省政

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此书收入#∀ 篇有关一二八淞沪抗战史实的文章
, 主要是政协

文史资料系统多年来发表的原十九路军将领和有关人 士 的 回 忆

录
。

这些文章以当事人亲身经历
、

亲见亲闻
, 翔实

、

具体地记述

了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的主要经过和海内外各界同胞支持一二八淞

沪抗战的情况
。

此书提供的资料
,

可供研究一二八淞沪抗战参考
。

百团大战始末 王政柱著

此书作者曾在八路军总司令部作战科工作
,
亲历了百团大战

的历史过程
。

此书引用了大量史料
, 比较详实地记述了百团大战

的历史背景
、

战略部署
、

战役经过和战绩
,
对百团大战所产生的

影响也作了细致的分析
。

此书还附录了朱德
、

彭德怀
、

左权
、

越

伯承
、

聂荣臻
、

贺龙
、

杨尚昆等人有关百 团大战的文章
、

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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