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纪念一二八抗战 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陈麟辉

为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 周年
,
弘扬中华民族正气

,  ! ! ∀年

 月中旬
,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

、

上海市历史学会联合举行 一 二

八淞沪抗战学术讨论会
。

会议收到论文#∃ 篇
,

与会% 余位学者围

绕蒋介石
、

国民党与一二八抗战
, 一二八抗战期间的民众抗日爱

国斗争及一二八杭战的意义与启迪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

现

将会上发表的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

∋  

一 蒋介石
、

国民党与一二八抗战

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政策是会议讨

论的一个热点
。

大多数与会者认为
,
一二八抗战沉重打击了日本

帝国主义的侵华气焰
, 显示了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

畏强暴
、

敢于反抗的英雄主义气概
,
振奋了民族精神

,
坚定了中

国人民抗日斗争的信心和决心
。

但是
,
由于蒋介石

、

国民党推行

妥协退让政策
, 一二八抗战最后以中国的屈辱而 告 终

。

对 蒋 介

石
、

国民党的妥协政策究应怎样分析! 与会者各自提出了见解
。

有人认为
, “

攘外必先安内
”

基本政策前提下的 “一面抵抗
,

一面交涉
” , 一开始就被确定为国民政府的对 日政策

, 而且贯穿

于淞沪抗战的始终
。

这个所谓两面政策
, 具有抵抗和妥协的两重

性
,
对日妥协则是 “两面政策

”

的基点和灵魂
∀
为了争取避免在

接受最苛刻的条件下达成妥协
,
需要进行有限度的抵抗 , 而抵抗

又以不扩大战事有利于通过交涉实现妥协为 目的
。

抵抗是为妥协

服务的
。

因此
,
从总体上看

,
这一 “两面政策

”

与九一八事变时

的 “绝对不抵抗
”
相比

, 己有所变化
,
即在不违反 “攘外必先安

内 ” 基本政策的前提下
,
实行有限度的局部性的抵抗

。

以 一二八

抗战 为开端
, 国民政府从绝对不抵抗转变为参与

、

领导局部性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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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

中日两国政府统率的正规部队展开大规模交战
,
是从一二八

淞沪抗战开始的
。

这是南京政府在依赖国联干预而又毫无指望
,

日军在上海的进攻已直接威胁其统治中心的情况下
,
在全国抗日

救亡运动 空前高涨的情况下
,
所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

有人分析
, 一二八淞沪抗战就其总体而言

,
是国民革命军第

十九路军爱国的自动抗战行动和国民政府 “两 面政策” 交互影响

下发生的
。

国民政府虽然参与和指挥了局部抗战
,

但它将 “消极抵

抗
,
积极谋和” 作为处理 事变的指导方针

,
其主要军事力量仍置

于 “剿共” 战场
, 因此

, 虽然它对 日军在上海的进攻作了有限度

的抵抗
,
却又竭力避免战事扩大

,
力图通过积极的求和活动

,
在

不危及其 自身统治的条件下
,
实现停战妥协

。

这样
,
尽管十九路

军官兵坚决抵抗
, 上海民众积极支援

, 一二八抗战仍以失败而告

终
。

有人认为
, 一二八抗战中

, 国民党内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

的指导方针
。

一种是以蒋介石
、

汪精卫
、

何应钦为代表的南京最

高当局奉行的 “消极抵抗
、

积极谋和 ” 的方针 , 一种是十九路军

领导人陈铭枢
、

蒋光卿
、

蔡廷错等为代表的对日坚决 抵 抗 的方

针
。

但是
,
由于蒋

、

汪
、

何掌握着中央政权
,
也控制着淞沪抗战

的址高决策权
,
他们的方针占有统治地位

,
这就决定了一二八抗

战最终失败的命运
。

但是由于十九路军 以及前来增援的第五军 实

行 了积极的抗战
,
才给了 日本侵略军 以沉重的一击

,
使 日本未能

完全达到它的原定战略企图
,
从而

,
淞沪抗战避免了彻底失败的

结局
。

有人指出
,
蒋介石

、

国民党 “一面抵抗
、

一面交涉” 的政策

毕竟比原来的不抵抗政策进 了一步
。

这一变化
, 总的来说是 日本

帝国主义妄图灭 亡中国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必然产物
,
也

是全国人民掀起的抗日民主运动对蒋介石
、

国民党逼迫的结果
,

同时
,
英美等国对日本灭 亡中国的侵略行动采取 日渐强硬的政策

对蒋介石
、

国民党政策的变化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

一二八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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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的最终失败
,
除了蒋介石

、

国民党指导方针有误外
,
也有其客

观原因
& 一是当时中国政府尚未作好抗战 的准备

。

从近代中日关

系的总格局看
, 不断地削弱

、

抑止
、

瓦解
、

剥夺中国
,
有意识地

制造中国内乱
,
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蚕食乃至吞并中国

, 是 日本

的一贯方针 , 而在 # 年代初的中国
, 一方面国民党统治集团加紧

“围剿” 中共革命根据地
,
另一方面军阀内战不断

,
耗尽 了中国

的国力
,
使中国的对日抗战缺乏最基本的国防准备

。

因此
, # 年

代初
,
时机似乎还不适宜于中国马上投入全面战争状态

。

二是中

国进行抗战的社会条件尚未成熟
。

对中华民族来说
,
抗日战争是

中国有史以来所遇到的抵御最为凶恶的敌人的战争
,
如果没有中

华民族的动员
,
是难以获得胜利的

。

后来的历史也证明
&
抗日战

争的胜利
,
是国共合作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

。

但是
,

#

年代初
, 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的各种政治力量间的分歧

还很大
,
还不具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

。

还有人分析了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对一二八抗战的影响
。

他们

认为
, 一二八抗战之际

, 国民党派系纷争正处于一个 错 综 复杂

的微妙阶段
。

一二八抗战是在国民党内部由蒋
、

汪
、

胡对立演变

为蒋汪联盟与胡汉民
、

孙科的粤系对立状态中展开的
。

国民党各

派系竭力 想通过一二八抗战达到他们各自的目的
, 从而既削弱 了

抗日的力量
,
也给了日本以可乘之机

。

, 卜

龟 ,

二 一二八抗战期间民众的抗日爱国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抗日斗争的掀起
, 是一二八抗战

期间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
。

与会者对这一问题也展开了十分

热烈的讨论
。

有人认为
,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

,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

举抗日救亡的大旗
。

中共中央接连发表 了反对 日本帝 国 主 义 侵

略和批判国民党不抵抗主义投降卖国的宣言
、

决议
, 号召全党加

紧组织
、

领导
、

发展群众反对帝国主 义的运动
,
武装群众

, 开展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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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战争
,
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

。

上海党组织在中共

江苏省委的领导下积极组织和领导 了这场壮烈的爱国运动
。

尽管

当时正是王明
“

左
”

倾冒险主义路线统治全党的时期
,
党内推行着

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 的错误政策和策略
,
提出了某些脱离群众

,

脱离实际的抗日 口号
, 因而没能利用

“
九一八

”

和
“ 一 二 八

”

时期出现的有利的革命形势
,

把中国革命事业推向前进
,

但是
,
上

海广大共产党员
、

共青团员和左翼团体的群众积极抵制了 “左
”

倾领导人不切实际的错误做法
, 团结全市人民为支援十九路军抗

战作出了 自己的贡献
。

其表现是
&

(  )建立了上海 民众反 日救

国联合会
,
领导全市反 日斗争 , ( ∀ )领导上海工人开展反 日罢

工斗争多 ( # ) 组织各校学生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 ( % ) 推动文化

界抗日救亡斗争
。

在各种重大斗争中站在最前列的
,
多数是共产

党员
、

共青团员和左翼团体成员
,
他们不怕牺性

,
英勇顽强的斗

争精神是社会各界所公认的
。

有的与会者认为
, 近代中国

,
大凡外敖侵凌

、

民族矛盾尖锐

激化之际
,

会出现各种社会力量的分化和整合
,

维护民族独立
、

捍

卫国家主权
,
成为凝聚各阶层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

。

一二八淞沪

抗战激起了中国社会力量的重新组合
, 民族资产阶级也走到了抗

日前列
,
并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

其表现是
&
(  ) 坚决主张御 侮

图存
,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 ,

( ∀ ) 坚决主张对 日经济绝交
,
抵制 日货

,
给日本帝国主义以经

济上的沉重打击 ∗ ( # ) 成立抗日团体
,
开展各种 抗 日救 援 活

动
。

持此论者认为
, 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之所以 会 发 生 转

变
,
除了其本身具有的爱国热情之外

,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蒋介

石政权建立后
, 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在政治上

、

经济上得到丝毫好

处
, 而 日本帝国主义 的入侵

, 又使他们的经济利益遭到了极大的

损失
,
因此

, 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
,
他们自然而然地投入了抗

日救亡斗争
。

有的与会者探讨了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农民在一二八抗战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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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问题
。

他们认为
, 一二八抗战中的许多战斗都发生在沪郊

,

沪郊农民在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日战斗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一是挖掘战壕
,
捐献军用物资

,
开辟交通

,
做好向导

,
直接支援

中国军队作战 , 二是帮助部队安营扎寨
,
做好后勤服务工作 ∗ 三

是救护伤员
,
收容安置难民和发放救济米

。

一二八抗战使沪郊农

民得到了锻炼
,
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
沪郊各地抗日游击战争

的开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

还有的与会者论述了上海帮会与一二八抗战的关系
。

他们认

为
,
大多数上海帮会在一二八抗战中表现 出了较高的抗日爱国热

情
,

为淞沪抗战出了不少力气 ∗ 同时
,

一二八抗战也使帮会在社会

上扩大了势力和影响
,
许多帮会在一二八抗战后均经有关的机关

部门批准备案
,
这为 日后上海帮会势力的发展创造 了条件

。

三 一二八抗战的愈义与启迪

大多数与会者认为 , 一二八淞沪抗战
, 虽以签订 “淞沪停战

协定
”

而告结束
,

但对这次抗战的意义仍应予以足够的评估
。

与会

者将一二八抗战的意义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
标志着中华

民族卫国御侮的民族精神大激扬
,
它为五年以后的中国全面抗战

莫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
,
国际人士也从中国抗 日斗争中看到了东

亚这一睡狮已经觉醒 , 第二
,

一二八淞沪抗战
,

树立 了军民合作抗

战的楷模
,

显示 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
,

而且
,
愈是国家危难的

时刻
,
这种民族内聚力也愈强 , 第三

,

一二八淞沪抗战
,

虽然不可

能根本转变国民政府对 日本帝国主义 的 不 抵 抗 政 策
,
但 为 形

势所逼
, 国民政府在抗日态度上还是向前迈开了一步

,
这为后来

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面抗战的到来展示了希望 , 第四
, 一二八

抗战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观感
,
提高了中国在国 际 上 的 地

位
,
沉重打击了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

。

与会者认为
,

年后的今天
, 一二八抗战 的经验教训给予炎

黄子孙极为深刻的启迪 & 一是内乱不息
,
外患无穷

。

内战引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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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 ,
九一八事变

、

一二八事变的发生
, 正是国民党内战政策引起

外敌乘虚而入的恶果
。

二是国防不修
,

御侮无力
。

国民党南京政府

既沉醉于内争内战
,

对外国侵略就缺乏抵御防护能力
,

使外国驻军

遍于中国要冲
,
异邦军 队深入中国腹地

。

中国兵员 虽 多
,
但 战

斗力甚弱
, 既无与敌人争夺制空权之空军

, 又无突破敌人阵地之

坦克
,
也无轰击敌军之重炮

, 更无捍卫江海之海军
。

国民政府建

立伊始
,
原来也计划增强国防力量

,
但是

,
他们筹 巨 款

,
借 巨

债
,
却多充作内战的经费

。

三是自力不强
,
外力难恃

。

为了谋取

对 日和谈交涉
,
国民政府祈求国联

,
祈求英美法各国出面干预

。

淞沪事变发生的次日
,

国民政府外交部即发表宣言
,

请求欧美各国
“采取有效行动

, ,
出面调停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进攻, 甚至要求

对 日实行制裁
,
把希望寄托于国联 , 寄托于欧美列强

。

相反 , 对

依靠自己的力量
,
动员全国民众

,
自力更生地抗击来犯之敌 , 缺

乏信心和勇气
,
这就势必丧失斗志 , 消磨士气

。

实际上
,
欧美列

强调停的目的是为 了维护其在上海的殖民主义利益
,
因此

,
它们

不敢公开站在中国一方
,
更不敢得罪军国 主 义 凶 焰 高张 的 日

本
, 也拿不出妥善处理的办法

,
最后仍以促成牺牲中国利益的淞

护停战协定而收场
。

此外
,
与会者还就一二八抗战期间的中外关系

、

租界当局与

一二八抗战
、

一二八抗战对上海社会经济的影响
、

一二八抗战与

上海抗日救亡文化的兴起
、

一二八抗战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等间

题展开了讨论
。

(作者单位
&

上海市社联科研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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