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武汉抗战暨中山舰遇难 60周年

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徐方平

　　1998 年 10月 24—26日, 湖北大学、海峡两岸关系与国共关

系研究会(筹)、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武汉市文物管理办公室等

单位在湖北大学联合发起召开了“纪念武汉抗战暨中山舰遇难 6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国海峡两岸和来自日本、加拿大的共 147位

学者出席了这次研讨会。章开沅教授主持会议, 李新、石仲泉、张宪

文、张玉法、小野信尔等人向会议发来了贺信、贺电。

　　这次会议是海峡两岸第一次专门讨论武汉抗战和有关中山舰

史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围绕武汉抗战研究和中山舰研究两个主

题(另有其他关于抗战研究的若干选题) ,共有 110位学者在会议

上报告了论文。其中关于武汉抗战的有 66篇, 内容涵盖了武汉抗

战中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大至武汉抗战的

总体评价,小至武汉抗战漫画的个案研究, 而且开辟出新的研究领

域,如少数民族与武汉抗战,海军与武汉抗战等。关于中山舰研究

的有论著 3本,论文 7篇,探讨了中山舰荣辱沧桑的历史。其他方

面的论文有 37篇,选题十分广泛。

　　综合研讨会论文报告和讨论情况,笔者对研讨会反映出来的

研究热点和新观点、新材料述评如下。

　　一　关于武汉抗战的历史地位和总体评价。

　　在抗日战争研究中,关于武汉抗战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成

果不多。笔者仅见的少量论著又多集中于武汉抗战中的军事方面,

其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内容的也主要是一些基础

性的史料整理,缺乏研究深度。如何实事求是地认识武汉抗战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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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抗战史上的历史地位并对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则是这次研

讨会的一个热门话题。许多代表提出,首先应该将“武汉会战”和

“武汉抗战”这两个概念严格区分开来,准确把握“保卫大武汉”中

“大”字的内涵。“武汉会战”主要是指以武汉地区为中心、牵动湖

北、河南、江西、安徽 4省战局的中日两国军队的一次大规模的军

事作战。“武汉抗战”则不仅包括“武汉会战”的全部内容, 而且还包

括国共两党为“保卫大武汉”而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

面所作的总宣传、总动员,以及各阶层人民为保卫武汉而进行的各

种抗日救亡活动。武汉抗战的时间大体从 1937年11月 18日国民

政府决定迁都重庆而在武汉办公开始到 1938年 10月 25 日武汉

失守结束。

　　有的代表强调, 只有把武汉抗战史的研究纳入整个抗战史和

中国近代史的总体研究中, 才能真正把握“保卫大武汉”中“大”字

的深刻内涵。它的含义除了指武汉是一个人口多、范围广的大城市

外,更重要的是指保卫武汉,事关中国抗战的战争全局。

　　有的代表进一步提出了“武汉抗战是中国八年抗战史中的一

段断代史,在中国抗战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历

史地位”, “武汉抗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团结、最民主、最进步的时

期”等观点。关于“最进步”的提法,代表们争议较大,但对于“最民

主”这一点却获得了共识。国共两党以及爱国进步党派、团体和人

士云集武汉, 捐弃前嫌, 一致拥护国民党公布的《抗战建国纲领》,

形成了“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笔者认

为上述观点比较客观公允, 并且在评价武汉抗战的历史意义方面

带有一定的新意。

　　二　武汉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关系。

　　武汉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就制定共同纲领、合作的具体组织形

式、政府机构的改革和军事合作等问题进行了长达 10个月的谈

判,达成了一些共同协议。与会代表们充分肯定了武汉国共谈判的

积极作用,认为中国两大政治派别的全方位合作,有力地推动了全

国各抗日党派、军队、团体的团结合作, 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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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线。武汉抗战时期是中国抗战八年中两党关系最好的时期。

　　关于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研究过去的论著虽多,但不

深入。有的代表对大会作了进一步分析、考证,依据新的史料提出:

第一,会议在重庆举行开幕仪式,议事则在武汉。但为避免敌机轰

炸,新闻媒体故意报道说议事地点在重庆, 蒋介石亲至重庆致开幕

词;第二,为对外显示国民党的团结一致并使汪精卫被推选为国民

党的副总裁, 会议决定将设置、推举正副总裁事合并起立表决;第

三,蒋介石在会上严厉批评党内松懈衰颓状态。会议决定改进党

务,修改党章,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 以求振衰去敝。

　　有的代表不同意以往说国共第二次合作没有共同纲领的看

法,指出《抗战建国纲领》就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共同纲领。它在基

本原则方面, 与两党负责人过去一年多再三交换过的纲领草案的

内容,大致是一致的。

　　三　武汉抗战中的总动员和总行动。

　　关于“保卫大武汉”的总动员和总行动, 以往史学界的研究多

停留在对诸多事件的叙述和空泛评价上, 尽管也有少量的个案分

析,但并不全面和深入。这次研讨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

不足。

　　有的代表在对以武汉三镇为基地、波及武汉附近许多地区和

城市的“保卫大武汉”运动中政治动员的形式、政治参与行动的表

现及其特点和意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有的代表指出,为配合武汉

保卫战,武汉文化界成功地举办了第三期抗战扩大宣传周和声势

浩大的“七·七”献金运动,掀起了武汉抗日文化宣传动员的新高

潮,“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成为武汉文化界的行动纲领。有的代表

提出了“抗日新文化运动”的概念,以区别于辛亥革命后反对袁世

凯专制复辟的新文化运动。还有的代表归纳出了武汉抗战文艺的

一些特点:第一,文艺组织的统一性和文学队伍的聚散性;第二,作

品主题的传承性和文学风格的纪实性;第三,艺术形式的多样性和

作品规模小型化。

　　在武汉创刊并出版了 9个月的《新华日报》属于政治动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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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新闻媒体型。对它的研究成果不少。有的代表另辟蹊径, 专门

就《新华日报》书刊广告的特点和作用进行研究,管中窥豹,效果较

好。

　　四　武汉会战。

　　有的代表在对中日战争于战略防御阶段的几次大会战作比较

分析后指出, 武汉会战不仅是中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而

且是中国在战略防御阶段组织最为成功的一次保卫战。中方比较

彻底地坚持实施了“持久消耗战略”, 在作战中比较灵活地运用了

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等多种作战形式, 予敌以重大杀伤。为继

续保存抗战实力, 主动撤离武汉应该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他们否

定了武汉会战失败的观点。

　　有的代表就“中国海军与武汉保卫战”这一选题进行了尝试性

的探讨,认为中国海军在极端劣势的情况下, 堵塞长江水道,实施

水雷作战, 封锁港口, 协同陆军为保卫武汉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

争。

　　有的代表从“战略建议”这一角度出发对中共在武汉抗战中的

作用进行探讨,认为中共所提出的持久抗战、全民抗战、游击战等

思想和建议对国民政府战略和策略的制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

共为武汉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还有的代表进一步指出八路军、新

四军在武汉会战中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的军事作战。

　　五　武汉抗战和中国战时经济建设。

　　全面抗战爆发后, 鉴于敌强我弱的战争形势,国民政府制订并

实施了工业内迁的政策,努力于将面临沦陷危机的地区的工厂迁

往西南、西北,以便重建战时工业基础,坚持长期抗战。有的代表认

为,武汉会战为内迁政策的实施赢得了宝贵时间,成功地实现了湖

北省六成以上工矿企业的内迁,从而大大扩充了后方的抗战经济

实力,同时也为西南、西北地区的经济开发奠定了基础。

　　六　武汉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

　　在中苏关系方面,有的代表认为整个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对

苏政策具有多变性,大体经历了“轻苏冷苏”、“重苏联苏”、“远苏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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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三个发展阶段。由于武汉抗战时期正好处于“重苏联苏”阶段,

当时的中苏关系从总体上看是友好的。有的代表提出,武汉会战期

间苏联是从道义到物质援助中国的唯一大国,苏联援华空军志愿

队为保卫武汉作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但也有代表强调指出,

在肯定苏联援华的积极意义时,是否也应该分析其援华的动机和

有关附加条件,以便作出全面的评价。

　　在中德关系方面, 有的代表认为,由于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

和经贸等方面有着强烈的“互补性”, 两国关系在抗战爆发前一直

处于上升趋势。八一三事变后, 中日战争逐步升级, 德国基本上采

取中立的立场调停中日冲突。武汉会战时期正是德国努力调停中

日战争的高峰时期。最后, 一方面由于中国在武汉地区积极抗战,

另一方面由于日本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德国调停失败, 并最终选

择了日本,中德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冰点。

　　有的代表对 1938年世界学联代表团访华一事作了分析, 认为

抗战初期,国际进步力量团体以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的立场访问

中国, 世界学联代表团当属首次。它促进了中国全民族的团结抗

战,有利于争取更广泛的国际援助。

　　七　武汉抗战中的人物研究。

　　关于武汉抗战中的人物研究, 过去多集中在周恩来、邓颖超、

董必武、叶剑英等,而对蒋介石、宋美龄、李宗仁、陈诚等的研究相

对较少,而且对他们的评价也不尽客观。这次会议, 有许多代表比

较客观公正地评价了国民党人物在武汉抗战中的历史地位及其功

绩。如有人对蒋介石、宋美龄在武汉抗战中的言行进行了全面分析

后指出,蒋介石在长达一年时间里,坐镇武汉,指导或指挥了连续

进行的台儿庄大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 对抗日战争作出了历史

贡献,蒋介石是武汉会战的总指挥。宋美龄是逐渐形成的妇女抗日

统一战线的领导人之一,她在指导武汉地区妇女运动方面成绩突

出。

　　八　中山舰研究。

　　会议对中山舰舰史的讨论十分热烈。关于它被用以进步和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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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行动究竟始于何时, 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张是 1916年的

护国运动,有人则认为是1917年的护法运动。另外, 还有学者不赞

同用事件来解释中山舰的历史,主张将其历史划分为北京政府海

军时期、南方革命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 3个时期,以利于认识

中山舰历史的全貌,肯定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重大功绩。

　　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山舰的历史使它成为沟通海峡两岸同胞

感情的纽带之一, 因此,打捞中山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弘扬

中山舰殉难官兵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学者们强烈呼吁有关部门

积极行动,争取早日修复和陈列中山舰。

　　从以上看出,这次研讨会上学者们对历史研讨的角度是多方

面的, 有的尚属新的研究课题, 有的则把原有课题研究深入了一

步。但是也应该看到, 由于学者们掌握资料的情况不同, 也由于研

究方法的不同,使得一些论文在选题和观点上缺乏创新, 在分析和

论述上缺乏深度。与会学者认为, 为了把武汉抗战进一步推向深

入,史料的挖掘和海峡两岸乃至国际学术交流都应引起重视。

(作者徐方平, 1964年生, 湖北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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