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们所预言的所谓亚洲世纪 的到来
,

他们 已 经着手加强亚洲研究的

资料准备
。

他们的现实研 究不 少都是从历史的发展 中开拓的
� 许多

历史学家课题的研究
,

现实目的性也是十分明确的
。

有鉴于此
,

建

议今 后杭 日战争史研 究是否再 多组织一些政策和经济 方面 的课

题
,

并放宽一点
,

开展一些相 关课题的研 究
。

�作者单位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

对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管见

马 仲 廉

今年是 中国杭 日战争胜利和反法 西斯 第二次世界大战 胜利

∀# 周年
。

史学界正在积机编写和准备 出版反映杭 日战争的著作
。

通过纪念活动
,

对于我国人 民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

从而 进

一 步推动我 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 对于史学界来说

,

可以 进

一 步推动杭 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

由杭 日战争胜利 ∃# 周年到今年胜利 ∀# 周年的 %# 年间
,

我国

史学界在抗 日战争研究方面有 了很大进展
。

其进展表现在文学
一

界

组 织 了全 国性的杭 日战争史学会
。

学会主办的刊物《杭 日战争研

究》刊登 了大量的学米论文 和资料
。

学会与杭战纪念馆还办 了《杭

日战争史通讯》
,

学会组 织 了全 国和 国际学术研讨会
。

这些对学术

交流和史学研 究水平的提 高都发生 了积极作用
。

杭 日战争研究的进展还表现于
,

在战争史方面
,

由过去重点研

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人 民军队为主的敌后 战场
,

发展 到重点研

究以 国 民党政府军队为主的正 面战场
� 由敌后战场与正 面战场分

别研 究
,

发展 到对战略统 一下 两个战场相互配合作战共 同对敌的

研 究 � 由主要是研 究战争史
,

发展到在战时体制下 的政治
、

经济
、

文

化 等方面 �包括敌后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 区 !的研 究
� 由 主要是研

% ∀



究史实
,

发展到 对杭战时期重要人物的评价
� 由具体史实的研究

,

发展到从微观到 宏观方面的全面研究等
。

%# 年 间有大量的学术研

究成果问世
。

其中除 了反映故后战场和根据地的 内容的研究成果

外
,

对于正面战场和 国民党统治区的研究较多
,

有人担心是否会出

现偏差 &具有代表性的有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三卷本《中

国杭 日战争史 !!� 上
、

中卷 己 出版发行
,

下卷即将出版 ! � 由王桧林主

编
,

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杭 日战争史丛书 !!� 首批 ∋ 卷 !
。

中

国杭 日战争史学会正主编《杭 日战争史丛书》
。

解放军出版社陆续

出版的《八路军》
、

《新四军》�各 ( 卷
,

近期 出齐 !
。

《八路军
、

新四军

驻各地办事机构》
、

《东北杭 日联军》的 出版
,

将给杭 日战争史的研

究者提供大量的
、

完整的 第一手资料
,

可使敌后战场的研究更深入

一 步
。

十 年来的杭 日战争史研 究
,

硕果 累累
,

在此基拙上
,

研究工作

将会更加大 踏步迈进
。

当然也存在不足之处
,

如 作为战争的主体

— 武装斗争 �作战 !方 面 的研究还不 够深入普遍
,

或者说重视不

够
。

例如
,

上述两种丛 书
,

王桧林主编的一 套
,

首批 书目 ∋ 卷
,

反映

作战的仅 % 卷
。

杭战史学会主编的一 套
,

在确定的第一
、

二批书 目

共 )( 卷中
,

竟然没有一卷是专题反映作战方面 内容的
。

这与 日本

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所编 % ## 余卷的战史丛书和我国 台湾蒋

纬 国主编 的 多卷本《抗 日御侮》真是无法相 比
。

《杭 日战争研 究》

% ∗ ∗ ∃ 年 ∃ 期共计刊登文章 ∗% 篇
。

其中归于军事类的仅 ∗ 篇
,

在此

∗ 篇中
,

反映作战的仅《绥远杭战述论 》一 篇
。

战争 固然不是单纯的

故对双方军队的作战
,

它是军事
、

政治
、

经济
、

文化的总休战
。

但战

争的 主体是作战
,

其它方 面都是从属的
。

如杭 日战争全面展开 以

后
,

中
、

日两 国都迅速转入战时体制
,

外交
、

经济
、

文化都是 围绕着

如何争取战争的胜利而运行的
。

那 么
,

我们在研究杭 日战争中忽视

研究作战方面这一 战争的主体
,

显然是一个重大的缺陷
。

关于今后杭 日战争的研究
,

我建议
 

一
、

加强战争中的作战方 面的研究
,

并组织 力量编写多卷本的

% (



杭 日战争 �作战 !史
。

二
、

加强与海内外研 究中日战争史的学者的学米交流 �包括互

访和 参加学米研讨会 !
。

三
、

办好《杭 日战争研究》和《杭 日战争史通讯 》
,

在这 两个刊物

土展开学米争鸣
。

《杭 日战争研 究》办得较好
。

其 % ∗ ∗ ∃ 年 第 % 期刊

登 的关于 日军编制和军衔译名问题一组讨论文章很好
。

对这个问

题虽然没有结论
,

但读者会根据各方的见解得 出比较正确 的结论
。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

对《抗日战争研究》的几点感想

罗 焕 章

《杭 日战争研究 》从 % ∗ ∗ % 年创刊至今 已三年有余
,

在编拼部全

体同志的努力下
,

刊物有声有色
,

愈办愈好
。

有些同志反映
,

从《杭

日战争研 究》获得的杭战史料和研究信
+

息量是最大的
,

它 已成为教

学
、

研究工作 者很 关注的刊物
。

《杭 日战争研究》今 后仍应保持 已有的特 色和优点
,

即对杭 日

战争时期的政治
、

军事
、

经济
、

文化
、

外交展开全面的研究
。

军事 自

然是战争时期的主题
,

但它又离不开政治
、

经济
、

文化等各方面
,

尤

其是
,

抗 日战争是全 民族的全面战争
,

如 实反映 出这一特点
,

就 需

深入研究方方面 面
。

另外
,

刊物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 军民杭战

和 国民党领导的正 面战场的杭战
,

以及敌后根据地和大后方的政

治
、

经济
、

文化各方面
,

掌握 了宏观上的平衡
,

这也是不容易的
。

刊

物在编排的长文与短文并蓄
,

史料与论述兼顾
,

有 同一 问题的 小集

中
,

也有专题性的讨论争辩
,

并开辟多种栏 目都是可取的
。

对今后 刊物研 究内容有几
+

点不成熟的意 见提 出如下
 

一
,

杭战时期的中外关 系和 国际外交研 究以及 中外战争比较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