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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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 究似应有所加强
。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法西斯侵略 国与反法西斯

各国的大决战
。

中国杭 日战争是反法西斯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

将

中国杭战放到这一 大格局 中来研 究
,

才能客观反映它的地位 和作

用
。

鉴于过去不 少国家贬低轻视甚至抹 杀中国抗战的历史和贡献
,

我们更有必要还其历史本来面 目
。

可喜的是这一弱点在  ! ! ∀ 年 第

& 期中 已看 出正在得到克服
。

二
,

加强对中国推动和促进 国际反法西 斯统一战线问题的研

究
。

国际反法西 斯统一战线的最后正式形成
,

对彻底打败德 日意轴

心 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

过去我们对中国杭 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建

立
、

巩 固和 扩大有较 多的研究
,

但对中国推动 和促进 国际反法西斯

统一 战线的研究
,

尚感不足
。

实际上
,

中国在这方面是作 出过巨大

贡献的
,

国外在这个 问题上的看法是欠公正的
。

三
,

加强对抗 日战争战略指导的研 究
。

中国能在 太平洋战争

爆发前 ∀ 年多的时间内以弱势的 国力独立抵抗 日本法西 斯的进

攻
,

并使之 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

最后 在 同盟 国 的配合下取得胜

利
,

是靠正确的杭战路线和 战略方针的指导
,

从而 形成 了宏伟的全

面全 民族的战争
,

打败 了军事实力
、

经济实力和政治组织 力均远远

超过 中国的 日本帝国主义
。

因此从宏观方面研究分析 中日双方的

战略指导
,

也是一个大的课题
,

具有重要的 意义
。

四
,

加强对杭战时期中国海
、

空军的研究
。

抗 日战争时期
,

中国

空军在对 日作战中作 出 了重大的贡献
,

海军次之
。

从杭 日战争史研

究中我们深刻体会到 国家经济贫弱
,

科技 落后
,

不 能掌握制空权
、

制海权所受的屈辱
。

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教训
,

对建设我国强大的

海
、

空军
,

保卫神圣祖 国的领海
、

领空
,

有重大的现 实意义
。

五
,

对 日本侵 华谋略
、

日军罪行
、

暴行等方面的研究
,

及中国军

民伤亡
、

财产损失等调查统计
,

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方面
。

以上 对进一 步办好��杭 日战争研究 》的意见
,

实际上也是对今

后深入进行杭 日战争研 究的希望
。

�作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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