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部研究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集大成之作
华中抗日根据地史 读后

鄢定友! !

2003年 5月,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南京大学马洪武教授主

编的 华中抗日根据地史 一书。该书是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

据地研究会立项的重点科研项目,是作者在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史

研究的基础上, 费尽心血编著而成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全面地论

述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历程,为从事华中抗日根据地史研究

的学者们提供一部完整的信史。笔者拜读之后, 感觉该书有以下

几个特点:

一,叙史全面。华中抗日根据地是新四军创建的, 由相互联系

又相互独立的苏中、苏南、苏北、淮南、淮北、鄂豫边、皖江、浙东等

8块抗日根据地组成, 其行政区域涉及到苏、皖、浙、鄂、豫、赣、湘

等 7省。近 10多年来, 对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工作从未间

断,相关各省先后编写出版了各自省属范围内的根据地史。如江

苏省编写出版的苏南、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史; 安徽省编写出版

的皖江、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史; 湖北省编写出版的鄂豫边区抗

日民主根据地史稿; 浙江省编写出版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史; 河南省

也编写出版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等等。这些著述虽

不同程度地论述了华中各块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战斗历程和政权建

设风貌,并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这

些著述均局限于对某一块根据地的研究,尚无将各块根据地研究

的成果∀整合#在一起而专门出版一部完整全面地反映华中抗日根

据地历史全貌的著作。有鉴于此, 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

∃248∃



研究会在 1997年 10月的南昌纪念新四军成立 60周年学术研讨

会上, 正式确立了编写 华中抗日根据地史 的任务。此书的参写

人员由来自华中各省市 18个单位的 29名学者组成。在这个学术

群体中,不乏知名的中共党史、军史专家,他们分工合作,集众人之

智慧,历时八载,几易其稿,终于写出一部系统的、全面的反映华中

抗日根据地历史全貌的史学著作 华中抗日根据地史 。全书

28章,共 75万字。前 10章从抗战爆发后的时局分析入手, 分别

阐述了苏南、皖中、皖东、豫皖苏、皖东北与邳睢铜、豫鄂边、苏中、

苏北等抗日根据地的开辟经过;第 11至 20章从分析皖南事变后

的时局入手,分别详尽地记叙了苏中、苏南、苏北、淮南、淮北、鄂豫

边、皖江、浙东等 8块根据地的坚持与发展情况, 并将各块根据地

的演变历程整合在一起, 全面翔实在反映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历

史全貌。第 21至第 28章是专题性研究。与此同时,该书第 27章

还就上海人民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支援进行了专门的阐述。应该

说,该书着墨的重点集中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历程上,

而亮点却凸现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专题史研究上,做到重点突出,

亮点显现,从而全面地阐述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坚持与发展

历程。

二,体例新颖。作为通史性的著作,该书在体例上基本按照编

年史的写作方法,并结合专题史的体例, 先分后总,合理安排书中

的章节,脉络清晰,结构井然。该书在框架结构上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二两部分采用编年体的体例,以时间顺序为经,以空间排例

为纬,结合特定历史时期的国内外时局,分别就各块根据地的创建

与发展进行详细的阐述, 这就在时空上清晰地勾画出华中抗日根

据地创建与发展的历史线索, 给读者一目了然的感觉。第三部分

是本书在编写体例上的一种尝试,即在前两部分编年体修史的基

础上, 采取专题修史的体例,对华中抗日根据地共产党的建设、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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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建设、军事建设、法制建设、财政经济建设以及文化教育建设等

问题,进行宏观与个案相结合的专题研究,从而科学地论证了华中

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另外, 该书还运用了分总

结合, 条块结合的方法, 史论结合, 既从微观上记述各块根据地创

建与发展脉络, 又从宏观上完整地反映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历史

全貌。阅读第 1章、第 10章和第 20章,就可概要了解华中抗日根

据地发生、发展和形成的历史过程,以及中共战略指导上的变化。

这种体例上的创新, 给读者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三,史料丰富。该书的作者们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研究是在

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进行的。该书史料翔实, 运用了大量的中

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新四军文献、回忆史料、战争

年代的报刊资料、各类文集、选集与年谱、个人传记、个人回忆录、

地图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分类资料汇编与选编、地方史, 以及各

省整理编写的地方抗日根据地史等史料。作者们在修史中始终坚

持∀ 让史料说话#的态度, 充分采用大量的第一手史料来论证自己

的观点,论从史出,史论结合。

四,雅俗兼顾。作为一部迄今为止研究华中抗日根据地史的

集大成之作,该书又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它不仅阐述了华中

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坚持与发展历程,还论述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并总结了华中抗

日根据地在民主政治建设、廉政建设、中共思想理论建设、干部队

伍建设、法制建设、军事建设、财政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等各方

面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同时全书始终贯穿着∀华中抗日根据地是

新四军用枪杆子开辟的, 而根据地人民又以源源不断的人力、物

力、财力支援新四军#这一主线,提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在华中抗
战中起了据局部而扼全局的作用#, 是∀消灭和驱逐侵略者的重要

战场#, ∀为全国解放战争准备了战场和后方基地#, 并∀为建立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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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作了重要探索#等学术观点。这些观点是

源于对史实的客观的科学的分析,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

此同时,该书将学术性与可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文笔流畅, 通俗

易懂,使之起到普及历史知识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

五,仍有缺失。由于参与本书初稿撰写的作者较多,他们的文

风各异,且着墨点也各有侧重,这使该书的整合难免出现缺失。例

如,华中抗日根据地是全国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的

生存与发展不能脱离全国而单独存在, 势必与其他地区发生密切

的联系,而该书虽就上海人民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支援单列章节

进行论述, 但其他地方的人民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支援或影响着

墨不多。尤其是该书在纵向论述上观点新颖,说理透彻;而在与其

他各根据地、如华北、陕北、山东等根据地的横向比较与联系上却

涉及不多。

总之,综观全书,瑕不掩瑜,在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能出版这

部填补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的重要著作,是修史者们对

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的一个贡献,该书乃不愧是一部研究华中抗

日根据地的集大成之作。

(作者鄢定友, 1965 年生,江苏警官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荣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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