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损失问题研究的区域研究基础构建
读 浙江抗战损失初步研究 

卞修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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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抗日战争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为追求民族解放、捍卫国家独

立而进行的一场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伟大战争,但这场战争在中国

国土上持续时间之长久、展开规模之巨大、武装对抗之激烈、波及

区域之广阔,在近代战争史上是不多见的,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

劫难,使中国遭受前所未有的人口伤亡、价值难以数计的社会物质

财富的损失及文化遗产的毁灭。

战后迄今近 60年间,在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始终存在一个难

题,即是有关中国抗战损失的研究,亦即有关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

遭受的社会物资财富损失及人口损失的研究。难题之难者, 是作

为这一专题研究之基础的资料保存、发掘、整理、出版等方面工作

一直没有充分展开。与此密切相关, 则是因资料的缺乏所导致的

专题性基础研究的成果严重不足。此外,研究者关注程度的不够

也更促成这一领域研究之薄弱局面的形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作为抗战史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抗战损失研究,更因资料分

散、研究难度巨大而长期处于几乎无人问津的地步。自上个世纪

80年代开始,当抗日战争研究重新进入学者研究视野而成为中国

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时,学术界所关注的重点, 一方面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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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战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传统研究领域, 同时

为揭露日本侵华罪行,驳斥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为侵略历史翻案的

言行, 一部分学者开始着重进行诸如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细菌战

与毒气战、强制劳工等方面日军暴行的专题研究。但于中国抗战

损失的专题性研究, 成果及进展相对于上述各方面的专题研究, 均

显薄弱,不足与该专题在抗战史研究领域所具的重要性相适应。

由此,当抗战史研究者无法回避中国抗战损失时, 便往往采取粗疏

估计、笼统叙述的方法,以寥寥数语作简单的结论性交待。但这些

结论性交待因缺乏充份的资料支持和严密论证, 合理性往往遭到

人们的质疑。当国家相关部门在处理特定国际关系问题不得不涉

及这一问题时, 往往又由于采用了这种通过粗疏估计得来的结论

陷于被动。

不过, 在最近数年间, 在这一专题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些令人

欣喜的明显变化。一方面是相关的基础性档案资料逐渐被发掘出

来,使人们有可能据以进行相对深入的专题研究。有关中国抗战

损失研究的专题论文和专著已能偶尔一见,表明研究者已不再满

足于对此问题的粗疏估计, 而欲作深入认真探讨和严密论证的意

愿。另一方面, 现代史学发展所出现的一些方法理论也开始对抗

战史研究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人们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治史方

法,开始由定性研究逐步过渡到定量定性相对合, 甚至以定量研究

为主导的方法。研究者在确立研究专题时, 也不再仅仅把研究视

角集中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传统史学研究的几

大块专题上,研究专题的选择呈明显细化的倾向。这样,以往很难

进入人们研究视野的许多专题得以受到人们的关注。同时, 往昔

人们觉得缺乏研究基础、研究难度较大的专题,由于视角与方法的

变化而日益受到人们的注重。就中国抗战损失而言,基础史料的

初步发掘、人们认识的进化、定量分析乃至交叉学科和跨学科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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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方法的介入,以及前人传统研究成果之转化为本课题专题

研究的基础,使得深入具体地探讨中国抗战损失问题具备了一定

程度的可能。

作为这种变化明显表征的, 是最近几年来出版发表的几篇有

关中国抗战损失研究的专题论文及几部有关中国抗战损失区域研

究的专著。其中一部即是袁成毅教授最新出版的专著 浙江抗战

损失初步研究 一书。

二

当人们涉及到中国抗战损失问题往往以笼统估计或干脆避而

不论时, 浙江抗战损失初步研究 作者在对前人研究成果系统考

察的基础上,深感于#到目前为止的战争期间伤亡人口的研究基本

上不是建立在各省区统计的基础之上, 因此,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

人口伤亡 3500万的说法总是受到各方面的质疑。有鉴于此,开展

对区域战争损失的具体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进而确立以浙江省

抗战损失为研究对象,由区域研究入手,著成此书。

我们不能不说作者的学术见地与勇气是十分令人钦佩的。正

如当年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等机构主持进行抗战损失调查时须由

各省市县级政府分别组织进行查报、层转汇总一样,研究中国抗战

损失问题, 同样亦应建立在具体的、分区域的、分专题的研究基础

之上。只有当学术界取得有关中国各省、市、区的各方面抗战损失

的区域性研究成果后,才能构建起中国抗战总体损失的数据基础,

舍此法门, 别为他途。我们不能企望面对一个涉及空间和时间范

围巨大的专题研究, 通过估计或定性的论述得到准确的解决,而必

须沉心静气,条分缕析, 把大的问题分析为一个个具体的、细小的

问题, 利用一切可能掌握的资料和合理的方法,逐个地、耐心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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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击破,从而为根本解决一个大的专题研究构建起基础。中国全

面抗战八年,所受损失空前巨大, 涉及范围广阔。从大的方面说,

可简单分作财产损失与人口损失。从小的方面而言,财产损失又

可细划为各项社会事业、各项公私财产的损失;人口损失同样可以

军民、男女、老幼等不同主体来划分,也可以直接、间接的伤亡形式

来划分,还可以区域分布来划分。纵横经纬, 中国抗战损失专题研

究本身即呈现一个庞大网状结构,结点即是一个个具体的细小问

题的核心,结点之间的连线正是各个具体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 归

而总之可喻为网纲, 亦即是中国抗战损失问题。常谓#纲举目张∃,

其实无#目∃则亦无所谓#网∃。但在以往学术界就中国抗战损失问

题的探讨中,研究者或基于研究视角的不同, 或出于该专题研究基

础的薄弱及难度的巨大, #举纲∃者多而#张目∃者寡,遂于无形中形

成此问题认识的粗疏笼统与缺乏严密论证。

通过对微观资料的充分发掘与利用, 进行相对细致的区域性

探讨, 藉以深化历史问题研究, 提高人们的历史认识水平, 在近些

年社会史、经济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中渐成一种趋势, 在中国抗日

战争史研究领域内也有较为明显的表现。这一方面显示着研究者

更具耐心, 研究对象更加细化, 学术界对研究规范的更加注重, 同

时也显示了研究者更趋于务实耐心的心态、敢于正视难题的勇气

与勇于解决难题的信心的增加。面对着繁若乱丝的中国抗战损失

问题, 浙江抗战损失初步研究 的作者即表现出了非常平和的心
态,他并没有好大喜功地奢望一次性解决全部疑点与难点问题, 也

未企图通过自己的研究对相关问题下一定论, 而是为自己的研究

确立了非常适度的定位, 既明确意识到以一人之力无法全面解决

如此庞大繁杂的难题,也不甘于流落于人们在涉及中国抗战损失

问题时经常挂在嘴边的#不可估量∃、#难以数计∃等模棱不定的说

法,而是怀着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据自己的研究视野所及和所能掌

∀185∀

抗战损失问题研究的区域研究基础构建



握的可靠材料基础, 进行其自谦称为# 一小步∃的具体的、区域的、

量化的研究,以期从对作为一个庞大网状结构的中国抗战损失问

题的一个点的层面即浙江省抗战损失问题,进行实在的探讨。作

者自己认为,笔者同时也认同进行这样的研究对于最终解决中国

抗战损失问题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当 浙江抗战损失初步研究 

摆在读者面前时,人们会发现作者务实的态度、严谨的学风、可敬

的勇气、卓越的学识与缜密的分析对同领域的研究者具有相当的

启示意义。以笔者所见, 以类似的方法作同类型研究的学者, 除

2000年 10月黄菊艳以中山大学博士论文的形式提交的 损失与

重建 抗日战争与广东经济 及其在此后发表的同专题论文外,

目前在国内的抗战史研究学术界尚不多见。虽然黄菊艳博士论文

的视角与袁成毅教授研究专著存在某些细微的差别,探讨的重点

与范围也不大相同, 但从研究中国抗战损失问题的角度出发,其区

域研究与量化研究的方法与成果恰具有异曲同工之趣。当今天学

术界猛烈抨击#如果史学∃之际,我们冒险作一假设:如果今天全国

有二十多位抗战史研究专家, 怀着与本书作者同样心态与务实精

神,不辞辛苦、耐心细致地对抗战期间除新疆、青海、西藏之外的曾

经遭日本侵华战祸的各省损失作同类的研究, 或从不同的角度与

层面对具体时空范围内的中国抗战损失问题进行可靠的量化分析

并取得可观的研究成果, 在此基础上整合局部研究成全局性成果,

则离我们解决中国抗战损失问题便为时不远了。且基于区域研究

与量化研究而得出的结论的可信度, 肯定较于笼统粗疏的估计与

缺乏论证的臆测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与可信度。

三

中国抗日战争损失问题研究, 其基本核心主要涉及到两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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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数量问题: 损失的财产数量及伤亡的人口数量。欲很好地解

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只依靠传统的定性研究的方法是无法完成

的,必须引入量化研究的方法。而量化研究的前提,则是研究者必

须花费相当大的精力,以求相对完整地发掘利用档案文献及其他

各方面的相关资料, 梳理头绪,订正讹误,补充缺失,以构建研究的

数据基础。有关某一省区之损失问题的研究, 同样也不能例外。

浙江抗战损失初步研究 之全书内容的核心及作者研究工作的成
果,也恰恰体现在这一方面。作者从浙江省内的档案馆、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的典藏档案, 以及地方史志及时人日记等文献中,爬梳

出大量的可靠资料, 构成其研究的基础,对抗战期间浙江省境内战

事情形、各县沦陷经过及程度、日本侵华当局在浙江省的军事殖民

统治与经济掠夺以及浙江省战时金融、工业、交通、农业、文化、教

育、医疗及人口等方面的损失进行了系统的、具体的考察与研究,

其在每方面做出的结论都建立在相对具体的、有根据的数据统计

基础之上,基本上打破了以往人们只作定性评述的窠臼,从而保证

研究与结论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比如作者利用档案记载、时人日

记及新修史志等方面的资料, 对战时浙江省近 70个市县的人口伤

亡损失最低限数进行逐个考察,得出浙江省抗战人口伤亡损失最

低限数为 34. 4万人,应该说这个数字基本上反映了作者考察所

及,同时也是迄今为止最具有可信度的、有案可据的浙省战时人口

损失情形。此外,作者于浙江省抗战时期经济损失的各个方面, 也

都凭借着大量档案数据文献, 进行了具体的演算分析, 得出基于原

始数据统计基础的定量结论: 直接工业损失以 1945年底法币值计

共达 392亿元, 交通运输方面(不含铁路损失)达 136亿元, 教育文

化损失达 334亿元, 农业损失 2056亿元,桑蚕损失 821亿元,渔业

损失 4560亿元,各项公私损失有据可考者共达 8301 亿元。其各

项结论均建立在切实可据的档案统计资料的基础之上,极具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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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至此, 书作者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完整的具有坚实的统计数据

基础、充满实证研究之理性的有关浙江省抗战八年间财产损失及

人口损失的详细图景,从而使人们对浙江省抗战损失能够有所直

观把握,对作者所立意探究的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之

滞碍作用, 也有一相对精确、形象的理解,初步解决了浙江省抗战

损失研究的两个主要的核心问题, 其与寥寥数语的定性交待相比,

意义无可同日而语。

结合量化研究、区域研究与微观研究的方法, 探讨中国抗战损

失相关问题虽然不能一次性地完整地得出最终结论,但作为解决

问题的一个切实步骤,成效是显而易见的。当然, 我们可以置疑因

时空隔阂、相关参数运用及作者搜集资料的局限而得出的结论的

绝对精确性。如作者在研究得出浙江省战时直接死亡人口最低限

数为 20万人之后,简单套用美西战争中间接、直接死亡人口比率

5. 2: 1,估计浙江省抗战期间间接人口死亡数在 100万人以上, 似

乎有些草率。笔者在研究中国抗战人口损失时, 首先肯定了袁成

毅教授研究得出的浙省战时直接损失人口 20 万人的最低限数。

同时,笔者通过考察比照浙江省与相邻省境的战争规模烈度、沦陷

程度、人口密度等,建立相关参数模型后认为浙江省抗战八年直接

死于战争灾害的人口至少在 46 万人左右; 浙江省 1945年人口统

计数较 1937年人口统计数绝对净减 157. 3万人。但我们不能认

为这个数字全部为人口死亡数,其中应包括为避战祸流难后方、因

战争状态下人口自身再生产能力下降而导致的出生数降低量及战

争间接人口损失数。综合上述各种因素,则袁教授利用其考察所

得浙江战时直接人口损失最低数结合利用美西战争直、间接人口

损失比率估计该省战时人口绝对死亡约 120 万人的结论, 似乎有

待进一步论证。另外,书作者在总结抗战时期浙江省财产损失时,

以 1945年 12月美金与法币的比价 1: 20将#有据可考的公私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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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损失∃法币 8301亿元,折成 415亿美元, 也颇有令人置疑的地

方。法币币值在抗战期间发生过巨大幅度的变化是众所周知的:

据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调制的战时全国物价指数表,以 1937年

1至 6月为基期, 指数为 100, 则战时全国趸售物价指数 1941年底

为2111, 至 1945年 7月为 235922; 全国零售物价指数 1941 年底

为2147, 至 1945年 7月为 261913。法币在抗战期间贬值是十分

严重的。1941年底,民国政府官方即曾衡定美元与法币汇率为 1:

20,但此汇率只是官方汇率,而在实际的外汇交易中没有任何参照

价值。由于法币持续不断的大幅度贬值,至 1944年底美元与法币

的市值比价已跌至 1: 570,至 1945年 7月间在后方城市曾跌至 1:

3150。抗战结束后之初期,法币的币值依旧变动不定, 总体仍呈贬

值之势,故 1: 20的美元与法币的比价, 能否反映法币的实际价值,

实在有些令人担心。因此, 浙江抗战损失初步研究 的结论部分

把具有较高可信度的浙省抗战八年财产损失的数额,以此比价折

算 1945年底的法币价值,以笔者来看, 仍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

但是,我们却无法否认作者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及作者基于其

掌握的资料而得出的#初步研究∃结论的可信性;同样, 我们也无法

否认该项成果对中国抗战损失问题研究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与启示

作用。我们期望在中国抗战史研究领域内能够出现更多的同类研

究成果,构建起中国抗战损失问题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基础与前

提。

(作者卞修跃, 1966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

(责任编辑:荣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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