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日战争可以避免吗?
兼论"从九一八到七七"的连续性问题

减运枯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书))2010 年 1 月公开发表一年来，作为近现代史组的中方委员之一，

笔者在关注学界评论的同时，也不断反思历时三年的第一期共同历史研究的过程，继续思考本人承

担部分所涉及的重要学术问题。

首先应该指出，我们在与日方开始共同研究之初，对于近现代中日关系史的历史分期，即阶段

划分的问题，并无多少分歧，因而很快就在 2007 年 3 月于东京会议上达成了共识。双方同意按照

传统史学的纵向演变过程的表述方法，把近代0840-1945 年，战前)中日关系历史，划分为两个时

期 :1840-1931 年为第一时期(即"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的开端与演变勺， 1931-1945 年为第二时

期(即"第二部战争的时代");相应地又将以上两个时期(即"部勺，分别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章勺，

由此构成了本报告书的两部、六章的形式。笔者所承担的是第二部第一章的执笔和研究工作(后来

根据需要，又邀请了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希亮研究员，作为"外部执笔者"，主要承担了

第一节之第五目)，日方的执笔者则为日本防卫大学户部良一教授。

我们之所以将 1931-1937 年间的中日关系(中方惯称"从九一八到七七"、日方习称"从满洲事

变到日中战争")作为第二部"战争的时代"之第一章，也就是要表明:双方都认为这是"战争时代"的

组成部分， ep其前期或第一阶段;它与后续的两章("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一起，共同构成了第

二部"十五年战争"的三个历史阶段。虽然在中日两国学界，历来都重视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但在

共同历史研究开始之初，双方委员们并未就此展开过多的讨论就达成一致了上述共识，这一方面说

明了两国学界对于日本"十五年战争史"达成了重要共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从九一八到七七"

的重要历史意位。这不但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也为共同历史研究的迅速展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问题并没有随着上述分期问题的迅速达成而完全得到解决。双方在分别完成执笔报告

之后的几次共同讨论中，对于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关系的走向、华北事变前后中日关系的状况、全

面战争前夕日方有无计划性等三个问题，展开过多次争论。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双方分别对初稿

进行过两次修改，最后形成了发表的正式文本。笔者拟在中方报告书的基础上，就上述三个问题，

继续发表自己的见解。

一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关系的走向

关于九一八事变(即日方所通称之"满洲事变勺，双方虽然在事变发生的近因与具体过程上还

有些争论，但对于其性质问题并无异议。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关系历时六年，并没有迅速走向

全面战争，因此，如何看待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关系的走向，就是需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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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指出的是，中日史学界对于九一八事变的下限问题，一直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国学界一

般认为是在 1932 年 9 月日本承认伪满洲国，日本学界基本上以 1933 年 5 月《塘沽协定》的签订为

标志。笔者在报告书和本文所述，遵从中方的一般见解。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迅速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并在一二八事变的硝烟掩护下，迅速扶

植了伪满洲国，随后予以外交上的承认。这个历史过程是非常清晰的，元需赘述。问题在于九一八

事变期间，日本的对华政策是否仅限于侵占东北兰省、扶植与承认伪满洲国?

日本学界之所以将"满洲事变"的下限划定为 1933 年 5 月《塘沽协定》的签订，其实已经清楚地

表达了他们的看法。笔者曾在拙著(((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

的基础上，专门发表论文指出:日本在九一八事变期间，就已经通过发动"天津事变"、酝酿华北政

策、计划新的对华政策，并以热河、山东省为重点，开始了向中国华北的扩张。①坚持"十五年战争

史观"的日本学者安井三吉先生，在其后的大作中未称"满洲事变"，并专门论述了"柳条湖事件与华

北问题"、"热河作战与华北问题"等内容。②为弥补中方研究报告书之不足，兹继续略论如下:

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 9 月 24 日，日本政府发布了《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一次声明))，声称将采取

"不扩大"方针。③ 30 日，陆军省、参谋本部研究并制订了《关于解决满洲事变的方针))，不但提出了

"解决满蒙问题的目标"而且进一步提出了"对中国本部的方策"。⑥ 10 月 8 日，陆军三长官(陆相、

参谋总长、教育总监)共同决定的《处理时局方策))，以上述文件为基础，除了满蒙政策之外，又分别

规定了对于"中国本部"的政策 ;9 日，陆相南次郎向若榻首相提出了这个文件，要求政府迅速确立

方针。⑤ 18 日，前陆相白川义则赴满洲视察出发之前，陆相南次郎在委托他向关东军传达的事项

中，不但包括了这份文件(但仅限于向关东军司令官出示)，而且特别说明了军部制订上述政策的过

程。⑥在事变后的一个月之内，日本军部与关东军之间，关于满蒙政策与对中国本部政策，已经达

成了一致。

10 月 26 日，日本政府发布了《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二次声明)}，提出了为应付国际联盟而进行日

中直接谈判的要求。⑦与此相呼应，陆军省在征得外务省的谅解后，于 11 月 4 日制订了《对列国的

政策))，分别规定了对英国、美国、法国、国际联盟及苏联的有关对策。③ 12 月 13 日，若榻内阁总辞

职，犬养毅内阁成立。 23 日，陆军省、参谋本部在前述《处理时局方策》的基础上，商定了《处理时局

纲要案》第一案，除了满蒙政策之外，还规定了对于中国本部的两项政策。⑤

1932 年 1 月 6 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返回东京与陆军中央部商谈期间，得到过一份

~ 

① 喊运枯，((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的华北谋略>>.<<北京档案史料>>2001 年第 3 期 s又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

编《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 九一八事变 7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12一130

页;((九一八事变时期日本的对华新政策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 年第 2 期.

② 安井三吉， r柳条湖事件力>?;，虚满楠事件;t-r- 一九三0年代辈北毫的<- .Q日中η对抗J ，束京 g研文社 2003 年版，第 27

一 126 页。

③ 外费省编寨， r 日本外交年表垃主要文鲁』下卷，柬京 z原鲁房 1978 年版， r主要文书』第 181-182 页，本文以下略称『主要

文蕾』下誉。

③ 参漂本部第二揉， r满州事交槐密作峨日益J ，载稻菜正夫Il力渲编， r太平洋峨争气仍道 别卷 资料编J ，束京 z朝日新回

社 1963 年版，第 131 页。以下所引该书，均系出自该『日语』。

⑤ 『太平洋草草争气仍道别卷 资料编J ，第 135-136 、 144 页。

⑥『太平洋鞍争气η道别卷资料编J ，第 144-145 页。

⑦ 『主要文蕾』下誉，第 185一 186 页。

⑧ 『满密大日记j昭和七年十四栅η1 ，日本防卫省防E研究所图书馆藏。

⑨ 片金衷， r满洲事变穰密政略日琵」其三，载小林意夫、岛回俊彦编集·解说， r现代史资料 7. 满洲事交J ，束京 ， J牛 -"91"番

房 1964 年版，第 320-3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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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犬养内阁的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协定的方案《处理中国问题的方针纲要》。这份文件除了在形

式上改称"中国问题"之外，在内容上几乎就是上述《处理时局纲要案》的翻版，仍然分别规定了对满

蒙与中国本部的政策。① 14 日，芳泽谦吉出任外相，他完全同意上述文件的主旨。②犬养内阁随后

于 2 月 17 日设置"对满蒙实行策案审议委员会"并规定对满蒙实行策各项方案的立案依据就是上

述《处理中国问题的方针纲要》。③ 3 月 9 日，溥仪出任伪满洲国执政。 12 日，犬养内阁阁议决定了

《处理满蒙问题的方针纲要》等文件。④随着《处理中国问题的方针纲要》作为国策文件的地位被确

立"对中国本部政策"也正式上升为日本在"满蒙政策"之外的国策。

5 月 26 日，斋藤实内阁成立， 7 月 6 日，原满铁总裁内田康哉担任外相。为了满蒙问题而不情

采取"焦土外交"的内田外相，上任之后，围绕着国际关系中的时局处理方针问题，与陆相、海相进行

了多次协商，后经过首相和其他阁债的同意，8 月 27 日斋藤内阁阁议决定了《从国际关系出发的处

理时局的方针》。⑤它首先规定了日本外交的核心是"采取自主的立场，为实现治理满蒙而迈进"

并规定沿用犬养内阁 3 月 12 日的阁议决定。这就不但继承了满蒙政策上的一贯立场，也为不久(9

月 15 日)的承认伪满洲国奠定了基础。但这份文件的重点并不在于此，它要规定的乃是日本围绕

满蒙政策而必须处理的对中国本部的政策，以及对英、法、美、苏等列国的政策。为此而首先规定的

对华政策，提出了将"对满蒙政策"与"对中国本部政策"区别开来、分别对待的方针 F在对中国本部

的政策上，虽然在正文中规定的方针是"主要使其发挥贸易及企业市场的性能"，但又规定当前要按

照附件甲号的"对中国本部政策"进行处理。该附件则规定"我方要密切注视因近来中国本部的地

方政权愈加明显的分立状态而带来的政局演变。对采取比较稳健态度的政权，应尽可能尊重其立

场及体面，或者进而采取善意态度，使其有利于我方" "在情况允许之时，努力谋求与各地方政权之

间实际解决各种案件，并避免发生事端"。该附件还规定了日本对于上海方面、沿海及长江沿岸地

区以及"山东地方及华北"的不同对策;对于"山东地方及华北" "万一该地区治安发生显著混乱、帝

国臣民的生命财产及其他重要权益绝对需要保护时，就应当出兵"。⑥

自从 1927 年 7 月田中义一内阁在东方会议上决定的对华政策将满蒙与中国本土分离的方

针⑦以来，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即将结束之际，由斋藤内阁阁议决定的上述文件，具有承前启后的过

被意义。如同犬养内阁在满洲事变期间阁议决定了日本的对满蒙政策一样，斋藤内阁阁议决定的

这份文件，标志着在事变之后，日本的对华政策已经完全转向了"对中国本部政策"。

10 月 5 日，陆军次官以"陆满 1489 号"电报，向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通报了阁议决定的上

述《对中国本部政策》。③ 1933 年 2 月 23 日，内田外相致电驻华各总领事，重新解释了上述对华政

策。他说这原过是把以前的一贯方针，重新以阁议的方式加以决定，陆海军方面已经贯彻。他还把

上述文件中的对华政策内容加以综合，取消了原先的附件形式，而改称《处理对华时局的方针纲

要))，其要点计有五项。⑨内田外相的这个解释，就使得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的"对中国本部政策"，

进一步明确而完善起来。

①『太平洋峨争气仍道别卷资料编J.第 172-173 页。

② 『满密大日记』昭和七年十四栅(7)1. 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藏.

③ 外费省编篡: r 日本外交文香·满州事交』第二卷第一册，外移省 1979 年版，第 363 页.

④ 『主要文蕾』下卷，第 204-205 页。

⑤ 内回康哉侄言己编篡委员会: r内田康哉J.束京=鹿岛研究所出版会 1969 年版，第 380-381 页。

⑥ 『主要文害』下卷=第 206-210 页。

⑦ 『主要文番』下卷=第 101-102 页。

③ 『满密大日记』昭和八年二十四而仍18. 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藏。

⑨ 『帝国/对支外交政策一件J(松本起银第一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外费省起银:A 1. 1. O.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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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日本政府与军部在九一八事变期间决定的在"满蒙政策"之外的"对中国本部政策"

实际上就是日本将继续向以华北为中心的中国本土进行侵略与扩张的政策，它因此决定和规定了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关系的走向。

根据上述内容，我们自然可以认定九一八事变就是日本"十五年战争史"的开端。在九一八事

变 10 年之后的 1941 年，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前夕，陆相东条英机 9 月 18 日在"纪念满洲事变

十周年"的演讲中，即宣称"满洲事变"是日本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先驱叭外务省条约局在首次

编篡的《大东亚共荣圈关系条约》中，亦将 1932 年 9 月 15 日日本承认伪满的《日满议定书))，作为其

"大东亚共荣圈"的第一份条约文书。②

二华北事变前后中日关系的状况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虽在 1933 年上半年由于日军发动热河、长城作战而一度再现紧张的

局面，但随后的相当一段时期，直至 1935 年下半年，都呈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因此，如何认识

1935 年华北事变前后中日关系的状况，不仅关系到"十五年战争史"的构成问题，也关系到九一八

事变与七七事变的连续性问题。

首先就是关于 1933 年上半年中日关系的定位问题。如上所述，日方由于将"满洲事变"的下限

定位于 1933 年 5 月《塘沽协定》的签订，因此战后学界所述，基本上沿袭了战前的史观，即认为这一

时期乃是"满洲事变"的收尾、终点阶段。③笔者虽然并不否定这一时期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结束"

意义，但重点是要结合研究日军在热河、长城作战期间的"华北谋略"以及分析《塘沽协定》的"启后"

意义，论述其作为日本实施上述华北政策、向华北扩张的开端标志。④这不但反映了中国学界的一

般看法⑤，其实在日方也有不少类似的见解。当时主持与中方谈判、签订《塘沽协定》的关东军代表

冈村宁次，即认为该协定"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之间我国长期对外政策中的境界点"。⑥捆

场一雄在其战史名著《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中，通过反省后也认为"国策越过了山海关，就演变为

支那事变。"⑦日本著名的"十五年战争史"专家江口圭一，虽然也将《塘沽协定》作为满洲事变的终

点，但也同时指出:"((塘沽协定》形成了日本以现地军为先锋的继续、扩大侵略的华北分离工作的立

足点。"⑧

关于 1933 年 5 月《塘沽协定》之后到 1935 年华北事变期间的中日关系的状况，日本不少学者

‘ ① 柬条英檐: r大柬噩鞍争l之直面Lτ 束条英檐首相演就集J ，束京 z改造社 1942 年版，第 162 页.

② 外移省条约局编篡: r大束亚共柴圈第二次欧洲大鞍阂保条约集J ，束京 2 日本国隙恼会、研文社， 1941 年 9 月 27 日。

③ 应该指出的是，日本官方当初并没有划定"满洲事变"的下限:1931 年 9 月 18 日柳条湖事件以后， 21 日，日本政府举行阁

议，决定将此次事件看作"事变'气 11 月 28 日，阁议决定把天津事变包括于该事变的范围;1932 年 1 月 29 日，阁议又决定把上海事

变也包括于该事变的范围(((公文类聚》第 55 编，昭和 6 年第 32 卷·军事，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据此，日本陆军省在 1931 年 9

月 23 日、 12 月 5 日、 1932 年 2 月 5 日，分别发出通告，将这些事变一律称为"满洲事变"(r隆满槐密大日起』昭和六年满洲事交缀，

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藏)。

@)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报告书>>，第 187-188 页。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 ，第十二章第一节;中国史学会等

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十三·抗日战争以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第一卷"七七之前飞中央档案馆等合编:<<日本帝国主义

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事变>><中华书局 2000 年) ，第一部分s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

(一)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1 年版，

⑥ 防衡厅防衡研修所草草史窒: r导员史莲香·大本营隆霸部J (1) ，束京 s朝霎新随社 1967 年版，第 338 页。

⑦ 掘塌一雄: r支那事交鞍争指尊史J ，柬京 g原蕾房 1973 年版，第 738 页。

③ 江口圭-:r十五年鞍争小史新版版J ，柬京 z青木香店 1991 年版，第 74 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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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是"小康状态"、"安定化"的时期，这也是有些日本学者否认"十五年战争史"的一个重要理

由。日方的报告书反映了这一见解①，其执笔者户部良一教授随后继续发挥了他的看法。②笔者尊
重日方学者的学术见解，但是要补充以下两点反论 z

(一)中日关系"安定化"的中方因素

迄今日本学者所论，基本立足于日方因素，指出在这一时期，日方在"广田一一重光外交"的主

导下，压抑了现地日军的"独走"而致力于探索实现"安定化"，华北当局与日方的现地交涉则是一

个模式。作为主宰当时中日关系的矛盾之主要方面，笔者并不否认广田外相的"协和外交"、有吉明

大使的"水鸟外交"等，对缓和中日紧张关系的作用，但也注意到之所以会一度出现中日关系"安定

化"的局面，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政策和汪精卫一一唐有圭一一黄

郭等亲日派的妥协外交，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学界以往长期忽略之，但近年

来中国学者发表的大量专著，对此进行了相当深人的研究，可以为证而无需赘述了。③

笔者因此想指出的是:在 1930 年代中期，实现中日关系的"安定化"，并非日方的一厢情愿，如

果没有中方的主动和配合，那才是水月镜花般的虚幻。而如果仔细研究中国资料，可以发现所谓实

现中日亲善及其高潮，其实更多地倒是中方的一厢情愿，而日方的回应则不过是将驻华公使馆升格

为大使馆这样一件徒具虚表之形式。对此，笔者曾参阅新近在美国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并结合有

关最新资料，论述了蒋介石在发表《敌乎?友乎7))之后，主动提出对日政策"三原则"来改善、缓和中

日关系，而日方则以"广田三原则"来加以抵制和对抗，终使两国关系持续紧张到 1936 年底的历史

过程。④

(二)中日关系丧失"安定化"机会的日方因素

与以上问题相关联，日方学者注意到了"安定化"遭遇的挫折，并认为"安定化"丧失了机会。⑤

关于丧失"安定化"机会的原因，则更多地指出了来自中方的因素，比如中国政府推行的币制改革

等。如同将日本侵华归因于中国排日、抗日这种倒果为因的逻辑一样，这个问题大有学术讨论的

必要。

笔者拟结合 1930 年代中期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作一简单的考察:1933 年初日本开始了

新的侵华阶段之后，日本政府以 9 月广回弘毅出任外相为契机，根据新的国际形势的变化，在 1932

年 8 月 27 日阁议决定的基础上， 10 月由五相会议制订了《外交方针》之"对华方策" 1934 年 4 月

的"天羽声明"事件之后，外务、陆军、海军三省当局，奉命继续协商其具体政策，并于 1934 年 12 月

7 日决定了《关于对华政策的文件》。该文件不但把上述"对华方策"进一步具体化，而且指导了即

将付诸实施盼华北政策，因而成为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华政策基本形成的标志。 1935 年华北事

变高潮之际， 10 月 4 日，外务、陆军、海军三省决定的《关于对华政策的谅解》及其附属文书，既以广

田三原则敷衍了中国政府提出的三原则，又肯定了去年政策的继续有效性。这些政策相继被传达、

①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日方报告书>>.第 245-250 页。

② 严部良_:r 日中鞍争舍的々 Q研究勤向J.r军事史学』第四十六卷第一号.2010 年 6 月。

③ :xU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 z从九一八到七七)).台北国史馆"1995 年版;许育铭:((汪兆铭与国民政府一一

1931 至 1936 年对日问题下的政治变动机台北国史馆"1999 年版 3周美华:((中国抗日政策的形成→→从九一八到七七)).台北:

"国史馆"2000 年版;李君山:<<全面抗战前夕的中日关系>>.台北 z文津出版 2010 年版;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g彭敦文必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及其变化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鹿

锡俊J中国国民政府仍对日政策 1931-1933J.束京 z柬京大学出版会 2001 年版。

④ 喊运枯:((蒋介石与中日三原则谈判>>.<<民国档案 ))2010 年第 4 期。

⑤ 尸部良_:r 日中阂保安定化。〉檐会要失(一九三三 一九三七)苍的〈韵 ->τ一一一最近η研究勤向力'G--J.r国学院雄

话』第 97 卷第 6 号 .1996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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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之后，遂成为日本发动、推进华北事变的指导与依据。①对于此过程， 1935 年 4 月 8 日，在日本

驻华公使有吉明奉命召集的驻华领事会议上，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1936 年 4 月后升任驻华大使)

曾在发言中坦承"年来对华交涉，均集中于华北问题，而本总领事馆又适在华北区域内，故参与重

要交涉较多·…..其一切交涉方针及处理方法，均事先得外务省及军部批准，总领事不过其中负责共

同交涉之一员而已。"②

日本政府、军部共同决定的这些政策，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仍然前后连贯、一脉相承。那么，所谓

"华北事变"的责任、中日关系丧失"安定化"机会的原因等问题，不是已经很清楚的了吗?就连九一

八以后在对日问题上一直唱低调的胡适先生，闻知日本发表了"天羽声明"之后，也迅速发表文章，

指出这是"日本东亚门罗主义的最新纲领"并认定广田外相的"协和外交"原来还是内田外相的"焦

土外交"。③胡适作为中国的时人和国人的这种认识，应该是深刻而合理的。

三全面战争前夕日本侵华的计划性

1935 年底达于高潮的华北事变，不仅结束了《塘沽协定》以后中日关系的"安定化"局面，而且

把此后的中日关系推向了剑拔弩张的高度紧张期，即处于全面战争的前夕。日本在二二六政变后，

迅速走向了法西斯主义道路，广田内阁全面确立了以分离华北为中心的对华政策，军部制订了

1937 年度对华作战计划;中国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以后，确立了新的对日政策，在"最后关头"到来

之前，进行了全面抗战的准备。因此"华北事变"不但是从满洲事变到日中战争的连接点，也构成

了日本"十五年战争史"的阶段性标志。④

1936 年间至 1937 年上半年的全面战争前夕，日本有无对华战争的计划性?这个问题既关系

到从九一八事变到日中战争的连续性问题，也影响到七七事变的必然性问题的判断。与日方报告

书更多地关注战前中日之间的各个具体事件的写法不同，中方报告书更多地立足于中日两国当局

的决策过程与政策和计划的本身，来论述走向全面战争的必然性。由于此事变的发生问题不在本

章的讨论范围，笔者主要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一)关于日本对华政策的全面确立与再确立的过程

1936 年 1 月 9 日，参谋本部发表《华北自治运动的演变趴在总结以往华北工作的基础上，提出

了"华北明朗化"的政策目标。⑤ 13 日，陆军省对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发出《处理华北纲要》的指示，进

一步明确了华北五省自治的政策。⑥ 17 日，陆军省通报驻华官员:外务、海军方面对于上述宗旨，没

有异议。⑦以结一次《处理华北纲要》为标志，华北政策正式成为日本的国策。

二二六政变之后， 3 月 9 日，前外相广田弘毅组阁， 4 月 2 日，前驻华大使有田八郎出任外相。

随着"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的恢复，在军部国策的左右下，广田内阁的对华政策全面确立下来: 8 

① 减运枯:((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及其演变M抗日战争研究))2007 年第 2 期。

② 《日帝国主义侵华之阴谋-一日本驻华领事会议记录机上海s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1937 年印行，第 71一72 页。又见杜春

和、耿来金整理((1935 年日本驻华总领事会议记录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编辑部《近代史资料》总第 86 号，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58 页。

③ 胡适:(("协和外交"原来还是"焦土外交吟，((独立评论》第 98 期， 1934 年 4 月 29 日。胡氏此文作于 4 月 23 日夜。

④ 对于中方所称的"华北事变飞日本战前和战后的学界一般称为"华北工作飞最近也有日本学者专门研究了"华北事变"。

如，内回尚孝: r莘北事交η研究 塘沽馅定之辈北危檐下η日中阂保一九三三 一九三五 J ，束京 z汲古香院 2006 年版。

⑤ 岛田俊彦、稻菜正夫编集·解说: r现代史资料 8. 日中鞍争1J，束京 :h才，1'番房 1964 年版，第 128一 134 页。

⑥ 『主要文番』下卷，第 322-323 页。

⑦ 『隆漏密缀』昭和十一年第七号，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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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7 日，首先召开的"五相会议"决定了《国策基准))，规定日本"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同时向

南方海洋扩张发展"的根本国策;随后召开的"四相会议"决定了《帝国外交方针儿规定了日本的对

外政策，关于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则规定参照 1935 年 10 月 4 日的对华政策决定。① 11 日，广回

内阁的有关各省决定了《对华实行策严，同时还决定了《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③上述一系列文

件，标志着日本以华北政策为中心的对华政策的全面确立。

1936 年底中国绥远事件的爆发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宣告了日本贯彻既定对华政策的挫

败。 1937 年 1 月 23 日，广田内阁总辞职。 2 月 2 日，林镜十郎内阁成立。 3 月 3 日，佐藤尚武就任

外相，继续调整对华政策。 4 月 16 日，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大臣共同决定了《对华实行策》和

《指导华北方策》。④此次最大的变化在于对华北的施策，取消了"完成以华北民众为中心的分治政

治"规定当前的策略主要是进行以华北民众为对象的经济工作以及文化工作。⑤但"佐藤外交"在

对华政策上的调整，并未改变前内阁的根本对华方针，并伴随着 5 月 31 日林内阁的总辞职而宣告

夭折。

6 月 4 日近卫内阁成立，广田弘毅再次出任外相。在对华政策上，近卫首相 12 日说:还是广田

内阁时代的三原则为好;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随后表示:要采用广田内阁时代决定的《对华实行策》

及《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1936 年 8 月 11 日)。⑥广田外相 20 日在给驻华大使川越茂的训令中，

指示他归任后，"对佐藤外交之后退色彩予以修正"。⑦否定"佐藤外交"而回归到 1936 年 8 月广田

内阁的对华政策，就成为近E内阁在对华政策上的选择。 7 月 6 日，在近卫内阁阁议上，广田外相

认为:日本的对华外交方针，除了毅然推行正确政策之外，别无他途;他的意见，得到了全体阁僚的

一致同意。③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的 7 月 15 日，近卫内阁情报委员会发表了外务省编辑、"绝密"标示的"时局

宣传资料"，其中一份《关于对华政策》的文件，共分三部分:1.对华政策的基调，规定与 1934 年 12

月 7 日外务、陆、海军三省有关课长之间决定的《关于对华政策的文件》相一致 ;2. 对华三原则，"即

1935 年 10 月有关各省决定的所谓对华三原则"亦即"广田三原则"; 3. 对华施策的纲要，则是将上

述目标和原则在政策实施上进行的细化。⑨上述文件，就将七七事变以前日本的对华政策及其继

承关系，进行了最好的总结。

以上所述在全面战争前夕，日本对华政策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而在卢沟桥事变之际确立

的对华方针，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日本侵华战争在决策上的必然性吗?它因此也成为战后东京审判

对于广田弘毅判决的历史证据之一。⑩

(二)关于日军对华作战的计划性
由于近代日本在军政体制上的特殊性，日本政府主要以外务、陆军、海军三省决定的上述对华

① 『主要文蕾』下卷，第 344-347 页。

② 『现代史资料 8 .日中较争 lj ，第 366-367 页。

③ 『主要文番』下誉，第 347-348 页。

④ 『主要文蕾』下卷，第 360-362 页。

⑤ 『主要文番』下巷，第 362-365 页。

⑥ 转引自臼井腾美: r 目中外交史研究一一昭和峨前期 J.柬京 g吉川弘文馆 1998 年版，第 227 页。

⑦ 中国驻日大使馆致南京外交部电0937 年 6 月 20 日) ，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印《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 ，台北 2

1966 年印，第 128 页。

③ 『鞍史辈富·大本营隆军部J (1)，第 429 页。

⑨ 『帝国/对支外交政策一件J(第七拳)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外移省记绿: A 1. 1. O. 10 。

⑩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之对于"广田弘毅"的判决书，群众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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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虽然部分地体现了军部的意图，但军部势力对政府的决策，未必就是上行下效、令行禁止的，

以致经常出现日本学者所谓军部"独走"以及"下克上"的现象。但在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仍应看

到日本对华作战上的计划性及其与上述政策之间的关联。

1936 年 8 月，参谋本部制订了"1937 年度对华作战计划"其中规定:在华北，将用 8 个师团，占

领北平、天津等地，在华北五省作战;在华中，将用 5 个师团，一部进攻上海，一部在杭州湾登陆，两

军策应向南京作战;在华南，将用 1 个师团占领广州一带地区。军令部对此采取了同一步调，规定

日本海军要协助陆军占领中国各战略要地。①据此，日本陆军在 1936 年 9 月开始的对华作战年度

内，将使用 14 个师团的兵力，而大大超过了上一个年度的 9 个师团;其中在华北作战，则由 5 个师

团增加到 8 个师团。②军令部继 1935 年 9 月 3 日制订的((1936 年度帝国海军作战计划》之后，也于

1936 年 9 月 3 日制订了((1937 年度帝国海军作战计划))，以上两计划均规定了日本海军在中国华

北、长江及江南方面的作战计划。③ 9 月 15 日，中国驻屯军根据参谋本部此前的有关计划，制订了

《昭和十一年度华北占领地统治计划书))，于 23 日上报陆军省，提出了将要占领、统治华北的计

划。④参谋本部、军令部制订的 1937 年度对华作战计划，虽然属于例行的年度计划事宜，但如果联

系到它们出台的时机、计划内容的变化以及全面侵华战争以后的实际行动，就很难否定它们与日本

上述对华政策之间的关联性了。即使中国驻屯军的上述计划书，虽然源于参谋本部 1933 年 9 月的

文书及该军 1934 年 3 月的计划，但恐怕也很难区割它与日本政府同时的分离华北政策、为此而增

强中国驻屯军的措施，以及七七事变以后日军殖民统治华北之间的必然性关联。⑤

关于七七事变前夕日军的对华作战计划，如果学者们可以找到更多的军部战前的机密文书，特

别是中国驻屯军以及关东军的有关档案，上述问题相信自可迎刃而解。但遗憾的是，直到目前为

止，我们似乎还只能举出以上三份文书。而同样更加遗憾的是，由于在战败投降前后，日方有计划、

大规模地销毁了与侵华战争有关的大量外交与军事文书，这就为所有奉行实证主义研究的后世历

史学者们，在现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上，留下了永远的缺憾。⑥而这种特殊而客观的"缺憾"情况的

存在，就使得我们在研究中日战争史上，既不能以"如果"来假设史实，也不能以仅有的材料来轻易

断论，而只能通过关注历史事实之间的关联性，来寻求其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逻辑了。对此方

法，我相信日本学者也不会否定吧。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也。"在近百年的历史上，两次中日战争所给予近代中日关系的影响是

重大而深远的;而第二次中日战争甚至影响到了战后。因此，正确研究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乃是从

学术层面解决中日历史问题的关键所在。为此，如何在研究、总结"史实"的基础上，产生出正确的
"史识"，既需要正确的"史观"也需要科学的方法。通过此次共同历史研究，中日两国的学者应该

① 防衡厅防衡研修所鞍史窒: r草草史莲香·支那事麦隆窜作鞍J (1) .束京 z朝霎新罔社 1975 年版，第 102-104 页。

② 关于 1936 年度的对华作战计划及其与 1937 年度计划的对比，参考『鞍史最富·大本营隆ij[部 J (1).第 368-370 、 412-

414 页。

③ 防衡厅防衡研究所峨史室编: r史料集 海霞年度作鞍苛画J.束京 g朝霎新闹社 1986 年版，第 18← 32 、 48-61 页。

③ 美国国会图书馆制，中国国家图书馆藏A 日本陆海军档案以缩微胶卷) • Ree1109. T784.第 18798-18857 页。

⑤ 1936 年 4 月 17 日，广回内阁决定加强中国驻屯军 .18 日，陆军省命令该军实行新的编制 z军司令官为天皇"亲补职"、兵力

增加到三倍、由一年轮换制改为"永驻制"cr鞍史辈害·支那事麦隆罩作鞍J (1).第 71 页)。关于该文书的考证与研究，参见贼运

枯A关于一份七七事变前夕日军阴谋侵占华北的机密文书的考论>>.<<抗日战争研究>>2002 年第 3 期;永井和: r 日中鞍争力马马世界

峨争气j第一章，京都 z恩文阔 2007 年版。

⑥ 减运枯:((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上永远的缺憾一一关于日本投降前后烧毁文书的情况及其他>>.<<近代史研究 ))2005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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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战争可以避免吗?

都有同感。

本文通过对以上三个问题的再探讨，笔者的最终见解如下 z

就 1930 年代的中日关系史而言，作为中日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日本的对华政策及其由此产

生的对华行动，无疑具有主导的地位和制约的作用。因此，就本文以上所述"从九一八到七七"的日

本对华政策与行动的连续性而言，笔者认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并因此赞同日本学界的"十五年战

争史"观。

但在问题的另一方面，虽然中国人民从九一八那个苦难的时候就开始了局部抗战而可以笼统

地称为"十四年抗战史气不过，考虑到中国局部抗战的间断性而非连续性的特点，并从中日民族矛

盾的逐渐演变过程来看，即使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举国、全民族的全面抗战仍

然是七七事变以后的事情。笔者因此同意并坚持中国学界传统的"八年抗战史"观。①

.. 

(作者戚运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徐志民)

① 中国的"八年抗战史"0937-1945) ，本来是一个历史上的惯用语。 1980 年代以后，中国有些学者提出了"十五年抗战史"

0931-1945)的说法(如，王维礼著《中日战争 15 年及其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并由此产生了一些著作(如，胡德坤著

《中日战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机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1-1994 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0931-1945月，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

争史(1931一1945门，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z何理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到 2005 年，"十四年

抗战史"似成定论。但是，迄今仍然有相当多的中国学者坚持"八年抗战史"观(如刘大年、白介夫主编A中国复兴枢纽一←抗日战

争的八年>>，北京出版社 1997 年版g张振鸥:<<抗日战争:八年还是十四年忡，((抗日战争研究>>2006 年第 1 期;王栓林:((论"十五年中

日战争"与"八年抗战匀，((抗日战争研究>>2009 年第 1 期 s 曾景忠:((中国抗日战争开端问题再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纪念七七事变爆发 7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5-149 页;章百家八年抗战"更准确，

http://dangshi. people. com. cn/GB/173577/12620573. 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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