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 日 战争史研究的新开拓
——

“

第 二届抗 日 战争史青年学 者研讨会
”

综述

潘 洵 赵国壮 吕树杰

为纪念中 国人民抗 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 0 周年 ，进
一

步推进抗 日 战争史研究 ，培

养青年学者 ，
2 0 1 5 年 3 月 2 1

—

2 2 日
， 由 中 国抗 日 战争史学会 、西南大学 、《抗 日 战争研究》编辑部 、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 ， 中 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 心承办的
“

第

二届抗 日 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
”

在重庆举行 。 会议 以抗战为主题 ， 围绕军事 、政治 、外交 、经济 、

文化 、社会等方面的内容展开了深入探讨 。

一

、军事与抗战 抗战初期广东战场因其规模小 、时间短的特点 ，长期以来未能引起学界的足

够关注 。 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张传宇的 《重审抗 日 战争如何进入
“

相持阶段
”
－一

日军开辟广东

战场问题再考》
一

文 ， 以广东作战为中心 ，追溯 日 军登陆广东计划几经修改并最终付诸实施的经

过 ，并在此基础上梳理 日 军作战动机的嬗变过程 ，进而重新思考此战对于抗战全局的意义？

，
同时从

“

破
”

与
“

立
”

之关系的角度 ，考察了 日军在占领广州后 ，重建当地行政权力的工作 ，
以期呈现广东作

战的全貌 。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叶铭的 《军令部与战时参谋人事》
一文 ，

以军令部为核心 ，通过梳理中 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 、徐永昌 日记等史料 ， 阐述其在建立参谋培养体系以及参谋人事管理诸

方面的相关举措并评析其效果。 认为军令部通过建立各级参谋培训机构 ，
以完善参谋人才培养机

制 ，并通过建设参谋人事制度 ，
在战时参谋人员任用 、晋升诸方面取得成效 ’

达成统制参谋之 目标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展的 《抗战期间 日军对华持久战战略》
一文利用战史丛书 、部分当事人出

版的回忆录 、 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近来公开的 日 军档案等资料 ，探究 日 军对华持久战战略的内容

和决策过程 。 该文认为 日军的持久战战略是无法通过军事 、政治手段征服中国之际 ，被动采取的战

略方针 ；

“

不扩大派
”

和
“

扩大派
”

虽然在侵华问题的根本上是
一致的 ，但两派围绕着对战争范围和

对持久战准备的分歧展开的博弈 ，导致 日军战略方针不断变化 。

四川博物院陈默的 《艰难的演进 ：抗战相持阶段国军的编制嬗变 （
1 9 3 9
—

1 9 4 4
） 》 ，依据中 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台北
“

国史馆
”

、中 国国 民党党史馆所藏原始档案以及已出版的各类资料 ，并参照时

人的回忆 ，复原抗战相持阶段国 民政府野战军 、师在整理过程中其编制的嬗变过程 ，
考察其由初期

的
“

廿七年编制
”

过渡至后期
“

卅
一年编制

”

的发展轨迹 ，从编制变化这
一

维度 ，分析了这 6 年里国

军艰难的演进过程 ，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国军与抗 日 战争之间的紧张关系 。

二
、政治与抗战 有关抗战时期检察改革的研究涉及了 国民政府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司法

行政部的检察改革方案 、实验法院的设置 、
1 9 4 5 年 1 2 月 《刑事诉讼法》的修正等问题 ，然而 ，检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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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改革与 《刑事诉讼法》修正的关系 ，
以及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颉颃 ，还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 日

本学术振兴会吉见崇的《 中国 国民党政权的检察改革 （
1 9 3 8
—

1 9 4 5
） 》
一文 ，从检察制度的维持和废

除 、 自诉的保留与废除 ，
以及 自诉范围的扩大与缩小等问题出发 ，着重分析抗战时期的检察改革中 ，

国民政府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间做出了何种选择以实现制度变革的问题 ，并进一步探讨了应

如何理解政策决定过程中 出现的各检察改革方案 。

作为抗 日 战争时期中共在根据地实行的主要土地政策 ，减租运动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多成果 。

不过 ，
以往的研究从地域来看多集中于抗 日 根据地的核心区 ，从时间来看多集中于中共政权已经稳

固之后 ，从内容上看多集中于政策本身的分析 ，但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来看 ，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

人 。 中央党史研究室杨凯的 《陕甘宁边区减租运动考察
——以未经历过土地革命的地区为 中心》

一文 ，把焦点放在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未经历过土地革命的地区 ，分析了在这种共产革命的
“

初耕地
”

上
，
减租运动遇到的困难及推进过程 。

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东的《名 同实异
——战时国共两党县长的比较研究》

一

文 ，
通

过比较国共两党县长的历史形态 ，探究战时国共两党在基层社会中的运行轨迹 ，指出不同的制度理

念造就了县长不同的社会结构 ，不同 的运行机制反映着不同的工作方式与作风 ，县长的实际施政效

果也大相径庭 。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贺江枫的 《 日 本阴影下的华北中央化困局 ：蒋介石 、黄郛与 1 9 3 3 年北平市公

安局易长风潮研究 》
一

文 ，利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 、黄郛的档案及 日记
，

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典藏的史料 ，重新梳理北平市公安局易长风潮

的来龙去脉 ，进而管窥国 民政府在推行华北中央化的过程 中 ，所面临的困难与挫折 ，试图呈现 曰本

因素在影响及改变国民政府政治生态中所发挥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刘洁的 《华北沦陷区基层政权的社会控制之实态
——

关于通县新民会的考

察》
一文

，
利用北京市通州区档案馆所藏第

一

手档案史料 ，
通过梳理通县新民会组织控制 、 内化控

制 、民意控制 、乡村控制等相关活动 ，初步考察华北沦陷区基层政权的社会控制之实态。

三 、外交与抗战 美国战时情报局是抗 日 战争史 、中美关系史上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组织机构 ，

然而对于该机构的基本情况及其与中 国抗战的关系 ，学界关注较少 。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研究中心贾钦涵的 《美国战时情报局与中国抗战 （
1 9 4 2
—

1 9 4 5
） 》
一文 ，利用美国 国家档案馆所

藏 ＯＷＩ 档案等文献资料 ，考察了该局针对中国战场上发生的
一系列重大事件所下达的宣传指令及

其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并对其在中 国抗 日 战争史上的作用和地位进行了评价 。

关于
“

巴纳号
”

事件 ， 中外学界著述颇丰 。 国内学者从
“

巴纳号
”

事件引起美国外交政策改变的角

度
，
探讨了美 日外交互动和美英两国 围绕此事件开展的沟通与合作 ；而国外学界多从

“

巴纳号
”

事件所

引发的美日外交关系的角度展开研究 。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重庆中 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

中心耿密的 《
1 9 3 7 年

“

巴纳号
”

事件再议 从检视侵华 日 军无差别轰炸所作的观察》
一文 ，将

“

巴纳

号
”

事件放在九一八事变之后 日 军在华实施无差别滥炸暴行的背景下进行再解读 ，颇具新意 。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傅亮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关总税务司地位的削弱》
一文 ，从总税务司人

选更迭的角度 ，关注总税务司地位及中英外交关系的变化 ，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 ， 国民政府在重庆

重建海关总税务司署 ，对重建后的总税务司署的控制显著增强 ，外籍总税务司的地位受到明显削弱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郭宁的《
一战初期中 国的中立与 日本 （

1 9 1 4
． 7
—

1 9 1 5 ．
1
） 》

一

文 ，利用台北中

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馆藏资料 、美国外交文件 （
ＦＲＵＳ ） 、 日本外务省编纂资料 ，分析了一战初期 ， 中国

中立过程中 的 日本因素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吴文浩的 《北洋修约中的 日本因素
——以条约研究会对法权问题的讨论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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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一

文 ，利用台北
“

国史馆
”

所藏《前外交部条约研究会会议录》 ，分析以顾维钧为代表的职业外交

家 ，在修约运动中对列强在华治外法权问题所采取的态度 ，
指出 日本因素对顾维钧等人决策的影响 。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重庆中 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陈志刚的 《珍珠港事变前美

国在华撤侨行动初探》
一文 ，分析了 1 9 4 1 年珍珠港事变前美国在华撤侨行动 ，认为相较于抗战初期

旨在绥靖 日本的撤侨行动 ，这次行动是美国积极应对日本挑战的明证 。

四 、经济与抗战 厚植抗战经济力 ，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总动员 的最大 目标 。 后方特产行

业作为战时的主要能源行业 ，在经济持久抗战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如何界定战争 、资源 、行

业三者之间的关系 ，颇值得分析 。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国壮的 《战争 、资源 、行业 ：抗 日 战争与

后方特产行业发展
——基于川东桐油业的考察》

一文 ， 以后方特产行业
——桐油业为例 ，

分析其融

资模式 、技术手段 、发展路径等方面在战时的演变 ，论述了战争 、资源、行业三者之间呈现出 的紧密

互动关系 。

鉴于陕甘宁边区较少受战事的直接影响 ，有条件较充分地完善救国公粮的各项制度 ， 中 国社会

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周祖文的《动员 、民主与累进税 ：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之征收》 ，详细分析了陕

甘宁边区救国公粮征收实施情况 ，肯定救国公粮征收对中共在抗战中生存 、发展做出 的突出贡献 。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张鍈明的 《皖南事变前后国 民政府与中共的货币斗争 》
一文 ，利用中 国国 民党

党史馆档案及已刊资料 ，讨论了皖南事变前后中共中央与国民政府围绕货币金融展开的
一

系列斗争 。

台湾大学历史系许秀孟的《抗战时期江浙 日 占区的商人 、移工与迁徙——以苏州的绍兴群体为例

（
1 9 3 7
—

1 9 4 5 ） 》

一

文 ，
通过对绍兴当地最大宗的锡箔产业外移及绍兴商人、工人全体搬迁到苏州的过

程的考察 ，
讨论了替代贸易道路的开发、新市场产销体系的形成以及衍生出来的在地社会问题。

五 、文化与抗战 近年来 ，关于抗战时期知识分子思想和立场的转变问题 ， 已有非常丰富的研

究成果 。
一般认为

，
抗战时期教育经费锐减 ，

通货膨胀严重 ，
官僚中饱私囊 ，政府救济学人乏术 ，导

致知识阶层陷人贫困 ，加剧了他们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 ，促使他们最终与 国民政府分道扬镳 。 华东

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韩戍的 《从歌颂抗战到批评政府
——抗战时期储安平言论之转变 》

一

文 ，
以储安平为例进行个案考察 ，

回应学界关于战时知识分子转向问题的讨论 。

大连民族学院谭皓的《试论近代 日本文部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
一文 ，依据 日 本教育史料及

保存于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 国立公文书馆等处的原始档案 ，梳理了近代 日本文部省对华派遣留

学生制度的开端、发展、变动及走 向 ，指出近代 日本留华学生在近代 日本对华派遣留学生史及 日 本

汉学发展史 ，乃至近代中 日关系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 占有独特地位 。

日本山形大学人文学部吉井文美的 《 2 0 世纪 3 0 年代的 日 本外务省与文化事业》
一文 ，

以帝国

议会上外务大臣的演说中涉及的文化事业为线索 ，探讨 2 0 世纪 3 0 年代在外交政策推行的过程中 ，

外交政策和文化事业之间的相互关系 。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岳钦韬的《抗战时期新闻传播的路径与传受互动
——以浙江省

的抗 日报纸为例》
一

文 ’对浙江省 的抗 日报纸做了个案分析 ，借此分析战时传播环境的利弊及其对

传播的影响 ，希望在对传受互动机制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 ，
重新描绘抗战时期新闻传播更为贴近

历史真实的图景 ，努力再现新闻的力量 。

日本
一

桥大学铃木航的 《抗 日 战争时期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和地域社会》

一

文中 ，从文化与社会

之间的互动关系角度着手 ，分析了浙江省媒体动员 ，并研讨其对地域社会的反应 ，希冀通过该文的分

析展示新闻学的课题和背景 ，
即这不是以政治派系或对抗战的贡献为标准的媒体史 ，而是以抗战时期

的中国媒体和地域社会的关系为主题的媒体史 ，
以期通过这种媒体史来理解抗 日 战争和中国社会 。

六 、社会与抗战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常宝的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 国 的疟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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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及其对抗战的影响》
一文 ，探讨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针对中 国 区域性疟疾高发状况

的应对情况 ，分析了其对抗战的影响 。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李玉铭的 《饶家驹战时难民救助的上海模式与 日 内瓦第四公

约》
一文 ，分析了饶家驹战时难民救助的上海模式 （南市难民区的独特理念和高效管理模式 ） ，指出

该模式为 1 9 4 9 年 日 内瓦第四公约即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 日 内 瓦公约 》 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借鉴 ，

最终将其以 国际法的形式确立下来 ，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王萌的 《 日本对沦陷后南京的
“

宣抚
”

工作》
一文 ，利用 日军特务系统的宣抚班

与外务省系统的同仁会的相关史料 ，通过对两者在南京
“

宣抚
”

活动的考察 ，揭示作为战争加害者的 日

本 ，是如何利用各种手段试图修改并抹去中国 民众的创伤记忆 ，从而为其侵略谋求合理性的 。

云南师范大学夏玉清的《南洋华侨社团与抗 日 战争
——以

“

南侨总会
”

招募
“

南侨机工
”

为 中

心》

一

文 ，运用
“

南侨机工
”

的历史档案和 2 0 世纪 3 0 年代的南洋报章等资料 ，梳理了
“

南侨总会
”

为

中国组织招募
“

南侨机工
”

以及各地社团招募机工的历史进程 ，探讨了 国 民政府与南洋社团的关系

以及南洋华侨社团对中国抗战的贡献 。
－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段金生的《国家构建与边疆问题 ：
2 0 世纪 4 0 年代云南政 、学界对边疆

开发的认知 》
一

文中 ，
以云南省民政厅及以其为 中心的人员所撰写的边疆开发建言为主要考察对

象 ，并辅以其他相关文献资料 ，从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视域出发 ，审思了边疆问题与 民族国家构建

的内在经纬与历史内涵 。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矢久保典 良的《抗战时期 、回教团体对于回 民
“

社会
”

统合的尝试
——以 中

国回教救国协会的设立和展开为中 心》
一文 ，从回 民 固有宗教意识层面来考察其对于 回 民 内部统

合作用的角度 ，针对中 国 回教救国协会的设立和展开进行分析 ，
以考察

“

协会
”

干部对于回 民
“

社

会
”

进行统合的意义 。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石峰波的《抗战时期华西坝五大学团契初探》
一文 ，对抗战时期华西坝

五大学团契的活动及其影响进行梳理和分析 ，认为华西坝五大学团契对于试图真正融入中 国社会

的基督教各教会而言
，
具备

一

定的启示意义 。

新时期 ，青年学者是开拓抗 日 战争史研究新领域的中坚力量 ，此次会议集中展示了青年学者在

该方面的 良好发展势头 。 其一 ，史料的运用 日益多样 、多元 。 青年学者利用其语言优势 ，广泛搜集

国 内外第
一

手资料 。 简单梳理与会论文的资料使用情况 ，
不难发现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国内各

省档案馆馆藏的民国档案史料 ， 日 本防卫省防卫厅保存的 日 军侵华史料 ， 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

所 、

“

国史馆
”

典藏的民国资料
，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资料及美国外交文件等重要

的民 国史研究资料均得到征引 。
一手的原始档案资料的发捆 、多语言文字资料的使用 ，既反映出新

时期青年学者较为扎实的资料功夫 ，
也体现了抗 日战争史研究的进

一

步国际化倾向 。 其二 ，问题意

识集中 、突出 。 青年学者们不仅主动提出
一些新问题 ，还关注一些

“

老问题
”

，并从中 阐发一些新认

知 。 其三 ，研究领域广泛 、深入 。 在
“

大抗战史
”

的影响下 ，与会青年学者将讨论主题的时间上溯到
一

战期间 ，研究视角遍及政治 、经济 、军事 、外交、文化 、社会等各个方面 ，并在诸多方面进行了
一些

有价值的思考。

〔 作者潘洵 ， 西 南大 学 中 国抗战大后方研究 协 同 创 新 中心 教授
；
赵国 壮 ， 西 南 大 学 中 国 抗 战 大

后方研 究协 同创 新 中 心 副教授 ； 吕树杰 ， 西南大 学 中 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 同创 新 中心硕士研 究生 〕

（责任编辑 ： 郭 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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