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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8 日 ， 由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抗 日 战争研究 》编辑部 、保定抗战历史研究会

主办的
“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华北
”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北保定举行 。 来 自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

京大学、南开大学 、河北大学 ，以及 日 本小樽商科大学、京都产业大学 、山形大学等国 内外高校和科

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共 6 0 余人参会 ，就抗 日 战争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

―

、抗战时期的中共组织建设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谢忠厚以晋察冀抗 日 根据地为例 ，论述了抗

日 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关系 ，指出根据地具有抗击 日军和改造旧社会 、开创新社会的双重任务。

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民用鲜血和生命 ，凝聚 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精神 。 就是在这种精神引导下 ，取

得了抗 日 战争的伟大胜利 ，
也为尔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建立新中 国构建了宏伟

桥梁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玉蓉总结了中共山东抗 日 民主政权在地方政权建设 、坚持抗战及经济

建设方面的历程与经验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梁馨蕾勾勒 了 1 9 3 8
—

1 9 4 4 年间中共冀东农村党组织
．

基本的运作情况 。 冀东根据地在力量薄弱地区积极发展党员 ，在相对稳固的地区开展整理、洗刷工

作 ，整顿巩固组织 。 星罗棋布的农村支部 ，在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杨豪

认为华北革命根据地党员的人党动机呈现出多元性 、差异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 民族意识 、阶级觉悟 、

对中共的好感和感恩以及个体诉求和需求等方面的动机相互纠结 ，共同作用 ，折射出 中共革命的复

杂面相 。 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樊云剑概括了 4 0 年代 中共基层干部
“

新贵化
”

的现象 ，梳理了

中共
“

反新贵
”

斗争的曲折过程 ，并总结了斗争的成功经验 ，
以期对当前的中共党风廉政建设提供

借鉴 。

二 、抗战时期的军事 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黄道炫将游击战 、根据地 、正规军比作中

共坚持抗战的
“

三驾马车
”

，
考察了全面抗战开始后 ， 中共游击战战略地位的确定以及游击战范围

由 山地扩大到平原的过程 。 指出游击战和根据地都是对 日 抵抗系列链条中 的
一环

，根据地是游击

战的内线 ，但游击战依靠的根据地并不是静止、独立的 ， 而是和其他根据地以及更广大的对 日抵抗

后方构成相互支撑的关系 。 中共正规军则一直是敌后游击战得以实现的核心力量 。 中共以游击

战 、根据地 、正规军为基础 ，通过党政军民
一体化的总体战 ，成功完成了持久作战的 目标。 华东师范

大学历史系邹铖透过中 日文原始档案及相关资料 ，提出学界通常所认为的百团大战 中八路军和 日

军伤亡数不确 ，考证认为八路军伤亡数为 1 6 0 0 0 余名 ，
日 军伤亡数在 3 2 9 7

—

3 9 3 1 名之间 。 上海师

范大学历史系邵雍梳理了朝鲜义勇队 、义勇军在中共领导下 ，参加 中 国抗 日 战争 ，并在抗战胜利后

走上光复祖国征程的历史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龙飞重构了沁源围困战的过程 ，认为围困作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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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山地游击战 ，代表了中共基本的抗战方式 ，是中共抗战的缩影 。 沁源围困的成功 ，是中共在

根据地长期耕耘的结果 ，同时表明 中共这种广泛发动 、武装群众 ，坚持抗战和守卫根据地的策略是

行之有效的 。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耿寒星重新梳理了 1 9 3 7 年
“

通州事件
”

的来龙去脉 ，认为通州保安队对老

人 、儿童的杀害和对妇女的侵犯确实存在 ，但当地的 日本居 留民并非
一

般国际法意义上的平民 。 冀

东伪政权的存在 ，使国民政府无法对通州地区实行有效控制 ，
伪政权应对事件负有一定的责任 。 文

章揭露了 日本通过过分宣传
“

通州事件
”

，企图激化 日本国 内对中 国的仇恨 ， 以达到煽动国 内反华

情绪 、侵略中 国的 目的 。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侯杰试图拨开历史的迷雾 ，
还原喜峰 口战役及二十九军相关史实 。 作者认

为喜峰 口战役参与者所构建的群体记忆与史实有不符之处 ，进而探讨了历史记忆形成机制及史料

辨伪问题 。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殷向飞以绥远抗战时期国 民党与中共 、 中央与地方 、

百灵庙蒙政会与缓远省政府 、内地与边疆以及中 国与 日本 、苏联等外部势力之间的舆论互动为中

心 ，分析了绥远蒙汉各族在反侵略斗争中的国族认同意识变迁过程 ，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爱国

精神蓬勃壮大的原因及影响 ，
认为抗战使松散的人民融为

一体 ，各族人民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
一

部

分 ， 内地与边疆的隔阂也逐步消除 ，
各阶层之间也进一步加深了认同与理解 。

三、 日军的侵略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同乐概括了 日 伪在热河省制造
“

集团部落
”

的

概况 、所采取的欺骗手段以及罪恶 目的 。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刘峰考证认为 ，
日本华北方面军

战争初期在华北实行以扶植傀儡政权为核心的
“

治安战
”

政策 ， 旨在将华北
“

第二满洲 国化
”

，
未能

达到 目的 。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 ，华北方面军调整
“

治安战
”

政策 ，将 目标对准坚持敌后抗战的中

共 ，将政治进攻与军事作战结合起来 ，但仍旧收效甚微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秀宁还原了 山东省伪

政权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 文章认为随着战争走势的变化 ，
五次治安运动重点各有不同 。

四 、抗战时期的经济 天津社会科学院张利民指出 ，
通过考察 日本中国驻屯军在政治 、经济上

的各种行径 ，可以确定驻屯军在 日 本对华北侵略中扮演着策划 、指挥和执行者的角色 ，是 日 本政府

在加强军队绝对权威性前提下
“

军政合一
”

的直接体现 。 其所作所为促进了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 ，

也强化了华北沦陷区的政治经济统制 。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张思考察了 1 9 世纪末至 2 0 世纪中 叶 ，

华北 乡村中的集体村账制度从无到有并最终确立的过程 。 文章指出 ，这种新生的 、 自发的村庄集体

账簿制度不同于以往的乡村私有经济记账方式 ，也与乡村旧有的宗族组织 以及青苗会组织的公账

制度有别 。 华北抗 日根据地农村集体村账制度的确立 ，与 乡村社会集体化 、组织化进程相表里 ，并

为 日后合作化时期的村庄账簿制度奠定了基础 。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把增强在肯定华北抗 日根据地

生产运动的成绩的同时 ，指出开展生产运动初期 ，社会各界反应复杂 。 中共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有

针对性地进行思想上的引导和动员 ，扩大生产运动组成队伍 ，调动各方生产的积极性 ，并最终取得

显著成效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周祖文剖析了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征收的实态。 1 9 4 1

年中共引人民主评议以消解政治动员无法解决的公粮畸重问题 ， 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 1 9 4 3 年之

后 ，公粮征收逐步走上进行土地调查 、强调累进的农业累进税轨道 。 作者展现了边区农业税征收由

救国公粮制到农业累进税制的演进过程 。

五 、抗战时期 的社会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石嘉全面考察了抗战爆发初期 日本医疗团体同仁会

在沦陷区的卫生防疫制度与措施。 作者认为 ，在 日本当局严密控制之下 ， 同仁会性质 日益嬗变 ，其

卫生防疫系配合 日本侵华 国策 ，在沦陷区实施渗透和
“

宣抚
”

政策 ，藉此培养沦陷区民众的亲 曰 意

识 ，维系其殖民统治 。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肖红松认为 ，天津在沦陷时期毒品 问题严重 ，这可 以呈现

出 日本毒化罪行与中 国受害之惨烈情形 。 华北 日 伪政权以
“

禁烟
”

为名 ，公开实行鸦片专卖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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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沦陷区民众进行赤裸裸的毒化活动 ，
以加深对中 国的侵略 。

本次会议上两篇女性史的文章值得特别提出 。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范红霞认为 ，抗战时期

华北根据地农村妇女角色的重构过程中 ，
中共政权的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妇女 自身主动转变角

色的努力 同样重要 。 中共通过政策的调整 ，较好地调适了农村妇女角色重构 中的冲突 。 河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郑立柱考察了 中共在华北根据地通过完善政策和法律 ，对寡妇再嫁给予援助 ，
以保

障寡妇相关权益的努力 ，这种努力取得了
一

定的成效 。

六 、抗战时期人物及群体 日 本京都产业大学吉 田丰子考察了 日 本外务省决定将济南和青岛

的 日侨
“

引 扬
”

（ 撤离 ） 的决策过程 。 山 形大学吉井文美 聚焦华北 地区英籍 商人那森 爱德

（
Ｅ ．Ｊ．Ｎａｔｈａｎ

，开滦煤矿英方总经理 ） 以及英籍天津海关税务司梅维亮 （
Ｍ ．Ｒ．Ｍｙｅｒｓ ） ，

考察了 3 0 年

代后期华北脱离南京国民政府管辖后 ，
此前在华北与国民政府构建的双边框架下享有经营权益的

英国人应对 日本的过程。 在无法得到英国政府支持的情况下 ，为维持既有经济利益 ，两人逐渐
“

归

顺
”

当地傀儡政权 。 小樽商科大学今西
一

介绍了 日共著名人士野坂参三的革命生涯 ， 细致地梳理

了其与中共及苏联的密切关系 。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吕彤邻认为美国外交官戴维斯和谢伟恩所

主张的实用外交 ，是源于他们抗战时期在 中国 的外交经历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志勇通过研究认为 ’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对于 日 本侵华的政

策与事实有较为清醒的认识 。 蒋第一次下野后赴 日
， 曾幻想取得 日本的支持 ，完成北伐 ，并改变 日

本的侵华政策 ，但是最终以失败告终 。
1 9 2 8 年

“

济南惨案
”

发生 ，
日本的侵华政策与蒋的北伐统一

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使蒋对 日军的残暴以及 日本的侵华政策有了更深切的体认 ，从而促其逐渐由反

英转变为反 日 。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叶铭考察了徐永昌与抗战初期华北战局的关系 。 文章认为 ，蒋

介石选用徐永昌担任华北行营主任是一个比较恰当的选择 。 在华北期间 ，其最能发挥作用的时机

是 1 9 3 7 年 7 月 3 0 日至 9 月 2 0 日之间 ，徐参与拟定华北战场作战方略 ，积极协调华北各派系将领

关系 ，维持合作抗战局面并指挥监督华北战事 。 但因大部分时间消耗在内部协调方面 ，使其工作之

成效大打折扣 。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刘志琴提出 ，保定学生的抗 日 救亡运动成为了保定民众抗 日 的前奏 。 保定

二师学生的
“

七六学潮
”

及河北省立农学院学生对
一

二
？

九运动的声援 ，激发了 民众的爱国热情 ，

对高蠡暴动起到了动员作用 ，
为冀中平原开战游击战争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 河北省社会科学

院田苏苏梳理了九
一

八事变后 ，华北地区由学生掀起抗 日救亡运动到民众抗争精神被唤起 ，再到最

终走向全民抗战的过程 。

七、抗战研究理论问题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金铮对抗战史研究的现状做了反思 ，指出应拓宽

抗战研究的时空与内容 。 要注重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加强国际视野。 在新理论的启发下 ，可以提出
一些新问题 ，

以扩大和丰富抗日 战争史研究的面相 ， 回应国际史学潮流 ，
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建立中

国学者 自 己 的话语体系 。

本次研讨会涉及议题广泛 ，讨论热烈而充分 ，论文大多与华北密切相关 ，紧扣会议主题 。 纵观

参会学者 ，年长者已近八旬 ，年少者方过弱冠 ，体现了抗战研究薪火相传的现状 。 随着研究领域的

拓宽 ，新史料的发现以及研究视野的拓展 ，抗战研究必将有新的收获。

〔 作者许欣舸 ， 中 国 社会科学 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 〕

（ 责任编辑 ： 高士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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