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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强 

《抗Et战争史料丛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选编，执行主编 

为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史学会会长步平研究员、《抗 日战争研究》杂志主编高士华研究员。 

本丛书分辑出版，以影印的方式，将大量有关抗战的珍稀文献集中整理出版。其中第一辑全 

100册已于2014年11月出版，收录文献377种，内容包括：1．战史资料，包括历次重要战役的战斗 

经过、战后检讨、军事会议等；2．作战参考，包括抗战战略、战术的研讨，战斗经验与教训的总结，还 

包括对日军战略、装备、后勤、战术等的分析；3．机密情报的分析，包括“中统”“军统”对 日伪政治、 

经济动态情报的总结和秘密调查；4．战后受降以及抗战损失调查，包括陆军总司令部和部分战区、 

部队的受降报告书，以及各省的损失调查报告书；5．日军暴行报道，包括当时出版的日军暴行报道 

及亲历记等相关资料；6．抗战人物的事迹、言论，以及 日记、回忆等文献。本辑获得国家出版基金 

资助。 

第二辑全5O册出版于2015年 9月，收录文献 266种，除增补了第一辑未曾收录的部分军事类 

文献外，重点收录的内容包括：1．抗战与宣传：包括抗战的宣传政策、宣传技术，以及进行国际宣 

传，利用电影、无线电等进行宣传的具体方法，相关的宣传资料(联语集、标语集)；2．抗战与动员： 

包括动员计划、动员法规、动员工作指导，以及对具体对象的动员方法研讨，涵盖政治动员、经济动 

员、军事动员、新闻动员等多方面；3．慰问、抚恤与战地救护：包括社会各界积极支持抗战、慰劳前 

线将士的报告书，以及捐款征信录等资料；4．战时儿童保育：包括战时儿童保育会规程、年刊、纪念 

册、征信录等资料；5．防空与防毒：包括 1939--1942年度全国空袭状况的检讨 ，地上防空部队的战 

绩、防空法规、防空工作报告等；6．防谍与防止汉奸 ：包括日本间谍在中国的活动，动员民众防谍以 

及扑灭汉奸的相关资料；7．抗战与华侨：包括动员华侨参军、南洋华侨义勇军抗战史、华侨捐款及 

支持抗战的征信录等资料；8．抗战与文艺：包括文化动员、艺术动员，以及相关抗战文艺作品集，包 

括版画、漫画、戏剧、说唱、歌曲等多种艺术形式；9．战时经济：包括对经济战、货币战的相关研讨 ， 

以及战时经济运行的相关资料。本辑人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的“纪念中国人民抗 13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O周年主题出版物”。 

《抗日战争史料丛编》所收录的文献，以图书馆的藏品为主。此前的抗战文献整理，主要集中 

在档案的出版上，而对图书馆等其他收藏机构的文献关注不够。以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为例，其前身 

北平图书馆于全面抗战爆发后 ，联络各方知名人士成立“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将大量重要资料 

收集在馆。1949年后 ，更是接收了国民党政府机关的大量藏书，其中有大量抗战时期官方内部文 

件和未刊书，多为油印本，极具史料价值。这些文献当时的刊行范围十分有限，印数本来就很少，能 

够留存至今的更少，乃至部分文献现已成孤本，更凸显其珍稀性。然而它们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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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至今还没有编制出完善的联合目录，部分文献甚至都未曾编目，或者因保存状况太差而不对外 

提供阅览，无法满足研究者查阅的需要。此次在民国时期文献保护中心的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中国抗 日战争史学会对之进行了系统整理，使之能够更好地为社会各界所利用。 

《抗日战争史料丛编》的选目以内部出版物、官方文件、未刊文献为主，部分是油印本、手稿本， 

多为首次集中披露。特别是其中的战史资料、战术检讨、作战资料、战地日记、日军暴行等，具有特 

别的史料价值。 

关于战史方面，陆军大学的内部讲义近十种(国家图书馆藏)，分别对忻口会战、南昌会战、桂 

南会战、滇西反攻等战役进行了总结和检讨。其中滇西反攻部分最为详细，此战之后出版的《陆军 

第八军松山围攻战斗经过概要报告书》《龙陵会战》《滇西作战实录》《滇西龙芒遮畹作战之研究》 

《滇南高黎贡山及腾冲战役之研究》五部著述，详细记载了战役每一阶段的具体态势，对历次作战 

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并配有大量的彩色作战地图，甚至标注了日方铁丝网的位置，保存了较多的历 

史细节，是研究滇西反攻的重要史料。 

关于战术检讨方面，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编印的“抗战参考丛书”，1938--1945年间持续出版，本 

次共搜集到40余种，内容涉及对鲁南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作战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对 

昆仑关战役、浙赣战役等的检讨等，是研究正面战场极为重要的史料。如《国军作战经验节要》(丛 

书第四种)中的“我军应注意及改良之点”，就对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检讨。 

关于作战资料方面，桂林行营参谋处编纂的《对倭作战参考资料》，为“极机密”文件，共出版 

12辑，1939--1940年出版，内容是对 日军进行了相关分析和研究，包括对 日军军力判断、命令文件 

研究、编成装备、伤亡损失概况，以及审问俘虏记录、日军战地日记研究等。此书内容极为详细，如 

第三辑中的日军“编成装备”，就包括：1．野炮兵第五联队将校职员表；2．野炮第五联队下士官职 

员表；3．大部队业务分担表；4．深堀部队角田部队职员表；5．联队本部业务分担区分表；6．野炮第 

二十三联队编成基准表；7．野炮第二十三联队兵器诸器材化学战资材携行区分表。 

关于战地日记方面，本书收录了日军战地日记十余种，这些日记大部分都是战场上的缴获物， 

反映出日军的具体作战经过，在中国各地烧杀抢掠的暴行，以及部分日军底层士兵对战争的厌倦和 

反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日军暴行方面，本书收录相关文献 15种，用大量的写真、纪实、回忆等，揭露了日军的残 

暴，虽然部分文献宣传的用意较为明显，但它们毕竟出版于抗战时期，保存了比较早的史料。 

此外，军令部出版的《第二次参谋长会议要录》、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军事处出版的《军事委员会 

三十一年度最高幕僚会议汇编》，都是“最机密”文件，内容包括各战区、集团军参谋长的战斗总结 

和军事会议的会议记录等；外交部油印的《敌伪纪要》，以及“中统”“军统”对日伪进行的专门调 

查，涉及日伪动向和沦陷区经济情形等方方面面；军政部编制的军政统计 ，分别记载了抗战第一年 

至第八年各省征募壮丁人数、各区兵员补充统计、补充主要械弹统计、各次会战伤兵统计、抗战官兵 

伤亡统计等，为抗战史的研究提供了数据参考。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本书的出版，既是对这一伟大 

胜利的纪念，也是为了推动抗 日战争的研究。以后我们将继续加大抗战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力度，以 

期将这一工作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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