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 日战争研究如何推进(续) 

感悟和音容笑貌，有时无法用文字载之史册，而这些都是十分鲜活的珍贵历史资料。具有音像录摄 

等现代多媒体功能的口述历史则可以在这方面弥补传统档案、文献的不足，可以通过影像真实再现 

亲历者的情绪变化，从而让观众感受到历史的温度，体验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因此，当我们看 

到抗战老兵诸如致敬或激昂慷慨演讲的画面时，我们心灵深处总能受到强烈的感染和震撼。 

当然，我们在充分认识抗战老兵口述历史学术价值的同时，也要注意抗战老兵口述内容的真实 

性问题。最近几年来 ，我们也经常看到少数抗战老兵在接受媒体采访或出版口述 自传时故意夸大 

或虚构历史事实。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左玉河认为：“要求受访者所讲的一切都符合‘客观事实’， 

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受访者有记忆上的局限，更要求访谈者和整理者大胆介入，用相关文献的补 

充与互证 口述史料，纠正受访者记忆的失误。”这就要求我们访谈者具有专业知识背景，能对访谈 

内容进行考证纠错，同时，我们在发表、出版和利用抗战老兵口述资料时也要进行学术考证。 

[作者张连红，南京师范大学抗 日战争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马晓娟) 

抗 日战争研究的新史料与新视角 

陈谦平 

去年是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明年是全面抗战爆发 80周年。抗 日战争 

相关问题已成为近几年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研究热点。抗日战争史研究应该如何进一步深入?过 

往的研究中还存在哪些不足?在这一方面还应该开辟哪些新的研究领域?采取哪些新的研究方 

法?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思考与总结。 

回顾以往的研究，笔者觉得 ，研究视角的宏大和多元更加重要。抗 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 

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使得中国战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 

战的东方主战场。我们应该从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层面来认识中国抗日战争的重大意义。基于这样 

的视角，中国抗 日战争对于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正能量便能得到极大体现。日本在中国发动侵 

略战争的目的，是要实现其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称霸的目标。而中国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局部抗战和 

七七事变爆发后的全面抗战，均有力遏制了日本速战速决、迫使中国投降的战略企图，使得 日本在 

亚太地区发动的全面侵略战争受到延阻。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 日军队，分别担负着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中国各党派和各民族人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浴血抗 

击 日本侵略军。这样的认识，是从事抗日战争研究者必须把握的基本立场。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摆 

脱过去影响抗战史研究深入的诸多困扰。我们不能再像过去一样，纠缠于抗 日战争的领导权之争， 

或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加以对立，这些都无益于阐明中国抗 日战争之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 

大意义。 

基于上述认识，全面、系统地研究抗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尽管学界对于这一时 

期的中美、中苏、中英关系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但缺乏更高层面的系统研究。尤其对于太平洋战争 

爆发后作为同盟国成员的中、美、英、苏的相互关系，还有中国战场同美国亚太战场乃至欧洲战场的 

关联等等，至今没有从国际战略层面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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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特另0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中国政府在开罗会议与战后亚太国际秩序构建方面发挥的重要 

作用，学界的重视还不够。抗 日战争胜利与中国收复南海主权是联系在一起的。关于抗战前后法、 

日对南海诸岛的侵略，学界的研究并不系统。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当局从 1933年4月开始大规模侵 

占中国南沙群岛，中国政府对此行径再三提出抗议和交涉，不断强调南沙群岛“为华人居住和历代 

属我”的史实。1936年 12月 10日，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奉命照会法国外交部，明确表示：“根据 1887 

年中法越南续议界务专条第三款，证明该岛属中国理由本极充足，此约应为中越划界最后之决 

定。”(D全面抗战爆发后 ，法国趁火打劫，于 1938年7月初派兵占领西沙群岛。1939年2月，日军占 

领海南岛，旋即占据西沙和南沙群岛，将岛上法国人及其雇佣人员全部驱离。不过，日本肆无忌惮 

地占领南海诸岛并未引起法国的武装反击 ，英美等国也采取缄默态度。② 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南 

海诸岛主权属于中国，在当时就是不争的事实。1939年 3月 30日，日本政府将其所占领的西沙和 

南沙群岛合并为隶属于台湾高雄州高雄市的新南群岛。日占时期，南沙群岛成为 日军侵犯东南亚 

的前进基地，潜艇基地、飞机场、电台、气象台、灯塔、浮标 、修理厂等军事设施被一一设置其上。 

1943年 11月23日至26日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同蒋介石共同构建了日本投降后亚太地区国际新 

秩序的框架。11月28日至 12月 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黑兰举行会议。会前，罗斯福向斯 

大林通报了开罗会议内容，并将开罗宣言文本交给斯大林看。斯大林称他“完全赞成”“宣言及其 

全部内容”，并明确表示：这一决定是“正确的”，“朝鲜应该独立，‘满洲’、台湾和澎湖等岛屿应该 

回归中国”。⑧ 12月 1日发表的《开罗宣言》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 

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 8月 15日，日本战败投降。依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 

告》，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中国负责南海各岛屿的受降事务。1945年 8月中旬，南海诸岛 

日军撤至海南岛榆林港集中，候命遣返回日。1945年 10月 25日台湾光复后，台湾省气象局于 12 

月 8日派员自高雄乘“成田”号帆船出发，先后登陆西沙群岛的林岛(永兴岛)、林康岛(东岛)，并 

“植牌竖旗，以示西沙失土重归版图”。⑤ 1946年 8月，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报 

告 ：前高雄州高雄市管辖的新南群岛即为战前和战时先后被法国和日本侵占的我国领土西沙群岛 

和南沙群岛。陈仪并报称，“本省光复后将该群岛改划高雄县管辖，并准备本年四月间前往接收”， 

但因新南群岛原为西沙和南沙群岛各一部分，故而请示行政院该群岛“是否仍由本省接管”。该电 

报还附上了台湾省气象局撰《新南群岛调查报告》和《新南群岛概况》的日文译件。⑥ 国民政府对 

台湾的接收，从国际法角度讲，连带完成了中国政府对其所管辖新南群岛(即中国南海诸岛)的接 

收，行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收复被侵占领土的权利。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依约收回了被 日本 

侵占的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和南海诸岛，确定了中华民国新的版图。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 

国和同盟国赋予中国的权利，更是中国在战后国际秩序下(即“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所享 

① 《中国驻法大使馆呈外交部》(1936年 12月 10日)，《南沙群岛(中越部分)》(1956年6月9日一1959年 11月 12日)，台 

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11一EPA一04141，第200039页。 

② 《顾维钧呈外交部》(1939年4月1日)，《南沙群岛(中越部分)》(1956年6月9日一l959年 l1月12日)，台北，中研院 

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11一EPA一04141，第200057页。 

⑧ Foreign Relations 1943，Conferences of Cairo and Teheran，N．10(Washington：GPO，1962)，P．869；梁敬罅 ：《开罗会议》，台 

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8年版，第 149页。 

④ 《王宠惠呈蒋中正开罗会议 日志(附政治问题及军事问题上谈经过)》(1943年 11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 

物档案 ，002—020300—00023—021—042。 

⑤ 韩祥麟：《军史一页——抗战胜利海军收复南海诸岛》，高雄，《海军军官季刊))2o04 年第3期。 

⑥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致外交部代电》(1946年 8月17日)，《南沙群岛(接收团沙群岛)》(1946年 7月一l947年 4月)，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l1一EPA一04152，第202857--2028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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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权利。 

其次，应该加强对于抗战新史料的发掘与运用。抗战相关的史料，除了海峡两岸的档案机构有 

大量的收藏外，美、英、俄、日、德、法等国的许多档案馆和图书馆也庋藏丰富。中国学者，尤其是青 

年学者对于这部分档案与文献资料的挖掘与利用还显得着力不够。当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外文 

档案和资料的运用存在外文水平的限制，这就需要更多懂得El语、俄语、德语、法语以及其他各种语 

言的中青年学者加入到抗13战争研究的行列中来。最好可以将收藏于各国的抗 El战争史档案与文 

献资料译成中文出版，俾利于更多学者运用。 

新史料的发掘对于抗 日战争史研究新领域的开拓至关重要。学界对于抗 日战争史研究在许多 

方面还存在空白。例如，中国的战时易货贸易对于抗战的支持巨大，因为战时苏联和美国的对华援 

助，大部分都是靠中国出口农矿产品来偿债的。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显得相当薄弱。抗战期间援 

华最力者为苏联和美国。但迄今为止 ，苏、美、英对华援助价值几何?学界尚未有权威的数字。中 

国抗战得以延续 ，战时对外贸易的功绩不容忽略。这期间，中国以蕴藏丰富的钨、锑、锡等战略矿产 

品和欧美急需的茶叶、桐油、猪鬃、生丝、羊毛等农副产品对外出口，换回大量军火、燃料、机器设备， 

构成了抗战时期中苏、中美、中英易货贸易的基础。据档案资料统计，抗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借款，计 

有中英第一、第二次信用借款及中英财政协助协定拨借购料款共2850万英镑；中美第一、第二、第 

三、第四次借款及中美 5亿元借款拨借购料款共计 179389927．84美元；中苏三次借款共计 2．5亿 

美元。截至 1945年 9月，中国政府共计使用苏联易货贷款 173175810．36美元、美国易货贷款 

177844657．04美元、英国信用贷款 8055406英镑。其中美国提供的贷款全部用完，苏联第三次借 

款的1．5亿美元中尚有76824189．64元未使用，而英国对华贷款中尚有20444594英镑未能使用。 

这一组数字实际上也是体现战时中美、中苏、中英关系的晴雨表。 

此外，我们还应加强对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研究。总体上看，沦陷区研究基本上没有开展，尤其 

是从东北四省到平津冀鲁、长江三角洲直至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相关研究还很薄弱。日本是如何在 

中国这些富庶的地区进行殖民统治的? 日本占领军当局如何利用这些地区的经济资源为其侵略战 

争服务?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譬如东北地区，这里一直是 Et本殖民开发的重点区域。九一 

八事变以后，Et本政府通过 10余年之经营，竭力开发东北资源，将其变成 日本在亚太地区扩张的最 

重要的工业基地。13本占领当局打着所谓“日满一体”的幌子，将中国东北纳入 日本国防及国民经 

济当中。其采取公司专营的办法，先后于 1933年和 1937年通过伪满政府制定的《经济建设纲要》 

和《重要产业统制法》，指定液体燃料、煤、铁、钢、铝、镁、金、铅、铜、纺织、面粉、雷达、肥料、水泥、飞 

机、汽车等 20余项产业归特殊公司专营，这些特殊公司的收支及盈利均受殖民当局严格统制。 

1937年实施伪满洲国的第一次五年计划，起始投资26亿“满洲国元”，1938年又扩充至50亿“满 

洲国元”。使得伪满洲国的生铁产量达到500万吨、钢材产量200万吨、电力 260万千瓦。1942年 

起又实施第二次五年计划，特别注重铝镁等轻金属之制炼、汽油之生产、硫酸钲及制氮工业之发展。 

到1943年底，东北地区每年可产铝1万余吨、原油一百数十万吨、硫酸钲40余万吨。这类特殊公 

司包括满洲重工业开发会社、自动车公司、轻金属公司、合成燃料公司、电化工业公司、昭和制钢所、 

本溪湖煤铁公司、电力公司等。② 这些数字凸显了日本对于中国东北战略资源的掠夺和消耗，更展 

① 《贸易委员会邹琳呈贸易复员计划》(1945牟 9月22日)，《战后贸易方案》(1943年 2月24日至 1946牟 5月 17日)，台 

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2~ 00A／1100．03／6322．01—01／31／001110003A005。 

② 参见《翁文灏呈报调查 日本在东北四省经济建设等情形》(1944年 1月24日)，《东北经济》(1944年 1月24日至1947年 

8月12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200000000A／1100．01／5011．01／26／001110001A001。 

27 



抗 日战争研究 2016年第2期 

现出抗 日战争对于在战略上遏制日本扩大侵略战争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此外，对于日本占领当局 

在华中和华南地区的所谓“开发”，也应该开展系统研究。因为沦陷区研究亦是抗 日战争史研究非 

常重要之一部分。 

[作者陈谦平，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郭阳) 

区域抗战史研究需有更宏观的视野 

袁成毅 

抗 日战争前后持续 14年，涉及中国国土的大部分地区，根据战后国民政府的统计，全国人 口 

80％的地区均遭 日军破坏蹂躏。① 由于战争时间长，涉及地域广，无论是从 日军侵略的角度还是从 

中国各地抵抗的角度而言，不同的区域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对抗 日战争史的研究除了整体的宏 

观研究和专题研究外，专门针对某一区域的抗战史研究也同样十分重要。近些年来 ，伴随着抗 日战 

争史研究的热潮 ，有关区域抗战史研究也受到各方面重视，产出了不少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极大 

地丰富了抗战史的内容。 

由于区域抗战史将研究范围限定于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或行政区域，这就必然产生一个区域 

与整体的关系问题。在当下区域抗战史的不少论著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研究并没有将一方区域 

抗战的史事置于整个战争的全局中来把握，往往就事论事，鲜见区域与整体的关联，致使区域抗战 

史的研究处于一种“碎片化”的状态，或者说仅停留在地方志的记述层面，因此，区域抗战史的研究 

必须有更为宏观的视野。 

一

、 宏观视野不是简单套用“三阶段论” 

毛泽东在 1938年所著《论持久战》中将中国的抗战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 

段，这一预判也基本上被后来战争演进的过程所证实，尽管学界对于中国战场是否存在一个单独的 

战略反攻阶段尚存争议，但总的来讲 ，就中国抗 日战争的整体或者全局而言，“三阶段论”的叙事模 

式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个阶段只是对中国全民抗战从整体战略的角度所作的划分 ，它绝不 

意味着各地的抗战史都经历了三个阶段。事实上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作为区域抗战史的研究若 

简单套用三阶段来叙述 ，很难展现该区域抗战的真实面貌和特点。以重庆为中心的大西南地区为 

例，实际上是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才开始大规模遭到日军轰炸，成为战争的重灾区。在这一地 

区，从 1938年到 1941年间日军一直处于航空作战的进攻态势，中国方面完全处于守势，至于中方 

发起的反攻作战，这一地区则又早于国内其他地区，因为自美国空军开始援华助战后，从 1943年实 

①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 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4)，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1年版．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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