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 日战争研究 2016年第2期 

日中战争史研究的课题 

笠原十九司 

关于El中战争史研究，笔者拟就自己一直以来关心的领域提出在研究过程中碰到的二三课题。 

提出这些课题，当然是希望中国的研究者们今后也能以其作为需要认真对待的研究对象，同时更期 

待着将来能够召集13本学者、包括台湾学者在内的中国学者，还有欧美各国的研究者共同举办相关 

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从世界史的视点出发深化这些课题的研究。 

一

、 厘清中国城市被日本海军航空队轰炸的事实与受损情况 

笔者曾就淞沪会战(第二次上海事变)爆发的起因在《抗 日战争研究》上发表一文①，其中详细 

论述了此战乃由日本海军策划发动的事实。1937年7月 7日，以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为导火索 

日本在华北挑起了所谓的“北支事变”，日本海军为借机将战争扩大至其所辖作战区域内的上海， 

于是密谋在 8月 13日发动了攻击。此举在于将战场扩大至华中、华南，如此一来其航空队即可在 

中国全境对所有的城市展开战略轰炸。 

大山事件的阴谋最终得逞 ，日本海军成功地将战火从华北燃至华中、华南，1937年 8月 15日， 

海军远程轰炸机群从长崎大村基地起飞，强行对当时中国首都南京实施了“越洋轰炸”。从当日起 

到日本陆军 12月 13日占领南京，日本海军航空队无 日不对南京进行空袭，首都南京众多市民被夺 

去生命，财产损失也极为严重。 

笔者还专就日本海军参战的情况进行过考察②，详细论述了海军航空队自1937年 8月 14日 

轰炸杭州、广德开始，至 1941年9月 15日，连续不断地对中国全境的城市及铁路、港口、军事设施 

等进行空袭的情形。 

日本海军航空队自1938年 12月至 1941年 8月末所实施 的重庆大轰炸，是以摧毁抗战时 

期的首都，并大量残害陪都居民为目的的城市无差别轰炸。重庆大轰炸持续时间之长、参战轰 

炸机之多，如天文数字般庞大的投弹量 ，以及将重庆的街道划分为数区，逐个顺次进行地毯式 

轰炸的精心布置，其残暴性在世界空袭战史上都堪称空前。在 1940年的“一。一号作战”与 

1941年的“一。二号作战”中，日军每天都出动 100架以上的轰炸机投掷各种威力巨大的炸弹， 

就连日军自身都将这些飞往重庆的轰炸机称为“重庆定期航班”。如此轰炸，使重庆市的主要 

街道皆被破坏 ，房屋俱毁，市内道路弹坑密布寸步难行 ，街区满目瓦砾 ，整座城市已然化成一片 

凄惨的废墟。 

对城市实施空袭，虽是违反战时国际法的战争犯罪，但即使在今天禁止空袭的国际法也难称完 

善，更何况当时。因为美军也对日本城市实施了大规模无差别空袭，但对美军此举却不能定罪，因 

此在东京审判中日本海军航空队对中国都市的无差别空袭也就未被提起。 

今后需要继续给予关注的课题是，在全中国范围内调查 日本海军航空队长期以来对各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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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笠原十九司著，孟晓旭译：《大山事件的真相—— 日本海军“阴谋”的追究》，《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4期。 

② 笠原十九司『海军 日中戟争——7， 7，太平洋戟争，、、 自减 三／于 IJ才』、平凡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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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所造成的损害。可以认为，日中战争期间日本海军率先实施的空袭战法在 

亚洲太平洋战争接近尾声时为美军所继承。其结果是美国军机对 日本各个城市进行了空袭，并最 

终向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还有现在的阿富汗战 

争、伊拉克战争、伊朗内战中，空袭战已经作为现代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被继承下来 ，就这一点来 

看，我们更应该对首开世界空袭战先河的日本海军航空队轰炸中国城市的历史意义进行批判性 

研究。 

二、调查并摸清南京保卫战中阵亡国民党士兵的家庭情况 

就南京大屠杀事件(以下简称“南京事件”)而言，参加南京保卫战的中国士兵，有很多并非处 

于战斗行动之中但仍被违反了海牙陆战法规的日军所虐杀。有关其人数，笔者曾做出如下判断： 

总数 15万人的守军当中，估计约有4万人逃出南京后再度集结，约2万人在战斗中死伤， 

还有约1万人在撤退中逃亡或下落不明，剩下的8万余人在被俘、投降、失散的情况下惨遭 

屠杀。① 

笔者也曾汇总过南京保卫战中国参战军队的构成与编制，并且简单地分析了各部队的战斗经 

过。 基于这一考察，得出了上述被屠杀士兵数量的统计。除上述笔者估算在南京事件中为日军 

所屠杀的多达8万余名中国士兵外，还有2万余人因在作战中死伤而不被日方视为大屠杀牺牲者， 

另有约 1万人在撤退 、逃亡途中下落不明。在中方看来，这些都是 日军侵略南京的牺牲者。 

在南京保卫战及南京事件中，据笔者估算，大约牺牲了约 11万名中国士兵。但是，日本人之所 

以对其残酷性、悲剧性无动于衷，是因为他们未能将如此多牺牲士兵的姓名、长相，还有其出身、家 

庭等付诸鲜活的想象。 

日本人只对被认为是战争受害者的日本兵怀有强烈的同情，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能唤起对战 

死或病死、饿死士兵的姓名、长相、住址、家中兄弟及其生平等的具体记忆。 

因而，如果能弄清牺牲中国士兵的出身，并进一步加深对痛失子弟等生活依靠的遗属们困苦生 

活的认识，即便是 日本人恐怕也不会再简单地否定南京事件这一悲剧。 

因此，我尤其想对中国学者们提出的课题是，整理并把握 日中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如何征兵，被 

派来保卫南京的士兵们是从哪一省哪一地区应征入伍，抑或被强行抓丁的。在很多南京攻击战参 

战日本士兵的战时日记中都有如此描述：冲进中国军队的工事时，他们看到的竟是为了防止逃跑而 

被锁在炮位上的中国士兵。可以认为，这些中国士兵应该是被强行抓丁，然后分配到那些堡垒中 

去的。 

这些阵亡中国士兵的家属，是否接到过其已牺牲的消息，虽然国民政府在制度上有明文规定， 

但遗属们是否得到过经济上的补偿或津贴。上述这些实际情况如果能够稍加廓清，那将推动人们 

在总体上对南京事件残酷性、残暴性的认知。如果使用“南京大屠杀”这一称谓，人们的注意力将 

更容易集中到“杀害的方式”“伤亡人数”等方面，而像“南京大屠杀事件”这样加上“事件”一词，我 

们就可以甚至把“事件”所带来的各种影响也纳入考察范围，这也是笔者使用“南京事件”这一用语 

① X~．-t-九司『南京事件』、岩波新吉、1997年、225页。 

② 笠原十九司r南京防街戟 中国军j、洞富雄 ·藤原彰 ·本多膦一编『南京大虐投 研究』、晚肇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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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由。这一点，与日本的南京大屠杀否定派因主张“非为大屠杀，仅乃一事件”而故意称其为“南 

京事件”的意义截然不同。 

抗 日战争有两个战场。一是以国民党军为主的“正面战场(国民党战场)”，另一则是以共产 

党为中心的八路军、新四军、抗 日游击队同Et军作战的“后方战场”(敌后战场)或称“解放区战 

场”。在中国，“正面战场”上牺牲的国民党军士兵的实际情况，几乎没有被视为抗 日战争研究的 

对象。 

在 Et本，笸川裕史、奥村哲的著作先行梳理了四川省国民党军的征兵实情。① 该书提到，国民 

政府虽然有着作为法定制度的征兵制，但因户籍记录的欠缺 ，县 、村等行政组织的涣散，这些制度无 

法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因为国民政府强制向各县、村摊派征兵名额，所以经常发生绑架穷人及外乡 

人充当兵役的事件。可以想象 ，前述在南京前线被锁在炮台上的士兵，很有可能就是这样被强行 

“征”来的。 

很多国民党士兵以“征兵”的名义被绑架而来并被分配到“正面战场”做出牺牲，这些士兵或在 

战斗中阵亡，或被Et军屠杀又一次牺牲，如此一来 ，他们被迫付出了双重牺牲。另一方面，“解放区 

战场”上士兵们自愿、自觉地参加抗El游击队，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员，这一“征兵体制”与国民 

党的差异是明显的，国共军队于抗战意愿和抗战能力上的差别也可在此找到原因。 

三、发掘华中、华南地区日军“治安战”的事实 

日本所谓的“治安战”，在中国被称为“三光政策”或“三光作战”，指的是 日军对“解放区”“抗 

13游击区”的“烬灭扫荡作战”(烧光、杀光、抢光作战)。对于此一课题，笔者曾写过一系列文章、专 

著进行论述。② 

就 日本人认识“三光作战”的实情及全貌的重要性 ，笔者也曾主张如下： 

南京大屠杀事件(简称“南京事件”)作为战时日军侵略、残暴的象征经常被人们提及。然 

而，在三光作战中日军屠杀、暴虐的恶行，才更是依照正式的作战计划，以杀光、烧光解放 区及 

抗 日游击区军民为 目的而实行大规模扫荡的结果。无论从军事思想、作战行动来看，还是从实 

战状况、牺牲人数来看，三光作战都可谓是日军侵略性、残暴性的典型象征。如果我们掌握 了 

三光作战的实际规模、作战过程及受损情况，进而能将其全貌以具体鲜活的形象展现给日本人 

的话，我想他们就不会单方面地否定中方所讲的侵略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⑧ 

关于El中战争中被Et军杀害的中国军民的人数，中国方面主张有“3500万人死伤”。1960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布“中国军民死亡 1000余万人”。对于这些数字，有很多 日本人都认为是 

“中国人特有的‘白发三千丈’式的夸张”而持否定态度。Et中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各地实施大屠 

杀的事实不为日本人所知(也没有人提起)是使其倾向于持否定态度的主要原因。 

① 整川裕史 -奥村哲『铳後 中国社会—— 日中戟争下 糸忿勤员 震村』、岩波害店、2007年。 

② 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匕三光作戟——未来lz~-h、中戟争 记憾』、大月言店、1999年；r治安戟 思想 技街J、舍浞爱 

子6王力、编『岩波旃座 7， 了，太平洋戟争5』、岩波富店、2006年；『日本翠 治安戟—— 日中戟争 美相』、岩波亩店、2010年。 

③ 笠原十九司『日本军 治安戟』、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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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曾对 日军在华北抗 13根据地、游击区实施治安战的情形进行了描 

述①，另外13军华北方面军相关的资料也比较齐全，所以笔者此前的研究都以华北为中心。 

但是，就华中和华南来看，13军对华中的新四军根据地及抗 13游击区也实施了治安战，还有如 

前引拙著《海军的13中战争》(海军 13中戟争)中简单提及的那样，海军在其侵略并统治的海南岛 

也推行了三光作战。在华中和华南，对于国民党军方面的抗 13游击区及红枪会、大刀会等民众 自卫 

组织以秘密结社为纽带开展抗 日武装斗争的地区，日军同样实施了三光作战。在国民党政府作为 

抗 日后方基地而推进“西南建设”的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国军方面抗 日游击队的活动比较活跃， 

13军也对这些地区实行了三光扫荡作战。 

日军在华中、华南实施治安战的相关资料已经散失，对其进行调查、搜集并非易事。但在中国， 

由省、县等党史研究部门及各级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的资料搜集与研究是有相当进展的。如果 13本 

研究者在开展有关华中、华南方面军相关资料调查、研究的同时，还与中国地方史研究者合作进行 

调查、研究的话，可以期待，这将会大大推进对于13军在华中、华南实施的治安战的研究。 

[作者笠原十九司，日本都留文科大学名誉教授；译者孙雪梅，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 

教授] 

(责任编辑：郭阳) 

德国反省中的另一面： 

东德如何处理有关第三帝国的历史记忆 

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一 般中国学者会认为德国对二战历史的反省彻底而又没有任何遗留，但事实上德国人的反省 

不是这样简单 ，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26年前，当德国统一时，大概没有多少人能预料到东、西德在反省希特勒第三帝国的问题上会 

出现明显的区别。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起，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被全世界公认为是一个成 

功面对第三帝国历史的国家，它的精英阶层包括知识分子，都以为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众 

也会认可这一成功，接受西德有关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叙述。但是，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随着 

极右翼思想在东德年轻人中影响越来越大，德国一部分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开始研究东德的记忆 

文化及其对第三帝国的反省。他们研究的出发点之一是假定极右翼的影响力建立在年轻人对希特 

勒第三帝国历史的误解之上。其实，东德极右翼势力产生的原因不仅在于对东德现实的不满，也与 

不接受西德对过去的反省态度有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西德反省中的内在尴尬，即通过 

责备 自己过去的错误来求得国际认可。而这种 自责的态度，又引出一个“非民族主义”的“民族主 

义”国家，和以“非民族主义”自傲的精英阶层。在全球化时代，这样的态度固然对适应新的形势很 

有利，但是，一部分民众，特别是底层平民因感觉到国家不再能保护他们的利益而处于不安之中。 

① 防街斤防街研修所戟史室『戟史蕞言 北支 治安栽(1)』、朝垂新明社、1968年；『戟史蕞害 北支 治安戟(2)』、朝霎 

新 闻社 、197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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