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雪花／抗战时期福建的兵役 

此外，福建沿海的沦陷直接增加了兵员征补的难度。闽海战事发生后，省党政军机关、企业、学 

校纷纷内迁，沿海壮丁为避免战乱和 日军强征也相率出逃或迁移，例如福州 1936年人 口41万， 

1938年至 1939年，迁出203008人，其中男性就有 111994人。① 沿海地区的沦陷和人口的迁移必 

然对征兵产生重要影响，1941年度福州沦陷的 6县未征兵额就达 9000名，霞浦县虽未沦陷，但时 

遭敌伪肆扰，沿海乡镇均无法征集，南安县出洋避乱壮丁增多，沿海住民又多为盐场晒工，可征兵源 

已极困难。② 

总之，抗战时期福建的征兵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困难重重，其中役政的沉疴给民众带来的痛苦 

无疑折损了政府的威信和形象，并延宕至政权的终结。就征兵运动的结果和意义来看，福建乃至全 

国“兵役补充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它不仅为持久抗战打下了坚实的兵力基础，并且重塑、更新了 

人们关于国家、民族、兵役权利与义务的观念。在兵役立法、役政实施、兵役监督等许多方面都孕育 

着民主的精神，蕴含着近代化的内容，虽因为先天条件不备，办理不善，罅漏百出，但问题与成绩两 

相权衡，成绩仍是首要的，我们应当客观公正地看待这一问题。 

[作者兰雪花，福建医科大学思政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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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报告》出版 

谢忠厚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 1月出版，54．3万字，6O元 

细菌战是日本政府和军部为了实现侵 占中国、称霸世界的“秘密武器”。早在 

抗战期间，中国人民即在极为艰险的条件下，对 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了不懈的追查 

和揭露。近20年来有关细菌战的综合性和专题性研究更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 

要成果。 

《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报告》是中央党史研究室2004牟组织开展的《抗 日战争 

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的系列成果之一。课题的主要 负责人，同 

时也是该书的编者谢忠厚，早年曾对 日军华北(甲)1855细菌部队有过细致的研究。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经过 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集体努力，编者依据现有史料，尤其是 

新资料，吸纳现有研究成果，特别是新成果，本着精而新的原则，对原有附件史料删 

减、增编而成了这部以史料为主体、5O余万字的《日本侵华细菌战罪行调研报告》。 

相较于既往研究，该著的特点是，在尽可能广泛搜集有关文献史料、口述史料和研究 

著述的基础上，侧重于对 日本细菌战战略布局及其谋略和实施的考察，既全面反映日 

本侵华细菌战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惨重损失，同时也对 日本侵华细菌战进行 了系统 

分析，是一本兼具史料性和研究性的重要研究成果。(高莹莹) 

① 《福州户口异动统计》，《闽政月刊》1940年第6卷第6期，第91页。 

② 注复培：《福建省军管区~-t--年度工作概况》，《福建征训》1942年第 1卷第3、4期合刊，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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