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介绍《抗日战争》大型资料汇编

吉　迪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史学会编《抗日战争》一

书,最近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一部近千万字综合性

的资料汇编, 内容涉及抗日战争时期政治、军事、经济、对外关系、

日伪政权与沦陷区、侵华日军暴行等诸多主面, 所收资料包括文献

档案、政府公报、有关专著、回忆录、各地文史刊物中的“三亲”史

料,各专题资料汇编或选编(包括台湾出版的资料集或档案汇编) ,

报刊中的文电记载,外文资料中的有关著作、回忆录、日记、私人档

案等,以及美、英、日、苏、德、法等国外交文件(包括已刊、未刊的档

案) ,解放后出版的档案资料期刊或者专刊。全书共分 7卷 11册,

现分别介绍如下:

　　第 1卷《从“九一八”至“七七”》。1937年 7月 7日日本发动卢

沟桥事变,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但如果追溯日本社会中向中国侵

略扩张的思想渊源, 则可以上推至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前,而

加快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则开始于 1927年日本田中义一内阁所推

行的“新大陆政策”,即田中在东方会议上所提出“分离满蒙”的侵

略方针。为使读者较为全面地了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 本书

第 1卷是从 1927年日本召开东方会议, 作为全书的起点,至 1937

年七七事变这一段时期,中日所发生的各重大事件, 按时间顺序,

分专题简要介绍其始末。其中有关这一时期的日本侵华的方针政

策,大量地收录了档案资料和中日文外交文件; 对中日间的各交涉

事件及国内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的对应举措, 则是 在

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选录原南京国民政府的档案文件,力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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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全面地反映史实真相。本卷对七七事变的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

略战争的历史背景,提供了一批有参考价值的史料。

　　第 2卷《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抗日战争最大的特点,是中国

各民族人民共同反对外族侵略的民族战争。八年抗战中, 国民政府

领导下的正面战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

队所开辟的敌后战场, 均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毛泽

东、朱德对两个战场有过这样的评价:“八路军这些成绩从何而来?

……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 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 便无

从顺利地开辟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

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

作战的友军, 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与忠忱鼓励的友军

将士。” 同时也指出:“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又如果没有解放区

战场这种与敌人相持的战场,如果解放区战场的战争不能在最困

难的条件下长期地坚持下来,那么敌人就会继续长驱向西南、西北

进攻, 而国民党的反人民的政府机构及其军队,则必然招架不住,

那就不会有什么相持阶段,抗日战场的局面早已不堪设想了。”

两个战场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的关系,贯穿于整个抗日战争。本卷

以较大的篇幅全面地反映在抗日战争全过程正面战场的抗日作战

与敌后战场的抗日作战情况。所收录资料, 对日军方面主要选择了

日方已整理出版的战史资料、档案、大本营决策机关的会议记录等

原始文件;正面战场方面,充分地利用海内外已刊布的档案资料及

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辑出版的《抗日战史》100册, 对各重要战役

始末得失都有记述; 敌后战场方面,参考和利用已经出版的 50余

种各抗日根据地的资料“选编”、“汇编”、专题资料、回忆录及中共

中央文件集等,扼要精选有关档案文献、文件、回忆录,对各敌后抗

日根据地的创立、形成与发展, 在敌后抗战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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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详尽的介绍。全卷对八年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诸主要战役,

敌后战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军大规模“扫荡”、“清乡”所取

得的胜利,以及日军决定无条件投降的决策过程,战争损失,战犯

审理,战争索赔诸问题,均设有专题、专章, 提供了可供研究参考的

基本资料,有助于读者了解两个战场抗日作战的全过程。

　　第 3卷, 《民族奋起与国内政治》。抗日战争爆发,标志着中华

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一

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国内各社会力量在战争中都发生了不同程度

的乃至重大的变化。在抗日大旗下, 国共两党能够合作, 形成全国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一切爱国党派团体的团结合作。各地方

实力派,捐弃前嫌,参加对日作战,国民党蒋系势力与反蒋势力,结

束纷争,拥蒋抗日。国民党当局调整其过去的政策方针, 采取了一

些进步措施, 制定了一些有利抗战的对内对外政策, 全国在抗战初

期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大团结。本卷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来阐明当

时国内政治的发展与变化。一、国共合作推动全国团结抗日局面的

形成;二、国民党为建立自己的抗日领导地位,在政治、组织与思想

方面所采取的举措;三、波澜壮阔、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 促使

中华民族空前大觉醒, 是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因素。三、

各地方实力派,在整个抗日战争的全过程, 它们在团结抗日的旗帜

下,共赴国难,在此期间,东北军、西北军、晋军、桂军、川军、滇军等

派系军队,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在正面战场诸战

役中,浴血奋战,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四、在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内部,国共两党又联合又斗争的相互关系, 是贯穿抗日战

争全过程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国内政治问题。五、蒋介石不断加强高

度集中的战时体制,逐步形成以其为首的国民党独裁统治。六、抗

战改变了国内各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蓬勃发展的民主宪政运动,

猛烈地冲击和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 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为新

中国的成立, 准备了必要条件。上述几点构成本卷的主线。本卷各

章所收录的史料,在一些人们熟悉的专题,如抗战初期国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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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国民政府所采取有利于抗战的诸项措

施,国共摩擦等,充分利用国内已出版的资料、公布的档案,精选录

辑,在有限地篇幅内,力求反映这些有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历史发展

的全过程。在地方实力派对抗战所做出的贡献专题项下,多选录、

节录各省、市、自治区编辑出版的文史刊物上刊载的“三亲”史料,

由于这些刊物,一般流传范围有限,不为人们所熟悉。将这些资料

汇集成篇,有助于读者较全面地了解各地方派系在抗战中的地位

和作用。而在国民参政会、民主宪政各专题。主要取材于当时民主

人士编辑出版的进步刊物, 如《国民论坛》、《建设研究》、《中华论

坛》等及民主党派代表人物的文集、全集, 历届历次国民参政会会

议记录,大后方各界主张建立联合政府在群众集会上散发的传单

或印刷品,其中有些是首次披露。为了说明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建立

与发展,选编了国民党及其政府各部门制定通过的“决议案”、“法

令”、“草案”、“大纲”、“通则”、函电等档案文件, 官方出版物,为研

究与了解这一课题。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资料线索。本卷所列各

专题,力求能反映抗战时期国内政治的主要方面,并为此汇集了一

批基本史料。

　　第 4卷, 《抗战时期中国外交》。从近代中外关系史的角度,抗

战时期是一个十分活跃而特殊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

华战争,不仅威胁中华民族的生存,而且也威胁英、美等西方大国

在华的根本利益;日本不仅要灭亡中国, 而且准备伺机“南进”,企

图独霸东亚, 驱逐英、美势力于亚洲之外,它与英、美之间的利害冲

突空前尖锐, 而成不可调和之势。美、英在经过一段犹豫动摇之后,

开始援华抗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

盟国和东方战场的主要承担者, 是亚洲抗击日本的唯一大国。由于

中国对战争的重要性, 从而得以参与盟国间一些重大的外交活动。

中国 1942年 1月 10日签署《联合国家宣言》; 1943年 10月,签字

于四大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 1943年 11月参加开罗会议签字

于《开罗宣言》; 1944年 10月参加筹备组织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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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会议; 1945 年 4至 6 月作为发起国之一, 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

宪会议,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经过八年抗战,中国的

国际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抗战期间,中国与列强的关系, 与前

此近一个世纪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与美、英正式结盟, 苏联

则在抗战前期,是大量援华的唯一国家。同时,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

抗日战争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外国记者、学者、军人对陕甘宁边区

和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访问,中共驻重庆代表与美、英使领人

员的接触,直到美国陆军部向延安派出观察组。与中共建立半官方

的联系,使外部世界如实地了解实情,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和敌后

抗日根据地也因之在国际上扩大了影响,树立了新的形象。中共这

种民间的、半官方的外交活动, 构成中国战时对外关系的重要方

面。有鉴于目前在抗日战争史方面关于外文资料、特别是有关外交

文件的翻译出版,相对于中文资料来说,为数不多,因而战时对外

关系史研究的成果,较其他专题也显得薄弱。本卷在资料搜集范围

上,重点侧重于利用和介绍外文资料, 选录的各国外交文件与档

案, 已刊的有:《美国外交文件》、《英国外交文件》、《德国外交文

件》、《法国外交文件》、《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日本外交年表并

主要文书》等有关各卷,美国陆军部系列战史丛书中的《中缅印战

场》子目中的《史迪威使华》、《史迪威指挥权问题》,以及有关人物

的回忆录、日记,如《赫尔回忆录》、《史迪威日记》、《木户幸一关系

文书》等。美英国家档案馆未刊的档案有: 美国国家档案馆总馆藏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档案》、《陆军部作战计划处档案》、《二次大

战中缅印战场档案》, 美国罗斯福图书馆藏《地图室档案》, 陆军部

藏 1973年解密文件《延安观察组——迪克西使团》缩微胶卷, 英国

公共档案馆丘园新馆藏《外交部档案》、《首相府档案》、《内阁档案》

等。上述各件均系利用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缩微胶卷和原档

复印件。中文资料主要选自台湾出版的《中日外交史料丛书》和《中

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以及一些有关人士的

回忆录。对战时中国与日、美、英、德、苏、法等国的有关重大交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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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均设有专题或专章记述。编者力求能为战时中国对外关系史的

研究,提供一批基本的原始文献资料,以便于读者更全面而深入地

了解这一领域诸多方面的历史真相。

　　第 5卷, 《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经济》。战时的经济,特别是大后

方的经济,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事、政治、外交活动的基础。没有

对战时大后方经济的全面了解和深入分析,就很难甚至不可能正

确评述重庆国民政府许多军事部署、政治活动和外交举措的真正

原因和意义。中国以十分落后、甚至是原始的工农业交通运输设

施,支持了八年抗日战争,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 中国人民特别是

农民,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国内有关抗战时期的经济问题的研究,

近年来出版了一些资料和著作, 但仍有很多空白点; 已开展的课

题,也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由于资料零散,档案的整理公布较少,

使得这一专题的史料与其在整个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地位很不相

称。本卷在编辑过程中,深感可供借鉴和利用的已有成果之缺乏。

现所涉及的各专题有:战时经济体制综述、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

战时后方之工矿业、交通运输与建设、农业粮政与田赋、对外贸易、

物价与经济生活以及各项基本统计数据。本卷主要利用台湾已刊

布出版的档案文献,抗战时期出版的经济刊物、年鉴、统计资料,概

略地向读者提供中国战时经济的几个主要方面较为系统的资料。

　　第 6卷, 《日伪政权与沦陷区》。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大片国

土沦于敌手, 在沦陷区日本侵略者为维持其统治,网罗各种民族败

类,成立汉奸傀儡政权供其驱使。在日人扶植下先后成立的地方伪

政权有:伪“满洲国”、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北平“临时政府”、南

京“维新政府”。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后,在日本支持下, 1940年 3

月 30日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 作为日伪傀儡中央政权,以

汪精卫为主席,“维新”、“临时”两伪政府宣布解散,并入汪伪政权。

伪“满洲国”及汪伪南京政府, 已有系统的资料丛书或专题资料多

种出版。有关这方面的论著,刊出者也较多。故本卷对上述两伪政

权仅作一般的介绍,对目前资料较少的华北伪政权——北平“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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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汪伪政权成立后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选录资料较系统。

但这也只是提供一些基本的资料,供深入研究者参考。

　　第 7卷,《侵华日军暴行日志》。在八年抗战中,日本侵略者,以

残酷的镇压手段,任意屠杀中国军民。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推行杀

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以加强和巩固其对占领区的统治。现

据已有资料统计, 从 1937年 7月 7日至 1945年 8月,中国军民伤

亡 3500万人, 直接损失 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 5000亿美元。

全中国死亡人员内,有相当一部分人罹难于日军的屠杀。日军在侵

华战争中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 罄竹难书。本卷根据已搜集到

的资料,取其要者,以大事纪要的形式,按年、月、日编录成篇, 注明

出处,录存备读者研究参考。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是一部教科书,供人反省总结, 展望

未来。今天我们研究抗日战争史,并非仅仅因其是历史而研究,是

为总结“前事”正反两方面之经验教训,供今人借鉴。希望这部书的

出版, 对推动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能够起到一定作用,并能为各地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责任编辑: 荣维木)

·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