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孙艳魁著《苦难的人流

——抗战时期的难民》

彭敦文

　　近年来, 随着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 一些原来较少有人涉足

的研究课题, 引起了学者的注意,一批反映最新研究成果的著作相

继面世。这在较大程度上拓展了抗战史研究领域,推动了研究的发

展。致力于抗战时期难民问题研究的年轻学者孙艳魁所著《苦难的

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一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 12

月出版) ,就是这批新成果中的力作之一。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 战争与难民往往相伴相随, 战争规模愈

大,难民数量越多。本世纪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持续时

间长,给中国普通民众带来了不尽罄书的苦难, 其中之一就是数以

千万计中国人民沦为战争难民。难民问题理所当然地应是抗日战

争史研究的重要方面。然而,过去对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因史料分

散、零乱等原因而难能进行。该书作者苦心孤诣,集数年精力, 将分

散、零乱的史料进行收集、整理、分析,以 11章、29万字的篇幅,同

时配以 30多份统计表和 30余幅珍贵历史照片, 第一次向人们展

示了抗战时期难民问题的全貌。这不仅使人们能够全面地了解到

抗战时期难民的数量、规模、特点、流动方向和社会影响等,而且对

中国各级政府,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以及社会各

界在救济和帮助受难同胞所作的种种努力也增进了认识。

　　细读该书,可以发现它有如下特点:

　　第一,叙史全面。抗战时期的难民,发生地域广、持续时间长、

涉及问题多, 这在客观上增加了研究的困难。作者在掌握大量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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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报刊资料的基础上,对抗战时期难民的基本情况作了较为全

面的研究。作者指出:抗战时期的难民的形成,出现过两个高潮,即

1939年以前的几年和 1944年;在性别结构上, 男多于女;在地区

分布上以冀、鲁、豫、鄂、苏、皖为最多,其他省份次之; 流动类型主

要为从乡村流向城市、从城市流向乡村、从城市流向城市和战区内

难民向相邻区域或山区流动 4种。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作者对难民

数量的推算颇有参考价值。关于难民数量,历来没有一个准确统

计,国民政府只有一个救济人次的不完全统计。作者通过对湖北省

难民人数与人口总数统计材料的分析,再证以其他沦陷区的有关

同类材料, 提出了“大致可以以沦陷区各省市总人口的 20%来估

计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国难民人口的总数”的观点, 并由此而推算

难民总人数“当在 6000万以上”,约占抗战全面爆发时中国人口总

数的14%左右。上述这些问题的分析、研究,使我们对抗战时期难

民问题的认识更为完整、清晰。

　　第二,方法新颖。该书运用了人口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难

民是特殊社会条件下的人口群体, 难民问题研究也要求遵循人口

学的基本方法。运用这种方法,作者着意对难民进行了静态的结构

性分析,将难民的规模、性别、年龄、籍贯、文化程度、职业和婚姻状

况分专节进行考察,得出了许多重要结论。如作者通过内迁难民的

职业结构的分析,指出, 尽管难民总数中农民占绝大多数, 但内迁

难民却以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工人等为大多数。又通过对内迁难

民文化程度的分析, 得出了“对于每个阶层的相对量来说, 文化程

度越高,其迁往大后方的比例也就越高;反之亦然”的结论(该书第

79页)。在静态分析的基础上,作者又抓住难民是一种特殊人口流

动形式的特点,对其进行人口学的动态分析,概括出难民的流动类

型、流亡通道、流亡方式、人数变化趋向等基本情况。这些基于人口

学研究方法的分析, 显然比一般叙史方法能够把研究进一步推向

深层。作者还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将内迁难民对西部的社会影

响以及难民本身社会行为、观念的变化作了若干专门分析。就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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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如作者就西迁难民对西部生活习惯、语言等的影响作了概括

性论述,展示了在难民流动过程中形成的的东西部民俗交融的图

景;就后者来说, 作者探讨了难民婚姻状况及观念、地域观念等方

面的变化。这些基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分析,同样起到了把历史研

究引向深层的作用。

　　第三,评价客观。以往人们对国民政府难民救济和遣返工作较

少了解,因而,很难对其做出客观评价。该书作者对国民政府难民

政策、机构设置、救济措施及活动、难民遣返政策、遣返机构设置和

工作进行等都作了系统探讨。在此基础之上,作者认为,“如把抗战

时期的难民救济工作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来看,国民党政府做

了很多工作, 这是有利于抗战的,应该予以肯定”(该书第 187页)。

同时,对国民政府的生产性救济,作者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作

者对难民遣返工作进行分析,指出了国民政府的草率并因此引起

了难民的不满。作者认为, “从某种意义上讲”, 对难民遣返工作的

弊病,“可以成为”国民党“失去政权的一个方面的因素”(该书第

293页)。这就从一个具体的方面,揭露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

怎样趋于腐败。

　　除上述特点之外,该书还以具体事例,揭露了侵略者的罪恶,

展现出了抗战时期难民苦楚的立体图景。同时,该书还考证辨析,

对某些史事概念提出新的见解, 如关于“振济委员会”,过去有关著

作和学者认为是“赈济委员会”, 作者根据大量档案资料, 认为应为

“振济委员会”。虽仅一字之差, 含义却有很大不同。

　　当然,如同所有的拓荒之作一样, 该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个

别内容有待充实。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侨难民流向国内者不在

少数,国民政府也曾进行各项救济工作,影响甚大。作为一方面的

内容,书中似应有专节反映。又如对西迁难民的社会学研究亦有待

加强。还有, 书中个别地方或因笔误或因印刷中的纰漏出现错讹。

如称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所拨救济款为“法币”(该书第 34页)。

　　但是,毕竟瑕不掩瑜,《苦难的人流》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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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难民问题研究的前沿成果,为人们认识原本比较陌生的一个

历史领域,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 李仲明)

《工合历程》出版

为纪念为中国民族解放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路易. 艾黎

诞辰 100周年和他筹划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开创 60周年,朱

健撰写的《工合历程》, 由金城出版社 1997 年 5月出版, 黄华

题书名,爱泼斯坦写序言。该书共 29万字,分作“战争硝烟中

的理想”、“统一战线的结晶”、“罗虚代尔原则永存”、“工合走

向延安”、“在东南抗日前线”、“大西南的工业合作”、“援助之

手”、“斗争中奋进”、“‘培黎’精神”、“新时期的抉择”等共 10

章,详实地记述了起始于抗日战争的中国工合运动的全部过

程。
(本刊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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