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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现在的学界真是需要好编辑! 

由此而祝贺《抗日战争研究》这几年所取得的长足进步，由此而希望高士华主编与《抗日战争 

研究》的同仁们，都能当个好编辑，多发好稿子，多发年轻人的好稿子，以个人的微薄的力气来抵制 

巨大的社会恶流。如果更多的编辑和编辑部皆是如此，那么学界的风清 日丽是有可能出现的。 

后面的这两段话，也请各位读者，尤其是各位作者与编者，姑且不要当作“随便一谈”来看待。 

[作者茅海建，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高士华) 

抗 日战争研究亟待提高门槛夯实基础 

桑 兵 

近十余年来，不时参加各种名目的高层或高峰论坛。开始不大习惯，记得有一次即席发言，说 

是能否办一次基础论坛。在场的主客诸君都有些愕然，以为戏言。其实这虽然是句玩笑话，却是当 

真来说的。 

好的学问多是金字塔式的，底部坚实，才能深固不摇。所以治学之道，要将热点冷作 ，将冷门做 

热。君不见数十年来各式各样的显学，大都陆续退隐，而一旦失去光环，似乎也就没有了吸引力。 

这与其说是相关领域学术价值的用尽或流失，毋宁说是没有了炒作的空间，赶场、投机以及凑热闹 

而来者便束之高阁，甚至弃如敝屣。而学术的挑战性，恰在铅华洗尽之后的素颜。这也就是治学首 

要讲究基础和门槛的重要性。那种以为有的研究领域可以不学而能，妄想轻易涉足或跨越，实在是 

自欺欺人或天大的误会。高来高去的夸夸其谈，看似玄奥，其实不过底盘不稳的飘忽。 

抗日战争研究 ，顾名思义，主要是以中国为中心视角的学问。因为其他与此相关的国家，大都 

不能说是以弱敌强的抗，或是不到抗的程度。创刊人是历史的亲历者，深知这场战争对于中国和中 

国人的深远影响。而要想研究好抗 日战争，又不能仅仅站在中国的立场、以中国的视野来进行。大 

致原因如下： 

其一，一场战争绝不会是单方面的事情，战争的对手是研究任何战争的历史必须考察的对象。 

单方面单向度书写的战争史 ，作为特殊时期的教育是可以的，作为学术研究则显然很不足够。 

其二，即使在中国一方，抗 日战争也是国共合作的全面抗战，当时不免合中有分，现在仍然看法 

不一。所以，即便是中方的视野立场，也不那么单一。各 自背后的牵涉势必影响到内部的分合。 

其三，由于大片国土的沦陷，以及敌后战场的开辟，中国城乡的各阶层民众大都在战争过程中 

切身感受到个人与国家的生死攸关，国家存亡与个人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而每个人的经历，也成 

为抗战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四，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密切相关，牵涉与英、美、苏乃至德、意的错综复杂关系。 

其五，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这场战争，除了抗日战争研究的视角，还有其他的不同视角，如中日战 

争研究。在国际学术领域，这样的分别因人而异，战时的对抗、对立、分歧，以不同的形式仍然延续。 

在这样的场合，不要说与人争胜，即使平等对话，也应该有所凭借。 

凡此种种，都表明抗日战争研究绝非轻而易举之事，不可闭门造车，更不能自娱 自乐。如果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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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必须考察战争对手，至少敌对方关于战争的记录与我方的记录进行比勘印证，应为必不可少的程 

序，那么，掌握和运用 日文资料的能力就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这一门槛，现在恐怕连一些撰写 

过抗 日战争专书的学人也未必都能跨越。仅仅参考翻译出版的论著文献，即使中方资料得到充分 

利用，也很难深入堂奥，取得精深的成果。 

有两个典型事例，可见中日资料相互印证的重要性之一斑，一是田中奏折的真伪，二是美女间 

谍南造云子的有无。这一事一人，中国方面或信为真有，日本方面大体认为伪无。当然，关于前者， 

认真的学者也承认直接证据的获取有些戏剧化，更多是从后来 日本行径的高度吻合来予以支持，或 

是觉得不能轻易否定；至于后者，中国学人也有不同意见，完全不容置疑或绘声绘色的，主要是媒体 

和坊间。对此，中日一些学人的意见不一，在国际会议上常常发生交锋，有人视为两国之间认识的 

对立，仿佛战争状态依然延续。其实，日本学者质疑或否认这一事一人，主要是因为在 日本现存的 

所有资料中，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支撑的相关证据，就情理而言，很难采信。 

诚然，战时乃至战后的日本军方和政府，都暗中进行过湮灭战争罪证的勾当，然后再以没有证 

据为名矢口否定相关罪行。这样的掩耳盗铃当然只能是欲盖弥彰，使其做贼心虚的阴暗心理暴露 

无遗。但以强大的国家机器进行毁尸灭迹，的确在一些方面给取证造成相当的困扰。有学人研究 

证实，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的档案，无论在中国还是 日本，几乎都难觅踪迹。若非有组织地布置，很 

难销毁得如此干净彻底。其他如慰安妇、人体实验、强制劳工等等，均有类似情形。 

尽管如此，罪犯要将作案痕迹完全抹去，事实上难以做到。前述的一人一事，即使中方的记载 

也颇多疑点。尤其是南造云子的故事，在抗战后曾被国民党的不同派系利用来作为打击异己的斗 

争工具，其出现和流传的时间点，显示指向并不在对日方面，因而很难取得公信。在未得确证之前， 

坊间的口耳相传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但若是央视之类的主流媒体也予以采信并且大加演义， 

就还不如抗日神剧，连娱乐和宣泄的作用也起不到。更为严重的是，在诸如此类的重大历史问题 

上，任何画蛇添足都会授人以柄，使 自身陷于被动，唯有严肃认真的论证可以取信于天下。即使恶 

贯满盈的罪犯，也必须铁证如山才能铸成定案。 

举此显例旨在说明，关于抗日战争的历史事实，材料的来源及时间值得特别重视，无论怎样看 

似真切，都必须经过内证外证的比较参证，不能但凭己意加以取舍采用。中国史学自宋代以来就有 

比较考证的优良传统，善于处理头绪纷繁的线索脉络和罗生门似的各说各话，只是由于近现代史的 

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而且开始其主要 目的不在学术，面对浩如烟海的材料，若是任意取舍，很容易形 

成自圆其说的观点，却无法贯通所有材料和史事。一旦遇到较真者，势必捉襟见肘，破绽百出。 

掌握日文的重要功能，除了解把握研究动向之外，主要就是整理资料，重现史事，这也是夯实抗 

日战争研究基础的主要内容。具体而言，又有两大方面，一是将中国与日本所存的日文资料互补融 

合。前述关东军、天津驻屯军、细菌试验、慰安妇、强制劳工等要事，虽然 日本政府有组织地毁灭罪 

证，仓促之间毕竟难以不留印迹，可以通过其他相关的档案及资料，尽可能予以恢复重构。抗战期 

间，日军占领了半个中国，一朝兵败投降，狼狈归国，在各地遗留了大量档案。如果完全开放，充分 

利用，至少可以使得日本政府湮灭罪证的阴谋无法完全得逞。 

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工作严重滞后。由于各种制度性原因，迄今为止，日文档案的开放极为有 

限。相比之下，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开放度明显高得多，其理念是让任何研究者在世界任何地 

方都能无限制查阅。这样的状态，一方面无法将中日两国所存日文档案相互参证，恢复历史原貌； 

另一方面，也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好像胜利的一方隐藏着什么见光死的秘籍，反而不如战败者能够 

坦然面对。对此应当充分自信，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抗战是正义 

之师行正义之道。正视历史，绝不会改变历史 !千万不要因为因循守成的怠惰或多此一举的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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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天而节外生枝，导致胜利者在学术研究领域反而处于弱势。 

第二方面，是将中文资料与日文资料对应互证。最近趁抗战胜利7O周年纪念之机，大规模编 

辑出版的文献不在少数，这样密集而数量庞大的资料编辑和出版，在抗战胜利以来尚属首次，为推 

进抗战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虽然还在抗战过程中金毓黻等人就已经规划收集整 

理抗战史料 ，始终进行得不太顺利。当然，迄今为止的资料编辑和出版工作，在取材选项方面，不无 

偏重之嫌，还留有相当广阔的空问，如沦陷区的资料等，在此不予详论。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已刊待刊的资料主要是中文，与之对应参照的相关 日文文献不多。虽然日 

本的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提供了众多 日文资料，毕竟只是 日方收藏，也有条件限制，而且经过筛选取 

舍。如果不能用中国各机构保存的日文档案等文献予以补充，则日文资料难成完璧。没有较为完 

整的日文资料与中文资料对应参证，则中文资料的真伪是否难以确认，史事的全貌不易呈现。或许 

有人觉得委屈甚至感到愤慨，作为战争的受害方，又是胜利者，为什么所讲述的战争历史总是受到 

不同声音的质疑，因而常常将质疑者视为敌对方。其问不能说完全没有别有用心之人，也难免故意 

追逐新奇之士，但是，在学术研究领域，如果不能严格遵循必不可少的验证程序，仔细梳理各种记 

载，而是但凭主观好恶取舍资料和说法，无论多么义正词严，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重新检验。 

由于长时间缺少 日文资料可资利用，加上原来条件简陋，获得专业 日文书籍较为困难，又不得 

日文档案的查阅之便，严重制约了学术界学习和使用 日文的积极性；即便懂 日文，也无所用处，不能 

在史料之海中学习和提高驾驭的能力，以至于造成目前在国际学术界相形见绌的尴尬局面。 

扩而大之，牵涉抗日战争的其他各欧美国家的档案文献及其相关研究，若要掌握利用，则须学 

习使用英、法、俄、德、意等国文字。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损失惨重，心有余悸的战胜国大都奉 

行绥靖政策，在中国独力抗日的时期，英美冷漠地袖手旁观，并未提供多少援助，美国甚至继续为日 

本提供重要的战略物资。除苏联外，国民政府包括桂系等地方势力 ，因缘战前建立的渠道，反而还 

能从德、意解决一些燃眉之急。战前德、法等国在华设立的研究机构，战争期间成为这些国家的一 

些政治异见者的避难所。 

通过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成新的大国政治格局，中国有幸进入决定战后世界命运的大国的行 

列，这是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以重大牺牲换取的重大成果。上述情形 ，都显示掌握多种语言工具 

对于研究抗 日战争的极端重要。只是如果将各种语言统统作为进入研究的门槛，就未免悬的过高， 

导致水至清而无鱼了。毕竟工具只是门槛，真正考验史家的，还是处理材料研究史事的基本能力。 

而这一点具体而言，与掌握工具的多少未必成正比。 

[作者桑兵，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高士华) 

深化抗战史研究要把历史、现实与未来结合在一起 

章百家 

中国抗日战争已过去70年了，但这场战争的影响在许多方面仍清晰可见。历史的这一页要彻 

底翻将过去并不容易。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或许这就是抗战史研究经久不衰的一个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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