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军／《申报》所见的靖国神社 

本一样走上强国之路，摆脱西方列强的侵扰。2O世纪一二十年代以后，13本不断加紧侵华的步伐， 

靖国神社内的“支那战利品”越来越引起了观展中国人的悲伤、反感和警觉。尤其是 1931年九一 

八事变以后，日本得陇望蜀，步步紧逼，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作为 日军重要精神支柱的 

靖国神社，在《申报》中的形象13渐恶化，不断受到质疑与批判。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申报》被13军控制，完全沦为13军的传声筒，其观点与13本国内的军国报纸实无二致。 

1949年以前，中国方面的“靖国神社观”基本上属于个人表达的性质，并无明确的国家态度与 

政府态度(伪满、汪伪政权不论)。这一点与 20世纪 80年代以后的情况有着明显不同，新中国政 

府主要鉴于该神社内供奉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的灵位，始终表现出强烈的批评，并据此主导 

性地影响着普通中国人的判断。 

顺便一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靖国神社一直由13本军方专门管理，既是天皇制的产物， 

亦是国家神道的象征，可谓是“祭政合一”。战争结束以后，根据美国为 13本制定的民主宪法中政 

教分离的原则，它被改组为宗教法人，性质和法律地位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议 

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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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的构成，不外人员和装备。进步的机械化装备固然是现代化武力的基本条 

件，而运用装备却依赖其人员。军队中人员的任免、升迁调补、奖励惩戒、待遇福利依 

靠人事制度得以实现，故人事制度的良窳成为影响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台湾学者张瑞德教授是著名的军事史专家，致力于国民党军队研究二十余年。 

他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搜集到民国时期军队的各种会议记录、重要将领的 

言论集和军事刊物，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立图书馆、重庆市档案馆收 

集了大量军政部、军令部和军训部的档案，故论有所本，精彩纷呈。他的研究为我们 

回答了抗战中国民政府军官兵每月的饷薪是多少?军队遇到伤亡战死，如何落实抚 

恤?陆军军官的培养和训练在哪里进行?哪些人可以充任陆军军官?弗吉尼亚军校 

生学成归国后，求职路上为何困难重重?为什么说直到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军仍不是 
一 支真正属于国家的军队等问题。 

该书是一部专题讨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队人事制度的著作，论证严谨、征引广 

博，且文字具有极佳的可读性，是 目前抗战时期军事史研究中的重要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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