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中仅有的以中华民

族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

争历史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新中

国成立以后,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抗日战争史研究

被纳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畴, 被包置在中国革

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之中, 而不是独立的历史分

支学科研究, 因此难免带有局限性。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 , 抗日战争史研究才开始向着历史分支学

科研究的方向发展。进入 90 年代, 一方面, 由于中

国显著加快了实现现代化的步伐, 作为促进现代

化的系统理论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于中国民

族复兴历史的研究成为热点; 另一方面 , 也由于日

本右翼掀起了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新的恶浪, 以及

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声音出现, 也促进了人们对

抗日战争历史和日本侵华历史研究的深入。关于

近些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状况, 我已经有过

文章, 在这里无需重复 , 只想就研究中出现的几个

值得思考的现象, 谈点个人看法。

关于抗日战争的民族一致性

《广州日报》在抗日战争胜利之际的一 则报

道说: 在重庆召开的庆祝会上有人出了这样一个

灯谜: 谜面叫做“抗战胜利”, 谜底是打中国史书上

的一个著名人物。结果出现了四种答案: 一曰屈

原; 二曰苏武; 三曰蒋干; 四曰共工。什么意思? 不

言而喻。

“屈原”和“苏武”不必说了 , 那是讲美国与苏

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这里我只想说说“蒋

干”和“共工”。抗日战争的胜利, 到底靠着国民党

的努力, 还是靠着共产党的努力才取得的? 尽管我

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科学的命题 , 但是 , 由于这个疑

问不仅在战争刚刚结束时就已经被提出 , 而且至

今仍使无数的中国人感到困惑, 那么就很有必要

对它进行探讨了。

先说谁是抗日的主力。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后,

国共两党并不处于同等的地位。当时国民党已经

完成 182 个陆军师的整编, 空军拥有 600 余架飞

机, 海军舰艇百余艘共 6 万吨位, 而红军改编时仅

有 4 万余人, 国共两党军事实力悬殊。也正是由于

这种实力的差别, 在共产党参加的国防会议上, 两

党进行了抗日作战的分工, 即由国民党军队担负

正面抗击日军侵略的任务, 而由共产党的军队担

负侧面牵制日军的任务。战争初期, 两党军队正是

按照这样的分工很好地进行了作战配合。从这点

来看, 国民党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中国抗日的主力。

但是, 抗日战争还有一个重要的规律 , 即中日

双方 矛盾 着的各 自特 点以 及 由 此 决 定 的 战 争 规

律。敌强我弱决定了日本可以比较快地占领中国

大片国土; 而敌小我大、敌寡我众又决定了它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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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能很快占领全部中国。于是, 在日军推进线之后,

形成了广大空间, 这就使中国抗日军队在这里有

了用武之地。而按照两党约定的战略分工, 共产党

的军队成为了开辟敌后战场和在这里消灭牵制敌

人的主力。两个战场由此形成。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 到底哪一个战场的作

用更大一些呢? 先来看一组统计数字:

据国共两党战后公布, 国共两党军队在抗日

战争中的作战情况如下: 国民党正面战场, 在八年

期间共举行过 22 次重大战役 , 军队伤亡 321 万

( 其中阵亡 131 万) , 歼灭日军 100 余万; 共产党敌

后战场 , 大小作战 12 万余次 , 军队伤亡 60 万 , 歼

灭日军 52.7 万, 此外还歼灭 118 万伪军。

从上述数字来看, 正面战场的牺牲和战果明

显地高于敌后战场。但是, 还有另外一种统计, 即

按兵力多少来算, 敌后战场平均每个兵员歼敌数

字和平均伤亡率又高于正面战场。

仅以上述统计为依据, 就可以得出两种不同

的答案。但是我却认为, 无论是哪种答案 , 源出于

这样的依据都是不能使人信服的。在我看来, 尽管

如前述战争规律决定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划分成了

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 但抗日战争面对的不是任

何一个党派的敌人, 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敌

人, 因而这个战争是中华民族争取生存权利的整

体战争。而从军事方面来看, 两个战场也是缺一不

可。没有战争初期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 就没有敌

后战场的开辟; 反过来, 没有敌后战场对敌人的牵

制和消耗, 正面战场也难以长期坚持。因此我认

为 , 上述统计数字 , 虽是寻求答案的客观依据 , 却

不是问题的关键。既然两个战场缺一不可, 那么

“抗战胜利”, 就不能单纯地归结为是“蒋干”的结

果, 同样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共工”的结果。

排除了二择其一的思考方式, 实际上就是否

认了最初的命题。而这个命题之长期存在, 表明抗

日战争史研究一直存在着一个误区。

在大陆 ,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 , 到 70 年代

末止, 抗日战争史一直是作为中共党史的一个阶

段史加以描述的, 因此难免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

这主要表现在, 仅强调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

用, 而忽略甚至否认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关于正面战场的描述, 经常使用的字眼是“一溃千

里”、“不战而逃”, 而对于国民党的评价, 强调的也

是“消极”、“妥协”、“分裂”、“反共”等等。即使有时

提到正面战场, 一般地也只是介绍和表扬国民党

官兵个人, 而对指挥者经常的评语则是“片面抗

战”。这样的描述 , 不符合历史实际 , 容易产生误

导, 似乎国民党在战争中没有起到一点积极作用。

而在国民党治理下的台湾, 情况恰好相反。一

般的史书并无对敌后战场的描述, 甚至根本不承

认中国抗日还有一个敌后战场。即使提到共产党

的抗日, 也以所谓“三分应付”、“七分发展”来做评

语。而国民党总结的历史教训, 则是最使蒋介石等

人感到切肤之痛“共产党坐大”论。其实这也难怪,

国民党最终没有完成以“剿共”为目标的“安内”,

第二 次国 共合作 之初 中共 不过只 有几 万 人 的 军

队, 而到了抗日战争胜利之际, 却发展到百万人以

上, 并且占据了大片地盘。最终国民党败在共产党

手下, 抗日战争胜利后没有几年, 共产党就取代国

民党而执掌国家。但是, 这里面也存在着认识上的

误区。首先, 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从来就没有隐

瞒过要发展自己的意图, 而国民党也从来没有隐

瞒过对共产党的限制, 以至于在抗日战争时期 , 两

党屡有冲突, 甚至兵戎相向。但是, 两党的矛盾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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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没有妨碍以整个民族利益为前提的抗日合作。

其次, 共产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寻到了命运的转

机 , 但所谓“坐大”,“大”是大了 , 但却不是“坐”的

结果, 而是抗日的结果。另外, 共产党在敌后的

“大”, 对战争的全局不仅无害 , 而且十分有利。这

种“大”起到了减轻正面战场压力的战略作用 , 因

此应该加以肯定而不是否定。

意识形态的对立而造成的上述分歧, 对抗日

战争史研究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而值得庆幸

的是,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海峡两岸在抗日战

争史研究方面, 都发生了变化, 开始思考怎样走出

误区。当然, 这种变化也有它的政治背景, 从大陆

方面讲, 对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展望是推动人们走

出误区的外在动力; 同时, 学术氛围的宽松与研究

视角的拓展, 又为人们客观描述历史创造了条件。

同样, 台湾方面, 因国民党的抗战历史以及在这一

历史阶段中与中共毕竟有过的合作, 也使得它对

中共的态度有所呼应。在今天两党彼此希望成为

对方朋友的背景下, 从历史上寻找两党的契合点,

八年抗战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

关于抗日战争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以往人们对抗日战争历史经验的总结, 主要

集中在抗日战争对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影

响方面, 而实际上, 抗日战争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也发生过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 日本的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

代化进程。

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 是近代日本走向现代

化道路的因素之一。通过甲午战争, 日本不仅强占

了中国的台湾 , 还向中国索取了 2.3 亿两白银的

巨额赔款, 这些赔款, 是当时中国全年财政收入的

3 倍, 是日本年财政收入的 4 倍多。中国被迫开始

向西方列强大举借债, 而日本却用这笔战争赔款

中的一部分建立了现代化的八幡制铁厂, 一部分

用来发展现代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 日

本的现代化进程的加速, 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中

国现代化进程的破坏为条件的。

如果说甲午战争已经表明日本的侵略对中国

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 那么到 20 世纪

30 年代 , 日本对中国发起的全面侵略战争 , 则完

全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在抗日战争爆

发前的 10 年里, 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的平均增长

率约为 7.6%, 而且这种增长突出地表现在基础工

业 上 , 1936 年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已 占 工 业 总 产 值 的

65%, 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24.48%。假设没有日本

对中国的侵略, 中国的工业化步伐必将大大加快。

这种假设虽然已经无法得到历史的验证, 却正如

毛泽东所说: 没有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侵略,

中国始于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将缓慢地发

展到资本主义。这都是有事实为根据, 因而也是合

乎逻辑的假设。

但是, 假设毕竟没有成为现实, 日本对中国的

侵略, 彻底地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先是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 使中国丧失了三分之一

的森林、铁矿和煤矿 , 五分之二的铁路 , 十分之七

的大豆产量, 五分之二的出口贸易, 以及 93%的石

油 , 55%的黄金。另据统计 , 至 1932 年底 , 中国政

府在东北的损失达 178 亿元, 加上私人损失 , 不下

200 亿元。在全面侵华的八年间, 日本占领了中国

城市总数的 47%以上 , 其中包括了大城市的 80%

以上。这些城市, 聚集着中国几乎全部的现代化工

业。这些工业, 有的直接损毁于炮火之中, 有的因

战争而失去运转的条件导致关闭, 有的被迫内迁

损毁于途中。在沦陷区, 日军不仅任意掠夺公私财

产 , 还截留税收 , 把持金融 , 并建立起依附于日本

的 以掠 夺中国 资源 财富 为目标 的殖 民 地 经 济 体

系。据 1995 年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 , 中国在抗日

战争中的直接财产损失是 1000 亿美元 , 间接损失

是 5000 亿美元。对于一个本来就十分贫穷的中国

来说, 这些损失不仅使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难

以为继, 还足以使它的经济全面崩溃。

第二, 中国抗日战争积累了新的现代化因素。

有人认为, 中国的现代化本来就不是中国社

会内部自身现代性积累和成熟的结果, 而是对外

部挑战所作出的回应, 因此主张将其称为“后发外

生型”现代化。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中国近代

的开港以及后来洋务运动的出现, 都明显地带有

被动的特征。这个特征又决定了这种现代化本身

的脆弱。但是, 抗日战争的发生, 在很大程度上改

变了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型”性质。正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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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侵略极大地破坏了中国原有的“后发外生

型”的现代化进程, 又使得新的“自发内生型”现代

化进程在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悄然开启。

首先从政治层面来看。关于现代化的含义, 除

了工业化为其核心外, 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也应

包括在其中。而对于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

的中国来说, 后者更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抗

日战争无疑地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发展, 在客观上

提供了条件。中国共产党在七七事变后不久即在

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了“改革政治

机构”的要求 , 与此同时 , 其他政治派别也先后发

出了开放民主的声音。而在民族生存受到日本侵

略严重威胁的时候,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

只能顺应潮流, 在全国开放了民主。尽管这种民主

是十分有限的, 但却是前所未有的。但是, 国民党

因抗战所需开放的民主是以国民党执政地位的巩

固为条件的。如果离开了这个条件, 民主随时都要

被关闭。因此, 政治民主还需要另外的社会条件作

为支撑, 这个条件就是进步力量能够很好地发挥

对社会的主导作用。而这个条件, 在抗日战争之前

的中国社会是不具备的。但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后,

由于以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已经在中国社会

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在民主与独裁的较量中,

后者就很难占到上风了。而进步力量的发展和壮

大, 同样是中国现代化因素积累的一个重要表现。

其次从经济层面来看。前述日本对中国的侵

略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 指的就是日本

侵略对战前中国积累起来的现代化经济的严重破

坏。但是, 也正是由于日本侵略对中国经济的摧

残, 迫使中国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 战时经济

体制的建立就是应对的结果。战时经济体制是一

种被迫的应变措施, 它的实施一方面是通过金融、

物资、资源的统制, 集中了抗日战争所需的财力物

力, 一方面又使官僚资本扩大了势力, 从而压缩了

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但是, 如果从现代化的视角

来审视, 这种体制下的现代金融体制的建立, 工业

结构的调整, 资源的调查与统筹开发, 工业发展的

布局调整等等, 都表现出了现代化因素。尤其是被

称做是工业化传动的沿海工业的内迁, 改变了中

国西部工业落后的状况。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由于它是建

立在中国经济最为落后的地区, 在那里并不具备

实现现代化经济的条件。但是共产党制定与实施

的包括减租减息、鼓励垦荒、发放农贷、发展商业

等一系列经济政策, 不仅使抗日力量在贫困的地

区得以生存,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物

质生活, 阶级构成的比例也由此发生变化。而这些

变化, 最终又为后来的土地改革准备了条件。从这

点来看, 这也是现代化因素的积累。

再次从国家主权层面来看。自 1842 年中国被

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以来 , 帝国主义列强通

过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使中国丧失了诸多

基本主权, 因此, 中国一直没有取得完整意义上的

主权国家地位。但是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 尤

其是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

体的时候 , 这种状况很快得到了改变。1941 年太

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 中国已经独自与日本作战

四年, 并且牵制了日本陆军的大部兵力。正是由于

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重要

地位和作用, 使得美、英等国不能不对中国加以重

视。1943 年初, 中国先后与美、英等国签署了废除

旧约、签订新约的协议。从此, 中国摆脱了束缚百

年之久的不平等条约, 获得了一个独立主权国家

应有的尊严。独立的主权是任何现代化国家不可

缺少的一个条件。

关于战争遗留问题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 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战

争受害民间诉讼引起两国重视, 一方面也是由于

日本右翼否认历史事实的现象频频发生, 并对日

本政府保守势力产生影响, 使得战争遗留问题研

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该研究有以下几点值

得关注。

首先是钓鱼列岛的主权归属研究。1894 年日

本实际占领了该列岛 , 1945 年后该列岛受美国托

管 , 1969 年美国结束托管 , 1971 年将该列岛作为

琉球群岛的一部分归还日本。新中国成立以后多

次申明对该列岛拥有主权。近年来, 有人以中国古

代文献论证, 早在 15 世纪以前中国就已经发现了

钓鱼岛并为之命名。以后几个世纪, 在日本图籍中

不仅沿用了中国对钓鱼岛及附近岛屿的命名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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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明确将其划在中国海域之内。另据明清文献数

种, 钓鱼列岛列入中国版图之后, 曾先后划归中国

福建和台湾海防区域。虽然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吞

并了钓鱼列岛 , 但按 照《开 罗宣言》和《波 茨坦公

告》, 日本理应将其交还给中国。还有人以日本文

献论证, 日本在 1894 年实际占领钓鱼列岛之前 ,

朝野人士的共识是:“钓鱼列屿系台湾附近清国所

属岛屿。”论者还对日本霸占钓鱼列岛的历史过程

作了详细阐述。

其次是与战争受害诉讼相关的实证研究。该

研究包括中国慰安妇受害、劳工受害、生化武器战

时受害与战后遗害等研究。其中关于慰安妇问题

研究 , 中国起步较晚 , 落后于日本和韩国 , 但近年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关于受害人数, 有学者考评

后提出, 在日军 36 万至 41 万慰安妇中 , 大多数是

朝鲜和中国受害妇女。针对日本右翼提出的战时

慰安妇是商业行为的产物, 中国学者依据史料论

证了慰安妇制度的起源, 指出这一制度完全是为

日本侵略方针服务的。2003 年 8 月 4 日发生的日

军遗留化学武器伤害中国平民事件 ( 八四事件) ,

引起人们对日本化学战及化学武器遗留问题的关

注。中国学者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日本在侵华战争

期间使用化学武器的具体史实, 认为在战争期间,

日本至少生产了 700 万枚以上的化学武器; 在中

国战场实施化学战超过 2000 次, 造成近 10 万人

的直接伤亡; 战后遗留化学武器又伤害两三千人,

并且这种伤害还在继续。论者还叙述了中日两国

关于解决遗留化学武器的共识, 认为对日本化学

战责任的追究可以成为日本人正确认识侵华战争

历史的突破口。

再次是关于史观的研究。该研究主要集中在

对右翼教科书的剖析方面。从 2001 年日本科学文

部省第一次通过右翼教科书之后, 中国就出现了

一批剖析日本右翼教科书的著述。其中由张海鹏、

步平主编的《日本教科书问题评析》, 对战后日本

历史教科书问题出现、演变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系

统评介, 比较深入地分析了该问题产生的日本国

内与国际的政治背景 , 以及它反过来对日本社会

和周边国家产生的影响, 并针对日本扶桑社教科

书错误史观和对历史歪曲的具体问题进行剖析。

2005 年 4 月 , 日本政府再次审 定通过 右翼 教科

书, 引起学者高度关注, 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

究。而值得重视的是 , 针对右翼教科书中的错误,

中日韩三国学者已经联合起来 , 撰写了客观描述

东亚历史的三国共同历史读物, 该书在 2005 年五

六月在三国同时出版。

在研究右翼史观时, 还有一个问题应该引起

注意, 这就是关于民族主义的评判。笔者的《中日

战争遗留问题研究述评》 提出:“民族主义在中华

民族抵御外侮时起到了战胜侵略者的至关重要的

作用, 并且, 维护民族利益也是我们进行战争遗留

问题研究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动力。”“但是, 还必须

看到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 这就是, 从更高的角度

来看, 战争遗留问题也是一个超越了民族界限的

问题, 是一个关系亚洲、世界和平与人类美好前途

的问题。从这点来看, 我们对它的审视和研究 , 又

不能完全受到民族主义的支配。特别是在我们批

判日本社会存在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时候, 我们

就更应该防止把自己也降低到同样的程度。实际

上, 战争遗留问题已远远超出了民族主义所能容

纳的范畴。”

( 责任编辑 刘荣刚)
《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和赔偿问题》一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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