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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四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由著名抗战史权威学者张宪文教授领衔，组织民国史中心集体编写，洋洋
百万言，完整叙述了从1931年至1945年14年抗战的烽火历史，编织了一幅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抗战图
卷，是一部全面系统、客观科学的抗战史巨作。
《中国抗日战争史》第四卷时间跨度为1944年1月—1945年8月。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之际，
转而在中国大陆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攻势——“一号作战”。洛阳守城战、四守长沙、衡阳鏖战
、反攻缅北滇西作战⋯⋯1944年战局的发展给中日两国都带来了至关重大的影响。1944年春至1945年
夏，敌后战场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局部反攻，予敌沉重打击。与此同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加速了日本
法西斯末日的到来。
“幢幢华裔，将即为奴；寂寂江山，日变其色”。1931年，侵华日军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
东北；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到1938年10月，武汉、
广州等地相继失守，华北、华中、华南等大片河山沦陷。
中华民族被推到了悬崖边上。生存还是毁灭，独立还是亡国，要自由还是被奴役？在民族生死存亡的
紧要关头，长城内外、大江上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不甘屈辱的中华儿女共同发出了血战到
底的怒吼。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华
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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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1938年12月19日，是夜，汪精卫等人从昆明乘机逃到河内，走上叛国之路。这个曾经写下“引刀成
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同盟会评议部部长（最早的三部之一），敢以生命挑战当时仍是庞然大物的清
王朝统治，足见其勇气与牺牲精神。后人可能难以理解，如此胆识之人，怎么会屈从于日本侵略者，
甘做卖国者？历史不会“精分”，从革命者到整个民族的选择，与时局密切相关；当时错综复杂，未
必如今日看待的清晰。下面引述《抗战史》所记载之部分方面，以见一二：（1）各国与中国—国家
之交唯利尔当时国民政府的《抗战建国纲领》中，“外交政策”篇居军事、政治、经济诸项之前，“
对于世界各国现存之友谊，当益求增进，以扩大对我之同情”。太平洋爆发之前，“美国害怕得罪日
本卷入战争，当局者一面希望中国坚持抗战，一面有企图牺牲中国保全其在华利益”。1938年，日本
政府“要以其独占中国的‘东亚新秩序’代替各国在华利益均沾的‘门户开放’”的声明，刺激了美
国才使得其开始提供援助（中美《桐油贷款协定》）。1939年，美国为强化其在华影响而废除《美日
商约》。1940年，汪伪政权建立，为使中国坚持抗战，中美《华锡借款合约》成立。德意日同盟成立
后，美国开始军事援助。中美关系不断变化，美国是变化的主导者。英国因国力衰微，对日本侵华采
取了妥协姑息的政策，拒绝对日本实施制裁和禁运，拖延对中国的援助请求。直到日本侵占中国沿海
城市，英国在华利益受到侵害，也仍以妥协平息事端。英日《有田-克莱琪协定》完全承认日本军队在
中国的侵略行为，英国政府控制不得干扰日本侵略行为。在日本的要求下，英国还一度关闭滇缅路，
禁止由缅甸向中国供应抗战物资。直到德意日同盟成立，中英关系才有好转，重开滇缅路。苏联对中
国抗战是积极支持的，一方面其执行和平外交，一方面考虑自身战略，终有一天会与日本开战。1939
年签订《中苏通商条约》，向中国提供贷款，同时提供军事援助。斯大林一面支持中国抗日，一面又
改善日本关系，1941年签订《日苏中立协定》。各国与中国的关系，随着其在华利益以及世界格局的
变化而变化。中国积极寻求援助的同时，也在不断的进行利益斗争。复杂的国际环境，是抗日战争历
史形成的外因。（2）日本的策略—倭寇之国无道义日本在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前，经过了长时间的准
备。自20世纪20年代，田中义一内阁提出的“大陆政策”开始，到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七七事变
，直至全面入侵，无不企图吞并中国，消灭中华民族。自1937年发动侵略战争，日本扬言速胜中国，
直至1945年战败逃离。侵略者无一天没受到中国人民的抵抗。为恐吓中国人民，占领南京便开始了惨
绝人寰的大屠杀，对毫无抵抗力的百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占领区开展扫荡，坚壁清野，屠杀百
姓。所到之处，所占之城，日军便如同禽兽般残害中国人民，所做之恶，罄竹难书。在正面战场，日
本占领武汉以后，由于战线过长，后方被中共开辟的敌后战场牵制，前方遭受国民党军队的抵抗，日
本开始调整其战略。一方面，在敌占区扶植伪军，协助统治；一方面，引诱一些知名人士投靠（例如
汪精卫、周佛海等），动摇抗战信念。此外，大量培养特务间谍，袭扰抗日军民。对国民党采取分化
，诱降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进入到抗战后期，正面战场的“长沙保卫站”、“衡阳保卫站”
阻击了日军的进攻计划；在敌后战场上的“百团大战”，打击了日军的殖民统治和军事部署；在国际
形势好转的情况下，日军仍极尽凶残，负隅顽抗。（3）抗战之艰难—曲折中走向光明《抗战史》中
详细的记载了中日之间的较量，用大量的数据描述了当时双方的角力。然而，战争不仅仅是武器和军
队的较量。还包括：经济：支援战场战士所需要的武器装备、军用物资，以致军饷。日本占领中国大
部分地区后，试图以战养战，发展占领区经济；对于国民政府，由于战争的破坏，经济发展遭受严重
的冲击，在接受国际援助的同时，自身的经济发展也是抗战进行的保障；国民政府内部的腐败，以及
巨贾劣绅发国难财，压榨底层人民，使得当时民众生活愈发艰难。生产：工业生产是前线武器装备的
保障，也是后方军民生活的物质基础；日本占领武汉后，中国的工业生产受到了重创；在抗战前两年
的风调雨顺，到抗战后期粮食生产总量明显下滑。文化：敌占区的文化宣传，是要培养“良民”，顺
从殖民统治，接受劣等民族观念的。战争动员：如，拉壮丁的问题⋯⋯教育及科技发展：如，西南联
大的历史⋯⋯这些可以在《抗战史》中找到相应的内容，然而，这些有仅仅是记录下来的。“八年抗
战中，中国人民‘共歼灭日军二百六十余万’⋯..‘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伤亡达三百三十八万多人
，中国人民伤亡达一千八百余万人’”。统计数据相比于当时的炮火纷飞之激烈，流离失所之惨痛，
实在太过贫瘠单薄；不管怎样总结胜利或贡献，在逝去的岁月和留下的伤痕里，都有一段继续前行的
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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