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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东中部城市的影响
!

何一民
!

刘
!

杨

摘
!

要.中国东中部地区是近代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城市数量最多的地区'

!"

世纪
9"

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东,中部地区成为主要战场'城市遭到严重破

坏'整体出现衰落*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东,中部城市发展的影响有三个方面*一是战争

的直接破坏和影响'导致城市居民被大量屠杀'社会结构遭到破坏'经济被摧毁'工商业衰

败'街道,建筑多遭毁坏'城市肌理也变得面目全非-二是日本军队占领东中部城市'对这

些城市和地区实行殖民统治'城市发展的内在机制,动力因素和外部空间环境,条件等都

发生了!异变"'故而在战争期间呈现出严重衰败*三是战前在东,中部大城市发展起来的

部分现代工业,商业,金融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也因战争被迫转移到大后方'故而也使这些

城市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正是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东,中部大多数城市发展严

重受阻'相当部分城市出现停滞和倒退*

关键词.日本侵华战争-东中部城市-殖民统治

城市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聚集了一定区域内相当数量的人

口,资源和社会财富'对于国家或地区的战略至关重要*因而无论是冷兵器时代'还是热

兵器时代'城市都是战争双方争夺,攻打的主要目标'特别是政治中心,交通枢纽,军事要

塞,工业中心,商贸中心等城市'往往都成为重要的战场'受到军事打击和严重破坏*中国

城市从
#=

世纪中后期开始就出现了早期现代化转型'在东,中部地区出现了一批重要的

新兴城市'这些城市承载了中国大部分现代工业,商业,金融,文化等'成为中国早期现代

化的推进基地*

!"

世纪
9"

年代日本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中国东,中部城市成为其

攻打的主要目标'在长达
#%

年的战争中'中国东,中部地区的城市遭到日军的巨大破坏'

部分城市甚至被毁灭'大量居民被屠杀'社会结构遭到破坏'经济被摧毁'建筑和城市肌理

也面目全非'相当部分城市在战争期间处于严重衰败状态'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城市化进

程受到严重阻碍'部分城市的发展被迫中止'甚至倒退衰败*目前有关抗战时期大后方城

市研究受到较大的关注'不仅发表有相当数量的论文'而且相关专著也已经出版"

*但有

关抗战时期东,中部地区城市的研究却较为薄弱'为了推动抗战时期城市研究'本文以较

为宏观的视角对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东,中部地区城市所产生的破坏和影响进行考察#

'

以起抛砖引玉作用'希望有更多研究者对此加以关注和研究*

一,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东,中部城市的破坏

从
#=9#

年至
#=%;

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试图灭亡中国*在十余年间'日军攻占

"

#

何一民.(抗民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城市发展与变迁)'重庆出版社
!"#;

年*

本文所探讨的东,中部城市'具体指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河

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等省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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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东,中部地区大约
!<;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S

'

=99

座城市沦入侵略者手中*

抗战爆发以来'虽然每一次战役中国军队都曾作过殊死战斗'取得局部战役的胜利'但终因武器装

备落后,后勤保障不足等多种原因而不得不放弃守城'故而大量城市陷入敌手*在抗战时期'中国东北

四省的全部城市'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的大部分城市'以及湖南省的部分城市先后沦陷'特别是中

国东,中部最重要的大城市上海,天津,北京,南京,广州相继失守'对中国的城市发展造成了巨大的负面

影响*据统计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的
$

年内'所占领的东中部城市#市县城区$!为
<;#

处以

上"

"

*如果加上冀东
!#

县和豫湘桂战役中被占城市
#%$

座'则八年抗战中东中部地区约有
=#0

市县

先后被日军占领*另外'若计云贵地区沦陷的城市'其总数达到约
=9"

余座'!约占全国城市总数的

%<S

以上'其中被侵占的大城市约占全国大城市总数的
0"S

以上"*!全国直接间接蒙受战祸的灾区人

口达
!/$

亿以上'无家可归的难民达
%!""

万*据国民政府估计'从!九0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的
#%

年

艰苦而漫长的岁月中'中国战争受害区域占全亚洲战争受害地区的
%;S

#

*中国东,中部地区的城市在

近代以后一直是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心*

#=

世纪中后期至抗战前'中国东,中部地区的

城市率先开始向早期现代化转型'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厦门,福州,青岛,大连等开埠通商城市在此一

时期出现快速的发展'集中了中国主要的现代工商业,现代金融业以及现代文化教育事业*然而'战争

和殖民统治对这些城市造成巨大破坏'致使相当部分城市陷入持续的衰落之中'中国城市发展格局发生

了历史性的大变动'中国的城市化和早期现代化也因此严重受阻*

#一$战争对城市构筑物和城市肌理的破坏

自古以来'城市都是战争的首要攻击目标'!每当战争爆发之时'作为主战场的城市物态构成要素总

是最先遭受战争的打击'突出地表现为城池的破坏,建筑和街道等城市构筑物的破坏损毁"

$

*因而成

为战场的城市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部分城市遭遇灭顶之灾'出现!街里萧条'城廓崩毁'庙塔

丘墟"的衰败景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全球已经完成了从冷兵器时代向热兵器时代的转变'步枪,机

枪,炸药,炮弹以及原子弹等对城市的破坏'远远超过冷兵器时代'从而对城市所造成的破坏烈度是之前

无法想象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大力发展现代军事工业'在发动全面对华战争时期'已拥有强大的

军事实力'特别是火炮和飞机远超中国军队'日军对中国城市的攻击采取了最野蛮和最残忍的大轰炸方

式'甚至还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对没有设防的城镇也进行炮击和空中轰炸'使中国东,中部大部分城市受

到很大破坏*据湖南省不完全统计'全省
<0

个市县就有
$"

个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

*又据(善后救济

总署河南分署周报)统计'抗战期间河南省县城被破坏程度达
9"S

及以上的就多达
;$

个'其中西峡口

城的破坏程度达
="S

'驻马店城和郑州城的破坏程度分别为
0"S

和
<"S

'

*下面分两个方面概述日本

侵华战争对东,中部城市构筑物和城市肌理破坏的具体状况*

#/

战争导致城市工厂,商铺等建筑物受到严重破坏,损毁*日军为了占领中国城市'打击中国经济'

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战能力'对所攻击的城市'除攻击军事设施外'也对城市的经济设施进行破坏'故工

厂,商业街市等往往成为日军轰炸和破坏的重要目标'相关记载不绝于书'下面仅举以几个案例加以证

明*一是日军对上海工厂企业的破坏*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相关报告记载'从
#=90

年
#

月至
9

月'

上海华界各工业区变成了火窟'数十天内'

0"S

以上的店铺工厂以及民房被焚毁'仅剩残垣灰烬'上海及

其附近地区的工业建筑也差不多完全被毁-甚至公共租界也难逃劫难'公共租界东区和北区有
=";

家工

厂被焚于兵火'该两区平时共雇有工人
9"0$0

人'而战争导致所有的工人逃散'或死亡'或游离失所'工

厂的机器设备也多遭破坏已不能再用(

*另据
#=90

年
9

月
#=

日上海(密勒氏评论周报)载.!据公会共

租界工部局捐务处负责人称'被毁的商店至少有十万家'其中包括店主的住宅和财产*这些商店或被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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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民.(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巴蜀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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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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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栋梁.(抗战时期湖南经济损失和人口伤亡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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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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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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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或被炸毁'或被轰毁,或被抢劫4我们倘驱车经过虹口'杨树浦'闸北和南市等处'但见两旁街道'尽

成废墟'往往延长几里*"

"二是日军对南京城市工商业的破坏*日军在占领南京城以后'不仅进行了惨

无人道的大屠杀'而且还对南京下关的商业街进行焚毁'除!旧仪风门外'大马路至惠民桥一段'及路两

旁之鲜鱼巷'#至铁路桥止$'复兴街等尚完整外'其他地方不被烧净'即被拆完"

#

*据时人记载'战后的

南京城!触目所及'都是令人怵目惊心,凄凉哀伤的景象.偌大的地区'曾经那么热闹的街道'不仅行人寥

落车马稀'甚至不见一块招牌,一个摊贩*只有三三两两,趾高气扬的日本兵'在空旷的街道上靴声橐

橐'悠然来往"

$

*除了以上两城市之外'几乎所有被日军攻占的城市工商业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

民居和街道也成为日寇攻击,轰炸的对象'城市的道路格局和城市肌理都遭到严重损毁*长沙市

是日军飞机轰炸的重点之一'据
#=%$

年
#!

月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的(日军飞机轰炸地区表)'!长沙

市自二十六年七月起被日军飞机轰炸共约百余次"*新中国建立初期'长沙市的房地产和税务部门对抗

战时期长沙房屋被破坏的情况进行了调查评估'结论是.长沙全市有
##""

多条街巷#不包括水陆洲和

河西$'其中全部焚毁的有
$="

条'幸存房屋不到
;

栋的有
99"

多条'综计严重受灾的街道几近
="S

%

*

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六处处长的田汉'目睹自己家乡灾后惨状'曾写下一首(重返劫后长沙)

的诗'对长沙劫后的状况进行描述.!市烬无灯添夜黑'野烧飞焰破天蓝*衔枚荷重人千百'整瓦完垣户

二三*"

'长沙古城!百年缔造'可怜一炬"

(

*武汉是华中重镇'日军在武汉遭到中国军队顽强的阻击'因

而日军在攻占武汉之前'对武汉实施了狂轰滥炸'造成市区白天警报不绝于耳'时常出现房毁人亡的惨

景'武汉三镇繁华的街市遭到严重破坏*据统计'

#=9<

年
0

月
!#

日
D#=90

年
#"

月
!;

日的一年多时间

内'武汉共遭受日机空袭
<!

次#其中汉口
9#

次'武昌
9!

次'汉阳
=

次$'投弹
9"9"

枚'死亡
#$;#

人'伤

9#%<

人'炸毁房屋
9%9<

栋#汉口
;;%

栋'武昌
#9;=

栋'汉阳
#;!%

栋$

)

*日军占领整个武汉三镇后'

!武汉市区成为荒凉'恐怖的世界'人们提心吊胆'遑遑不可终日*不到
;

天'日军又大量拆毁民房'昔日

商业繁华的黄陂街永界平'迥龙寺一带'一片瓦砾'又纵火焚烧汉口中山大道六渡桥至满春路一带'火焰

腾空'浓烟蔽日'花楼街上段广益桥一带'也是一片火海"*

* 数十年后'国际舆论公认.中国的长沙和南

京,英国的伦敦及日本的广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最大的城市+

*

#二$战争造成城市人口巨大的损失

人口作为一种重要的特殊资源'是城市社会财富生产之源泉'因而战争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尽量消

灭敌对方的人口'!战争损害所及'以人口称最"

,-.

*有关中国抗战人口损失的记载有较多分歧'据中国

社科院近代史所最新研究表明.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
9;""

万以上'军人伤亡
##""

余万人'平民死伤

!9""

多万人"

,-/

*现代军事力量的打击'不仅造成军人的大量伤亡'而且还会波及平民'使之伤亡惨重*

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毫无人性'对中国民众实施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导致战区内人口数量锐减*

一是日军在战争中对城市平民进行的大规模杀戮'造成了中国东,中部地区城市人口的大量减少*

日军在占领城市之后'多采用屠杀平民的残暴手段'制造!屠城",!毁城"等惨剧'!南京大屠杀"即是举世

闻名!屠杀"典型*据不完全统计'东,中部沦陷区各重要城市人口伤亡数均以万计#详见表
#

$'除南京

外'徐州,无锡,南通,长沙,衡阳,朔县,金华等城市都在遭到日军的战火洗劫后'惨遭屠城'而诸如济南

琵琶山!万人坑"等亦是日本军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历史见证*衡阳人民也经历了空前浩劫'衡阳人

0

!"#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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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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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大火111敬慰湘民)'载(中央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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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年'第
%"#

页*

韩
,

桐,杨家骆.(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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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具体来讲'战争中的

人员损失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军人的损失和平民损失*本文人口伤亡统计'皆以平民为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专家详述中国反法西斯的贡献)'载(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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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第
%

版*



何一民 等.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东中部城市的影响

在战争中死亡的人约
;

万余人'而在沦陷期间患疟疾,痢疾,伤寒等恶疾者约
=

万余人'其中有
9

万余人

因病死亡'衡阳人因战争和战争带来的瘟疫疾病而死亡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S

"

*

#=9<

年
##

月日

本侵略军对无锡人进行了大屠杀'日军!沿途烧杀'死伤累累*后来无锡县伪自治会组织的卫生队收尸

掩埋'掩埋无人收殓的尸体至少在万具以上*"

#

#=%!

年
;

月'金华沦陷'日军实行!三光"政策'烧,杀,

淫,掠无所不为'屠杀无辜百姓
#<!"%

人'因伤致残
9$;$=

人$

*

#=9<

年
=

月
=

日'日本侵占山西省阳

高县'数日内!在敌人的血腥屠杀中'一座两万人的县城变成了死城"

%

-

!0

日'日军又至朔县'屠城三日'

屠杀了
%0""

多人'

*此外'日本军国主义者通过
<9#

部队制造的细菌战'用飞机向城市或密集部队等

目标撒下细菌'造成宁波,常德,金华以及浙赣铁路沿线城市鼠疫流行'导致人口大量死亡*据细菌战犯

川岛清在远东军事法庭供认.!本部队驻扎平房站
;

年'通过
#

个工厂'因染病菌消灭至少
9"""

人*"

(

表
&

!

抗战时期沦陷区部分重要城市人口伤亡统计

省别#市$ 死亡人口 轻重伤合计
上海

##";$9

武汉
#$9#% #=!9<

长沙
9$%$" ;$;9$

杭州
#%9!; %;;"

九江
!9;9< 9<=;

广州
!%09%

济南
$!"""

衡阳
;!9!# !;%9"

无锡
#%!;"

金华
#<!"% 9$;$=

朔县
%0""

!!

本表资料来源.

#

,章伯峰'庄建平.(抗日战争)第
<

卷'(侵华日军暴行日志)'四川人民出版社
#==<

年'第
#;<

&

#$9

页-

!

,余杭县志

编纂委员会.(余杭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

年'第
;=#

页-

9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 军事志)'武汉大学出版社
#==!

年'

第
%"0

&

%##

页-

%

,武昌县志编纂委员会.(武昌县志)'武汉大学出版社
#=0=

年'第
#00

页-

;

,汉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汉阳县志)'武

汉出版社
#=0=

年'第
#;=

&

#$#

页-

$

,禹硕基.(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辽宁大学出版社
#=0=

年'第
!9;

,

9;#

页-

<

,湖南省政府编印.

(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编辑例言)'

#=%$

年-

0

,(江西省志 军事志)'江西省科技印刷自动化公司
#==<

年'第
!9=

页-

=

,(山东省战时人

口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总表#自二十六年七七事变起至三十四年战争结束之日止$)'山东省档案馆
G#"!E"!E""#%

'载闫化川.(抗战时期

山东平民伤亡述论)'(日本侵华史研究)

!"#;

年第
!

期*

二是因战争所产生的巨大社会恐惧等负面效应'导致战区城乡人口大量逃亡*日本发动侵华战争

后'相当部分东,中部地区的城市居民不愿作亡国奴'更不愿成为战争的牺牲品'纷纷迁往西南或西北'

导致战区城市人口骤然减少*据伪武汉特别市政府公报记载'抗战初期武汉!市民逃避一空'繁华市镇

竞呈荒凉之景象'热闹商场徒余鼠窃之惊'所历浩劫亘古未有"

)

*又据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编译处及

安徽,河南,苏宁分署
#=%$

年所编(黄泛区损失统计)记载'抗战时期江苏省境黄泛区达
!"

县'逃亡人口

就达
$0<%<"

人*湖南省衡阳是战争的重灾区'战争开始后'!因避战祸流亡到黔,桂,川等省及湘南,湘

西的约
0

万余人-逃避到衡阳县偏僻农村的约
#"

万余人-旅居衡阳的外省外县人士避寇回乡不再返衡

的约
#"

万余人'三项合计占原有人口的
;;S

"

*

*

三是战争状态下沦陷区城市人口的身心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抗战期间'日军对沦陷区实行殖

民统治'城乡居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医疗卫生条件均极差'导致人口的身体素质普遍下降'发病率提高

0

9"#

0

"

#

$

%

'

(

)

*

湖南省衡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衡阳文史资料)'第
9

辑'

#=09

年'第
%"

页*

江苏省无锡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无锡文史资料)'第
%

辑'

#=0!

年'第
=9

&

=%

页*

金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金华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

年'第
9#%

&

9#;

页*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
;

卷政治军事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

年'第
;=;

页*

高春平,冯素梅,宋丽莉.(暴行0奴役0苦难)'载(山西抗战口述史)第
#

部'山西人民出版社
!"";

年'第
;!

页*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
;

卷政治军事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

年'第
$=9

页*

#伪$武汉特别市政府.(武汉特别市政府周年纪念特刊)'武汉特别市政府
#=%"

年'第
9

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衡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衡阳文史资料)'第
9

辑'

#=09

年'第
%#

页*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

第
!"

卷 第
#

期

而不能得到有效治疗'死亡率也随之而提高'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也大大缩短'从而降低了城乡居民从

事经济活动的效率和劳动质量*如五台胡家庄的居民!在敌人治强#治安强化$运动各种摧残毒害下'人

民疾病蔓延44已有九十余名病死'尚有百来人染病在床'奄奄垂危*秋禾在野'无人收获*而这一带

重要出产品花椒'至今仍未收完'损失甚大"

"

*同时'由于人力资源的磨损,消耗与流失'鳏寡孤独,身

体致残等无生活能力者不断增多'社会上需要抚养的人口比例迅速膨胀'社会经济压力日益沉重'从而

成为战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晋西北地区在八年抗战期间被日军致残者达
#!%$!

人'因战争成为鳏寡

孤独无助者达
00"$"

人'患慢性疾病而影响劳作或不能劳动者有
%%%!9

人#

*

人是城市的主体'是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力量'城市经济,社会的兴盛与人口数量有着直接的关系*

抗战时期'东,中部城市人口因战乱死亡,逃散而大量减少'成为经济衰退的重要指标*

#三$战争对城市经济,教育的破坏

#/

城市经济遭到战争的巨大破坏*

东,中部城市集中了中国早期现代工业,商业和金融'因而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对摧毁中国东,

中部城市经济是不遗余力的*战争开始初期'中国东,中部地区城市的工厂,商铺,车站,码头等经济要

素均被日军破坏'!建设于沿海沿江一带之民族工业也摧毁无已"*据中央工厂检查处调查'

#=9;

年'全

国有合法工厂共
$9%%

家'而
#=9<

年以后被日军毁坏的工厂数量达
90%"

家'损失资金
</%

亿元$

*另

据统计'

#=9<D#=%;

年'南京,北平,天津,青岛等
#%

省市即有
#%$;

家工厂被毁'损失达
!9<%"9;$0

元%

*!日机的轰炸与日军的破坏'使整个南京的工商企业损失达
0"S

"

'

*南京!重要的大,中型工厂

企业损失
=#

家'占原有工厂数的
0"S

以上'价值达
#;/=

亿元"

(

*相关城市工业损失情况详见表
!

*

表
$

!

沦陷区部分城市工业损失之估计

地域 资产估计#国币元$ 资产损失#国币元$ 损失程度#

S

$

上海
!=!"$"9$0 #;#<$0<"" ;!

南京
9"9!#9$" !%!%0""" 0"

杭州
!="%;$00 0#"%""" !0

无锡
%=90%0#0 9#$%;""" $%

武汉三镇
#%!<$=#00 #$$<!=$0 #!

湖北
#$

县
%!"=""" =%!""" !!

!!

注.

#/

其中南京的资产损失据
M(658L/P/LB

:

,'(

.!

-+*H+B+

>

(53,'(Q+3453

>

V*(+

"'表中所列损失'只有机器及工具与生产原料

两项'可以辨明确属工厂损失*

!/

无锡损失报告仅列纺纱,织布,面粉及榨油等四业*资料来源.韩
,

桐,杨家骆.(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

估计
#=9<

1

#=%9

)'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
=

辑'文海出版社
#=<%

年'第
9!

页*

从
#=

世纪末开始兴起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在这场浩劫中受到严重摧残'以代表我国民

族资本发展水平的纺织业而论'就可以一目了然*战前'中国各地纺织企业共约有纱锭
9""

万个'织布

机
!;"""

余台'战后仅余华商纱厂
=$

家'纱锭损失达
#0"

万个'为战前纱锭总数的
$"S

'织布机损失

#0"""

台'为战前织布机总数
<!S

)

*另外传统手工业也在战争中遭到很大破坏'如河北省高阳县是

十分有名的手工织布生产专业区'

#=9;

年有织机
9

万多架'年产各种布达
;""

万匹*日军占领高阳县

城后'城内织布工厂和染轧厂皆关闭'业主携家带资逃往平津和保定'厂房设备被日军破坏'农村的手织

布专业户也多逃亡他乡'织机成为燃饮之薪*

*另外'面粉业的损失也十分巨大*抗战前中国的面粉业

有较大发展'!面粉业战前有
##"

家'其中以上海,江苏,山东,河北等省几占全国产量
0"S

强'战后面粉

0

%"#

0

"

#

$

%

'

(

)

*

(在敌寇残酷毒害下'五台敌占区恶病盛行)'载(晋察冀日报)

#=%!

年
#!

月
!

日*

(晋绥边区因敌灾,天灾所引之各种灾难民统计)'山西革命历史档案
V="

1

#

1

!0

'山西省档案馆藏*

中国通商银行.(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

#0=$

一
#=%<

$)'京华书局
#=$<

年'第
!9;

页*

#%

省市为南京,北平,天津,青岛,江苏,山东,河北,山西,河南,浙江,江西,安徽,广东和厦门*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第
#

辑'三联书店
#=;<

年'第
0;

&

0$

页*

储东涛.(江苏经济史稿)'南京大学出版社
#==!

年'第
%0;

页*

李善丰.(我国战时工业政策之检讨)'(建设研究)第
9

卷'

#=%%

年第
%

期*

中国通商银行.(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京华书局
#=$<

年'第
!9;

页*

居之芬,张利民.(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天津古籍出版社
#==<

年'第
9<;

页*



何一民 等.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东中部城市的影响

厂之损失当在
;"S

以上'产量减少在
$"S

以上*此外'火柴业损失
;9S

'缫丝业损失
;"S

强'造纸业损

失
0"S

'盐酸业损失
0"S

'制盐业损失
0"S

*"

"值得强调的是'沦陷区城市的民族工业在遭到战火洗劫

和日军强行军管霸占的同时'还要受到日商企业的直接兼并和排挤'根本无法生存和发展*

!/

城市腹地经济在日军的侵略下走向全面崩溃*

由于战时沦陷区劳动力资源在数量上不断耗损或流失'使得广大城市腹地无足够人力从事农业生

产'耕地荒废者甚多'城市供给严重不足'从而对城市发展也起了很大制约作用*据国民政府善后救济

总署于
#=%<

年发表的江苏,山东等省农村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所受损失的报告显示'!江苏在战争中有

!0S

的耕地荒芜'农具损失
%!S

'耕牛损失
<"S

'渔业损失
9"S

'农村工业损失
;"S

-虽经过一年的恢

复'其成效甚微'耕地仅恢复
!S

'农具恢复
#"S

'房屋恢复了
;S

'农村工业恢复了
#"S

-山东在战争中

荒芜的农田达
#;"

万亩'荒芜的盐田为
#"

万亩'无家可归的难民达
#%

万人'损失的农具为
;;"

万件'牲

畜为
9$0";

余头"

#

*山西为日军侵略的重灾地区'由于日军在山西大肆屠杀平民'以及大量人口流离

逃亡'农村人口锐减'农业生产力急剧下降'!路西敌占区三分之一的田地尚未犁耙'田间人迹稀少"

$

*

山西北部农作物均较战前大幅减产'其中减产最小的黍稷亦仅及战前产量一半左右'而减产最大的作物

则只及战前产量的
9S

%

*另据统计!华中地区有
#;

种农作物的总收获量在战时比
#=9$

年平均低

!"S

1

9"S

*

#=%#

年'长江中游平汉路沿线及镇江一带'水稻收获量只及!七0七"事变前的
%"S

'常熟

及江阴,杭州一带仅及
!"S

"

'

*战时衡阳市郊!田亩百分之九十都已荒芜'群众的口粮靠从茶陵,攸县

等地进谷接济'时时发生粮食恐慌"

(

*

9/

城市教育资源在战火中蒙受极大损失*

抗战前'东,中部重要城市集中了中国主要的现代高等教育资源'而这些高等教育资源在战争初期

就遭到破坏*据统计'

#=9<

年
<D0

月'中央大学,北平大学,清华大学等
#<

所国立专科以上学校因战

争损失达
!!%=#0$<

元-省立河南大学,河北省立工学院等
<

所省立专科以上学校损失约为
9;$<!""

元-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
!#

所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损失达
<;%;0#!

元)

*!八0一三"淞沪会战期间'

上海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商船学院和东南医学院全部被炸毁'复旦大学,上海商学院,大同大学等高校

或局部被炸'或校舍被占'!仅大学之部损失即达
<$<9#;=

元"

*

*

#=9<

年
<

月'日机轰炸南开大学及附

属中学'续又连续炮击'至
0

月
#

日晨'火犹未息'该大学已成一片瓦砾*据南开大学档案馆藏
#=%9

年

=

月
!;

日编制(私立南开大学抗战期间损失报告清册)统计'南开大学损失房屋地产,图书#

#%/;

万册$,

仪器,标本,机器,家俱及其他各类物资'折合战前#

#=9<

年$时价
$$9""""

元*另据天津市档案馆藏

#=%$

年
#!

月
#"

日编制(私立南开中学,女中,小学抗战损失报告清册)统计'计南开中学在抗战中损失

#"#$=""

元-南开女中损失
#%!9""

元+

*

东,中部地区城市的图书和文物也在战争上损失巨大*卢沟桥事变后'东,中部城市的公共图书被

日军所强占,劫运'据统计'北平约
!"

万册'上海约
%"

万册'天津,济南,杭州等处各约
#"

万余册,-.

*另

据(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凡例暨总目表)统计'我国战时损失的文物'包括书籍,字画,碑

帖,古迹和仪器等共计
9$"<"<%

件'另
<%#

处'

#0<"

箱,-/

*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东中部城市文化教育所

造成的破坏不仅表现在以上所列举的这些事例方面'也不仅是对已经积累了数百年的物质文化进行了

0

;"#

0

"

#

$

%

'

(

)

*

+

,-.

,-/

中国通商银行.(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京华书局
#=$<

年'第
!9;

页*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苏宁分署呈报辖区灾情概况代电)'(南京国民政府善后救济总署档案)'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壮丁牲口被拉尽'田园荒芜草丛生)'载(新华日报)#华北版$

#=%9

年
$

月
9

日*

(庸报)

#=9=

年
##

月
!%

日.#日$中国问题研究所.(支那经济旬报)第
%#

号'引自居之芬,张利民.(日本在华北经济统治掠夺史)'

天津古籍出版社
#==<

年'第
#%%

页*

于素云,张俊华等.(中国近代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09

年'第
%%!

&

%%9

页*

政协湖南省衡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衡阳文史资料)'第
9

辑'

#=09

年'第
%"

&

%#

页*

彭明主.(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
;

册
#=9<D#=%;

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0=

年'第
$9#

&

$9;

页*

迟景德.(中国对日抗战损失调查史述)'国史馆
#=0<

年'第
#!$

页*

(南开大学损失奇重)'载(申报)'

#=9<

年
<

月
9"

日第
%

版*

韩
,

桐,杨家骆.(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

#=9<

至
#=%9

$)'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
=

辑'文海出版社
#=<%

年'第
;<

页*

(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凡例暨总目表)'

#=%=

年
#

月
!%

日'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
;

辑'档案出版社
#===

年'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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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破坏'而且使中国东部城市正处于快速发展的现代文化事业彻底衰退'从而使东中部城市的发展受

到影响'并对战后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日本殖民统治与东,中部城市的衰败

日本侵华战争是造成
!"

世纪
9"

1

%"

年代中国东,中部城市衰落的重要原因'其对城市的危害不仅

在于它对城市进行了最直接的武力破坏'而且还诱发了其它严重的破坏因素'形成城市衰落综合征'从

而导致城市快速衰落*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并对沦陷区实行殖民统治'打断了中国东,中部城市发展的

生长线'而呈现阶段性的严重衰败*

#一$政权沦丧与城市衰败

日军发动侵华战争'攻克并占领东,中部地区重要城市'为了保证其殖民统治能够顺利推行'遂大力

扶持,利用傀儡政权'使不同行政等级的城市沦为日本统治中国的政治控制据点*日本于
#=9!

年
9

月

就在中国东北地区扶持!末代皇帝"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地方行政以省为最高行政机关'下设市,县,旗'

伪满洲国之行政区域包括
#!

省
!

市'!省区之缩小'日人毅然行之的用意'固不仅谋中央集权之功效'而

且为6国防7计划之实施*故各新省之省会悉为军事上之重镇*"

"

#=9<

年
=

月
D#"

月'日本相继以张家

口为中心成立!察南自治政府"'以大同为中心成立!晋北自治政府"'以归绥为中心成立!蒙古联盟自治

政府"等三伪政权'作为日本在!新支那北方的前哨"*

#=9<

年
#!

月'王克敏等汉奸在日本的支持下'在

北平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下设北平,天津,青岛
9

个特别市和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
%

个省#

*

#=%"

年
9

月'汪精卫,陈公博等汉奸也在日本的扶持下'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作为统领各

地傀儡政府的!中央政府"*据(申报年鉴)统计'至
#=%9

年'华东及华中沦陷区属汪伪统制的市县'除了

上海,南京,汉口三个特别市以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淮海"等省各有一个设市城市外'还建有

#%0

个县级伪政权'其中江苏有
9$

个县'淮海有
!#

个县'浙江有
99

个县'安徽有
!9

个县'江西有
#"

个

县'湖北有
!0

个县'江西另有一个特别行政区*以上这些伪政权都是日本!以华制华"的工具'是日本人

幕后操纵'汉奸在前台表演的傀儡政权'目的是麻痹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泯灭其爱国精神'从而巩固其殖

民统治*因而这样的伪政权根本无法为城市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庇护居民安居乐业和推动经济发展*

在各级政权中'日本军人以顾问或其它名义掌握了行政,财政,治安,经济,交通,文化教育,民生等实权'

并将这些傀儡政权变成殖民掠夺的工具'使其殖民掠夺有着!合法",!平等"的假象*因而这样的伪政权

不能帮助饱受战争摧残的城市恢复生机'反而只能加速城市的衰落*

#二$掠夺经济资源与城市衰败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前'现代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推动东,中部城市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最重要动力之

一*鸦片战争后'在全球工业化背景之下'西力东渐'在中国东,中部地区的部分城市兴起近代工商业'

并逐渐由东部沿海,沿长江向内陆地区城市扩散*民国建立后'政治一新'工商业受其刺激'生机骤动'

东,中部地区的现代城市经济更是出现发展高潮*而在日军占领东中部期间'基于!以战养战"的需要'

日军对于东,中部地区城市经济进行破坏性掠夺'使这些城市经济的发展偏离了正常轨道'几乎丧失促

进城市发展的作用*同时也应注意到'日本在城市实行经济掠夺或统制方式是随着日军的战争进程而

变化的'从开战初期的公开抢掠,强制开发到战争中后期的统制经济*日本对农村经济掠夺主要可分为

土地掠夺,农产品搜刮和劳力奴役几个方面'而对城市则侧重于实行统制经济体制'控制工业,商业,金

融业以及交通运输业*

日本在发动战争的同时'即制定了实施经济侵略的主要政策方略'在占领中国东,中部地区城市以

后'即在各个城市设立实施经济统制和掠夺资源的各种机构'在!日'6满7,支经济共同体"口号之下'有

组织,有计划,按步骤对城乡经济和资源进行疯狂掠夺'竭泽而渔*日本在中国建立的经济侵略机构具

0

$"#

0

"

#

辽宁#仍称承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虽存其名'但面积大为缩小'新设黑河,三江,滨江,间岛,安东,锦州,兴安,牡丹江
0

省-

新京与哈尔滨'则各设特别市*张其昀.(沦陷后之东北)'载(国闻周报)第
#%

卷
$

期'

#=9<

年
!

月
#

日*

河北被分为!冀东",!天津",!保定"和!冀南"

%

道-山东也被分为!鲁东",!鲁西",!鲁北"和!鲁南"

%

道*



何一民 等.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东中部城市的影响

有!军政经合一特点"'如!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即为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经济侵略的一个特殊公司和殖

民侵略机构*此外日本还在东北建立有各种会社等经济机构'据统计'从
#=9#

年到
#=9<

年'日本在大

连,辽阳,沈阳,安东,旅顺,哈尔滨等东北重要城市设立的各种开发会社达到
9$=

个之多"

*其中'!特

殊会社"有
99

个'!准特殊会社"有
#;

个#

'这些会社拥有各种特权'!举凡东北的重工业或军需工业殆

完全为之包办"*!这些独占性的开发会社很快便完全操纵了伪满洲国的煤矿,钢铁,铁路,公路,港湾,

水运,轻工业和化工工业等重要经济部门"

$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相继在各沦陷区建立有若干

经济侵略机构'如在华北地区建有!兴亚院",!大东亚省驻北京大使馆",!华北开发会社"机构等'这些机

构均为!军政经合一"体制*在华中地区'日本设立了!华中振兴会社"'作为伪政权的重要机关'以直接

掠夺煤,铁,盐,棉四大资源为主要目的*在日本军方支持下建立的!地方日华经济协会"'相继在天津,

太原等重要城市设立了经济侵略为主的机构*天津沦陷后'相继有!中日实业公司",!输入联合会",!满

津贸易公司",!兴发群公司"等多个经济侵略机构在天津建立'这些经济侵略机构不仅控制了天津的实

业'而且掌控了天津的对外贸易*战前中国西北各地的羊毛相当部分都是从天津港出口'每年平均金额

在
#"""

万元以上'并以欧美国家为主要市场'日本占领天津后'这些侵华经济机构随即将天津的对外贸

易全部掌控'以此扼制天津的经济命脉'掠夺中国的资源*

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各城市后'即将原来中国政府所创办的矿山,冶炼等重工业企业接管'部分民资

企业也改为中日合资公司'变相占有*!九0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即强占了奉系军阀所创办的全部

工厂企业'价值约
#;

亿日元*另外'日本企业还利用特权在沦陷区城市大量建立工矿企业'直接掠夺中

国的工业资源'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到
#=%;

年'!旧伪在东北的工矿企业达
$0<0

家"'属于!满铁"等

日本垄断企业的东北工矿企业有!

9#%

家'资本为
$#"$

百万元'占总资本额的
<#/<

亿元的
0$S

'而其

他的
$;%$

家公司'仅占
#%S

"

%

*在华中,华东地区'!三菱重工业"占据江南,三北,合兴等造船厂-!日

清公司"占据!财利",!恒昌",!内河"等机器厂-上海,苏州,无锡,杭州,嘉兴,海宁,湖州,德清等城市共

计
;9

家丝厂尽为日寇所掠'由日资!华中蚕丝公司"独占经营-包括吴县,句容,无锡,江阴等
#$

个城市

的
!"<

所茧行也全部为!华中蚕丝公司"所控制*抗战时期就中国的纺织业而言为日本侵略者所掠夺并

利用者约有锭子
$"

万锤#约占战前
#

/

!

$'布机
;9""

台#约占战前
#

/

9

$'共有
9<

家工厂'

*此外'汪伪政

府于
#=%9

年成立商统会'下属米粮,棉花,油粮等专业统制委员会'将重要战略物资进行军事统制'将各

地工厂实行军事管理'并交付日商经营*以麦统会为例'

#=%9

年收购小麦
!!

万余吨'日方收购占
<"S

'

华商仅占
9"S

(

*因而沦陷区城市工业完全失去了自主发展的可能性'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只能仰人

鼻息'被迫成为日本侵略机器的附属品和军需品加工厂*从
#=9!

年至
#=%%

年'日本从东北掠走的煤炭

达
!!9""

多万吨'生铁达
##""

多万吨'钢
;0"

多万吨-仅从阜新矿区掠走的煤就有
!$""

多万吨'中国

矿工有
#9

万多人丧生'平均每采
!""

吨煤'就有
#

名中国矿工死亡)

*

日本在占领区内各大中城市建立了一大批日伪银行'发行日伪币'取得了对占领区金融业的垄断地

位'如伪蒙疆银行,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日伪华兴银行等'建立了为其所控制的日伪货币金融体系'实

施对沦陷区的金融统制'疯狂地进行金融掠夺'使战前中国建立的城市金融网络体系彻底瘫痪*其中'

伪联银主要在北平,天津,青岛等华北主要城市发展'设立分支机关'太平洋战争前已设立分行
#;

处'办

事处
;

处'所发行的联银券流通于北平,天津,山东,河南等地区*日伪中央储备银行在苏,浙,皖,沪,宁

五省市及九江,汉口,广州等地设立分,支行和办事处'发行日伪中储券'流通于上海,广州等城市和津

浦,宁沪杭各路线及华中等地区*这些日伪金融机构都在日方的监视和指导下采取各种手段'编织成一

0

<"#

0

"

#

$

%

'

(

)

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上海人民出版社
#=;0

年'第
!0

页*

调资
b$

第
9"

号(特殊会社,准特殊会社法令及定款集)'满洲中央银行调查课
#=9=

年'目次第
#

&

#!

页*

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上海人民出版社
#=;0

年'第
!=

页*

陆仰渊.(九一八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经济掠夺)'载(学海)

#==#

年第
%

期*

译自(密勒氏评论报)'

!0

年
;

月
!<

日*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
;

卷 政治军事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

年'第
#;!

页*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侵华日军暴行录)'解放军出版社
#==;

年'第
!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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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榨取沦陷区人民财富的金融网络*一是沦陷区原有的华资银钱业被日伪银行强行兼并'或改组为!伞

下银行"

"

'或被强令停业*华北地区原有华资银行
%"

家'总分支机构共
!$=

处'到
#=%#

年底仅剩下
$=

处'同期内平,津两市的钱庄银号也由
%0%

家减为
!$0

家#

*在华中地区'中央,中国农民两行及中央信

托局被迫停业!清理"'中国,交通两行也被迫切断与国民政府的联系'于
#=%!

年
=

月复业'受控于日伪

政权'被其利用*二是日伪银行把法币排挤出沦陷区市场'使日钞和各种日伪钞泛滥于市*在汪伪政府

范围内'同时公开流通的钞票'计有日本老头票,日本军票,联银券,中储券,华兴券等五种'币值各不相

等'流通的区域又有人为的限制*另外'不公开而实际存在的钞票还有老法币和关金券两种*如此混乱

复杂的币制'对于沦陷区城市金融秩序起了极大的扰乱作用$

*三是日伪政权强制实行物价统制和通

货膨胀政策'造成物价飞涨'黑市泛滥*以长春,沈阳和哈尔滨为例#见表
9

$'至
#=%;

年
$

月日本投降

前夕'黑市物价比
#=%#

年平均上涨了
!"

到
9"

倍以上'由于物资极端缺乏'日伪统制森严'黑市价格不

断上涨'城市人民购买力极度下降'生活日益恶化*通过上述一系列活动'日本军国主义控制和操纵了

沦陷区的金融业'将其变成殖民地金融*

表
#

!

东北主要城市黑市物价总指数表 #以
&"3&

年为
&%%

$

!!!!

年度
地区

!!!!

#=%! #=%9 #=%% #=%; #=%;

年
$

月

长春
#%! !#% $90 #%!9 !$!$

沈阳
#;; %9= <=" #$%9 9";9

哈尔滨
#$9 9;% <"9 #;#0 !#9$

!!

本表资料来源.李浚源.(中国商业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0;

年'第
!="

页*

日本为了加强对占领区的统治'对水陆交通进行强制性的控制'中国东,中部地区的交通运输系统

成为为日本侵略军推进战争的工具'不仅要承担军队的往来运载任务'还要担负对庞大的战争物资运

输'东,中部地区城市经济失去了水陆交通的支撑'也就失去了重要的发展动力*日本!满铁铁道总局"

从
#=9#

年起开始掠夺中国东北地区的铁路资源'至
#=9;

年就强制性地完全占有了东北的铁路'!其长

度
$0;</9

公里'占当时中国铁路总长度的
%#S

"

%

*

#=%9

年'!满铁铁道总局经营着
##"""

余公里的铁

路'约
!

万公里的汽车运输'近
;"""

公里的北满江运'控制了南满三港,葫芦岛港,北鲜三港等码头的运

输'以及东北各地的短途运输,城市交通和海运业"

'

*据
#=%!

年上半年统计'!日本在除东北以外的占

领区内基本建成了包括铁路,公路,内河,海运在内'互相连接的水陆交通网络体系'其中铁路有
$#0;

公里'公路有
#<$$;

公里'华北内河航线有
%!""

公里'并控制了天津港,塘沽港,连云港,青岛港,秦皇

岛港等重要港口"

(

*日军对东北以外占领地的中国铁路虽然并未完全强行改为日本经营'但却!竭力

利用当地现有机构及人员资料承担军事运输"

)

'除担负军队和军火运输外'还重点运输以矿产资源和

农业资源等为主的军需战略物资'如
#=9=D#=%%

年'华北铁路共计运输煤炭
00"9"

千吨,铁矿石
;"9"

千吨'矾土
#9%"

千吨'主要谷类
;<0!

千吨'棉花
##0"

千吨*

*而这些资源主要用于日本的军事用途'

并非发展中国城市经济*沦陷区城市的中国民族工商业正是由于失去了物流条件'发展也就失去活力而

奄奄待毙*

#三$殖民文化专制与城市衰败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城市文化对城市发展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化资源,文

0

0"#

0

"

#

$

%

'

(

)

*

所谓!伞下"银行'是日寇为了搜括物资'通过资本和人员渗透'而!培育"的办理特殊业务的银行*由于这些银行是在日寇!保护

伞"之下'故称为!伞下银行"*

袁远福.(中国金融简史)'中国金融出版社
!""#

年'第
#<0

页*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
;

卷 政治军事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

年'第
$;

页*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年'第
;<$

页*

苏崇民.(满铁史)'中华书局
#=="

年'第
;#9

页*

关捷.(近代中日关系丛书之三
!

日本对华侵略与殖民统治)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年'第
%<;

页*

(军事铁道记录)第
!

卷'引自浅田乔二等.(

#=9<D#=%;

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袁愈?译'复旦大学出版社
#==<

年'第

9""

页*

(日本人海外活动有关调查#通卷第
!$

册华北篇$)'第
!99

页'引自浅田乔二等.(

#=9<D#=%;

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袁

愈?译'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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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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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民 等.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东中部城市的影响

化设施,文化产业和文化软实力等对城市发展的综合作用'文化建设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竞争力*因而要

灭其国和灭其城市'就要灭其文化'奴役其文化*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对沦陷区进行了文化控制'

特别是在各大中小城市实行殖民地文化专制'企图消灭中国固有文化*故沦陷区城市文化不仅遭遇极

大的破坏'更具有殖民性质'不仅不能推动城市社会发展'反而导致城市衰退*

大众传播系统和教育体系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日军十分重视对占领地民众进行舆论

宣传'特别是企图通过大众传播系统和学校教育来控制沦陷区民众的思想,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日本

侵略者将此种宣传称之为!思想战"'日本大本营在(对支宣传策略纲要)中特别强调宣传工作在战争中

的重要性'认为!忽视宣传工作'就难于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

*

#/

日伪政权在各个沦陷区重要城市对舆论宣传实行严厉的控制'以武力强行掌控传媒并操控舆论'

试图通过传媒奴化中国民众'减少中国人对日军侵略行径的抵抗*

#=%"

年
;

月'汪伪宣传部将中央通

讯社作为伪政权的新闻通讯最高统治机关'总社设于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设立分社或通讯社*传

媒控制的直接执行机构则是各省市政府的宣传处'道市公署下辖的宣传室以及县公署宣传室或宣传班-

各个大中城市也设有新闻检查所和检查室负责对新闻和出版进行检查*另外'日伪政权还设立了名目

众多的所谓专业团体'如中华报学会,华北新闻协会,华北广播协会等等'统称为华北宣传联盟*由此'

情报部门,宣传部门和社会团体三者联合起来'在伪政权辖区建立了严密的传媒控制网络体系*日伪政

权以为!报纸是传播最普遍收效最广泛的宣传手段"

#

'故在各大城市发行汉奸报纸'以麻痹中国读者'

而其官方通讯社就是日伪报纸最主要的新闻来源*上海是日本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中心和新闻战大

本营'因之日本不惜出巨资创办(新申报)'该报每天出版三大张'编排形式与日本的(读卖新闻)有些相

象'因其形式较活泼'有一定影响力'发行量也较大'很有麻痹性'成为上海汉奸报纸中的!大王"

$

*此

外'江苏的汉奸报纸以南京为中心'(南京新报)影响最大'由汉奸秦墨西充任社长*

!/

日伪为达到培养顺民的目标'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其控制区域内的教育事业'以!消除民族认同,发

扬奴性"为教育理念'重组教育体系'挑选!合格"的教师'选择!合适"的教育知识'以图培养出反共亲日

的!新"人*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所编(华北治安战)明确写道.!有关学校教育'自临时政府成立以来'以取

缔抗日,容共,党化教育'铲除英美思想,重新教育教员,改编教科书,普及职业教育等为方针'努力促使

各学校的复兴*特别是对于教员'以新民思想大力进行再教育'并在教学课程中逐渐推广了日语教

育*"

%汪伪临时政府成立后'在中央设立教育总署'在各省设立教育厅'在各道县设立教育科'构建出自

上而下的教育行政系统*从
#=90

年起'日本军部命令汪伪政府在其统治区开办各类学校'然而由于中

国民众及广大师生的顽强抵抗'这个命令只是在主要城市和铁路沿线日伪政权控制的一些城镇据点得

到执行*据!

#=9=

年统计'整个华北敌占区有完全小学
#!%0

所'初小
!"9;$

所'幼稚园
!;

所'合计
!#

$!=

所"

'

*从日伪政权所设立的中小学课程看'虽均有国文,数学,生物,化学,劳作等普通课程'但在课

时和课程内容安排上却和战前差别很大'如天津市一中大量增设日文课'从初一到高三周课时三节'英

文课时大为减少'除高三为三节外'其余各年级均为二节*到
#=%%

年秋季'高中日文增至四节'英文减

至二节*日寇刚进入北平时'各校教科书一时无法更换'于是汉奸们便采用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

教科书"'把里面所有反侵略,抗日以及一切有关民族意识,爱国思想的教学内容一律删去*此外也有汉

奸编纂了部分媚日教材'宣扬!中日亲善"'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称之为!经济提携"'并宣扬建立!大亚洲

同盟"等*汉奸编纂的地理教科书则把东北三省划归为外国地理'音乐课程教材也一律以!和运歌曲"为

教材'借以宣传!和运国策"等(

*如河北省龙关县沦陷后'伪政权在县城中小学的!课程设置以亲日为

核心'日语是必修课'每天第一节是日语课'把国语改为汉语'其次是算术*为使青少年从小就忘记中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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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

$

%

'

(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北京出版社
#=0<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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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发刊词)'(华北新报)

#=%%

年
;

月
#

日'第
#

版*

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上海人民出版社
#=;0

年'第
!90

页*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
#=0!

年'第
<;

页*

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
;

卷'山东教育出版社
#=00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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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红深.(日本侵华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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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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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固有的民族精神'不学中国历史而学日本史'特别宣扬明治维新以来逐渐走向侵略的扩张史*"

"可

以说'在日伪政权的监控下'沦陷区的学校都在强制实行奴化和愚民教育'中国原有的文化和伦理道德

遭到极大的破坏*

9/

日本侵略者对东,中部沦陷区城市的社会教育机构进行摧毁后'竭力建立殖民地性质的社会教育

机构'规模较大的有教育研究所,新民会,新民教育馆等'力图通过这些社会教育机构对民众进行奴化教

育'巩固傀儡政权*以山东沦陷区为例'在日伪政权的支持下山东成立了汉奸组织!新民会"'总会设在

济南'并在青岛,烟台等各大中小城市设立分会'该会广泛利用日伪报刊,电台等媒体以及各种集会,讲

演活动进行奴化宣传*!新民会"的汉奸还配合日军!宣抚班"'时常在城市的重要街区,商场节点,车站

等人流较多之处举行讲演'散发传单等'宣扬!中日亲善",!共存共荣"*!新民会"还在日本的资助下'在

山东各级城市开办新民教育馆和新民学校'作为系统性地,常态化的奴化教育机构'试图对城市居民进

行奴化教育'培养新的汉奸*据统计'

#=%#

年山东省!已有
=#

县在县城内设立了新民教育馆"

#

*

三,中国经济与社会重心西移对东,中部城市的影响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民政府先迁武汉'后迁重庆'表达了决不投降的信念*因而东,中部地

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机构和各阶层民众为躲避日军的烧杀抢劫'不作亡国奴'也纷纷向中国西部地区

迁移'东,中部地区的重要城市因社会要素和经济要素的迁移而普遍出现发展停滞'部分城市更因日军

的破坏'致使城市和区域现代化进程中断*

#/

工厂企业的转移和因战争而引起的经济倒退'导致东,中部城市发展缺乏动力*战前'中国现代

经济偏集东,中部沿江沿海地区的主要城市*据
#=9!

年工业普查统计'冀,鲁,苏,浙,闽,粤沿海六省之

工厂数量'约占东中部
#<

省全部工厂总数的
=!S

$

*

#=9<

年
$

月抗战爆发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资

本在万元以上的工厂有
9=9;

家'创办资本总额达
9<<""

万元"'其中'!约有
<"S

的工厂集中在上海,

武汉,无锡,广州,天津等
;

大城市"

%

*上海在
#=

世纪中叶以后'成为!中国与西方联系的焦点"

'

*战

前'!上海有大中型工厂
#!9;

家'占全国万元以上工厂总数的
9#/9=S

"

(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即

开始启动东,中部企业向西搬迁计划*

#=9<

年
0

月'南京国民政府即开始将南京的重要工厂企业'如金

陵兵工厂,中央修械所,永利硫酸钮厂,江南汽车公司等向内地迁移*到
#=9<

年
=

月中旬'上海主动报

名内迁的工厂达到
#!;

家-!至
#!

月
#"

日'除去公营工厂外'上海共迁出民营工厂
#%$

家'机器及材料

#%$""

吨'技术工人
!;""

多名"

)

'其中包括当时我国最大的制罐工厂111康元制罐厂,大鑫钢铁厂,

上海机器厂和大中华橡胶厂等重要企业*至
#=90

年
!

月'由上海等地内迁武汉的厂矿达
#9<

家'机器

约
!;<""

吨'随迁技工
!9""

余名*

*!

#=90

年
#"

月'武汉失守'除上海,武汉迁出
9"%

家工厂外'苏,

锡,常及北方城市先后有
%!

家工厂外迁'而天津,青岛,石家庄,广州等城市的工厂企业则全部为日寇所

占有*沿海沿江重要城市工厂企业的内迁使城市的经济实力整体下降'而大多数未能迁出的工矿企业

则遭到日军疯狂的破坏与劫掠'因而更使东,中部地区城市的经济衰败*

!/

金融业的转移导致东,中部城市进一步失去发展活力*以银行为主体的现代金融业'与现代工商

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金融业的发展与否对于城市经济影响甚巨*战前'中国已经建立了地域

分布较广的现代金融网络体系'主要集中在沿海各重要城市*据统计'

#=9$

年中国有各类银行
#$%

家'

0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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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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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秋松.(解放前后龙关教育事业的对比)'王用斌,刘茗,赵俊杰.(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续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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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民 等.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东中部城市的影响

分行计有
#99!

家"

*上海一城的金融机构居中国各城市之首'有总行
;0

家'占全国银行总行总数之

9<S

'分行有
#!%

家'占分行总数的
=S

*江浙二省有银行总行
9$

家'占总行总数的
!9S

'分行有
9""

家'占分行总数的
!9S

*再次为京,平,津,广,汉五大都市'合计共有银行总行
!9

家'占总行总数之

#%S

以上'分行有
!#"

家'占分行总数的
#$S

-即以华中,华南六省#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广东,福建$

而论'总行有
=

家'占总数的
;S

'分行有
!;0

家'占总数的
#=S

#

-汉口有数十家银行'!民国以来'44

浙江兴业银行,黄陂实业银行,四川铁路银行,以及直隶,湖南,中孚,盐业,华丰,蔚丰,聚兴诚等银行'皆

经商会注册'金融机关当日臻发达矣"

$

*抗战爆发后'经济重心转移大后方'东中部地区的相当部分银

行也随之而向大后方转移'至使东,中部地区的金融机构锐减*日军占领东中部地区后'对原有的金融

机构进行强占或兼并'因而经历抗战'中国的银行分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参见表
%

$*

从表
%

可以看出'抗战前后中国金融业分布的变化'战后东,中部地区
#;

省的银行数量较战前有大

幅下降'总行从战前占总数的
0$/9!S

下降到
%</0<S

'分行从战前占总数的
<</<!S

下降至
;</#!S

-

与之相反的是西部地区总行比重则由战前的
#9/$0S

上升到战后的
;!/#9S

'分行由战前的
!!/!0S

升至

战后的
%!/00S

'由此可见'战争对东,中部地区城市金融所产生的影响*中国金融中心上海也因战争而发

展滞后'战后上海的银行总行数量仅占全国总数的
#%/%;S

'较战前比重下降了一半多'分行数量所占比重

也下降至
$/9%S

'较战前减少
#

/

9

*与之相比'战时大后方的政治中心城市重庆'银行总行数量在战时增

加了
%

倍'分行增加了
$

倍'成都,昆明,贵阳等中心城市的金融机构数量均有大幅度增加'其所占比重

也均有提升*战时东中部城市金融业一方面因内迁而减少'另一方面则受战争的破坏和日本侵略者的

掠夺和控制'较战前明显衰落'而金融业的衰落则对城市工商业和社会生活直接产生负面影响*

表
3

!

抗战前后全国银行分布表

总行数 百分比 分行数 百分比
战前 战后 战前 战后 战前 战后 战前 战后

上海
;0 09 9</$< #%/%; #!% #=" =/;% $/9%

重庆
= 9< ;/0% $/;! #< ##" #/9 9/$$

五大都市
!9 !# #%/=% 9/$; !#" 9#! #$/#; #"/%!

西南五省
0 #=" ;/#0 99/# =$ 0%9 </% !0/#%

西北五省
% $= !/$ #!/"# !=; 9$$ ;/"% =/0%

华中及华南六省
= <$ ;/0% #9/!9 !;0 <$< #=/0$ !;/$

华北七省
< $; %/;9 ##/9! #=$ #9% #;/"0 %/%0

江浙二省
9$ 9" !9/90 ;/!! 9"" 9"0 !9/"= #"/!0

!!

注.五大都市系南京,北平,天津,广州,汉口-西南五省系川,滇,黔,贵,康-西北五省系陕,甘,新,青,宁-华北七省系鲁,冀,豫,绥,

热,察-华中华南六省系皖,赣,湘,鄂,粤,闽*资料来源.

#=9$

年统计数据根据
#=9$

年度(中国银行年鉴)-

#=%$

年统计根据中央银行稽

核处
#=%$

年
#!

月底之统计*

9/

大批高校和文化机构的西迁或停办'也导致东,中部地区城市发展失去文化动力支撑*东,中部

地区的高校以及文化机构'也是当时社会重心西移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我国易受敌人攻击之区'多

为学校文化中心"

%

*为减少文化教育事业之损失'蒋介石同意!把东南沿海的几所主要大学和科研机

构西迁重庆"

'

*战前'!全国共有国立,私立及外国教会所办大学,独立学院和专修学校共
#"0

所"

(

'主

要分布在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南京,广州等沿海沿江大城市*抗战爆发后'沿海城市即将卷入战火之

际'中国东中部的高校开始内迁'!除燕京,辅仁等教会大学保持中立未动'上海交大等校迁入租界外'内

0

###

0

"

#

$

%

'

(

中国通商银行.(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

#0=$

一
#=%<

$)'京华书局
#=$<

年'第
%%

页*

中国通商银行.(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

#0=$

一
#=%<

$)'第
%;

页*

(夏口县志)卷
<

(商务志)'

#=#0

年*

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战争发生前后教育部对于各级学校之措施总说明)'藏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转引自史全生.(中华民国

文化史)下册'吉林文史出版社
#=="

年'第
#"<<

页*

刘敬坤.(中央大学迁川记)'见(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州民族出版社
#=00

年'第
!%=

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

辑第
!

编(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
#==<

年'第
<="

&

<=#

页*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

第
!"

卷 第
#

期

迁大后方高校有
;!

所'停办
#<

所"

"

*至
#=9=

年底'内迁高校基本安置完毕*留在战区续办的大学仅

有
#"

所'!北平有
;

所'上海有
%

所'天津有
#

所"*!内迁高校多集中于四川省'共计
%0

所'其中重庆有

!;

所'成都有
<

所"

#

*高校是城市文化的集中地和创新中心'由于大批高校内迁'东,中部地区城市的

发展顿失文化活力*

%/

人口为城市社会和经济活动的主体'抗战期间东,中部城市人口向西南,西北的迁移潮'使这一区

域的城市失去主体支撑*抗战期间最大的人口迁移潮'是华北,华中,华东等中国东,中部地区人民在日

本军国主义的逼迫之下或者出于抗战需要而进行的转移*关于人口迁移的具体数据'无论是国民政府

官方统计'还是非官方的记载'均有较大的出入'多至数千万'少则几百万'目前并无一个权威的统计数

据*不过'在人口西迁潮中城市人口占有较大比例则为时人所认同*时人王卓然就指出.西迁人口'!农

民成分不到十分之一二'十分之八九皆由城市中来"

$

*陈达也认为'!各省的沦陷区,包括那些小市镇

及农村区域'因被敌军破坏较轻'或者居民对于敌人抢掠和强暴行为的恐怖较小'故其迁出的人口也必

较自城市迁出的人口为少"

%

*就战时内迁人口分类而言'可分为有组织的人口内迁与个体自发迁徙的

难民内迁'城市人口多属于前者'他们主要包括由国民党政府机关,军队及工商业企业,文教事业单位的

工作人员及其有关人员'而后者也包括部分遭日军进攻的大城市,交通线附近的中小城市的居民*曾有

人估计'随国民政府内迁的人口相对较少'

#=9<

年底国民政府西迁时'陆续乘船西上至重庆的各部官员

及所有公务人员约有万余人'

*民生公司一家自
#=9<

年
<

月至
#=90

年
<

月'承运沦陷区人口西迁为

#$

万人'其中'公务人员约占
;"S

(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返回南京'计自
#=%;

年
0

月至
#=%$

年
#

月'由重庆港运出的政府机关公务人员达
##<$"

人'各公司职员家属,旅客有
;#""

人)

*而在随厂矿

内迁的人口中'由于国营厂矿的运输条件优于民营厂矿'有些厂矿甚至可将员工及设备尽数迁移'如中

央杭州飞机制造厂'

#=90

年
=

月至
#"

月第二次内迁时'全厂员工及家属计
9"""

余人从汉口随迁昆

明*

*因此'东,中部西迁的人口不仅有当时中国的多数精英'政,商,学界名流'即一般的移民也大都是

具有一定科技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知识分子和劳动者'一般都有一定的资产*故抗战时期人口西迁'

不仅使东,中部城市失去发展现代工业大生产所必需的管理人员,技术工程人员和技术工人'以及从事

科学技术研究设计和发明创造的人才'这些人员迁移时带走大量资金'也是造成城市经济萎缩的重要原

因*抗战时期人口西迁固然促进了中国西南,西北地区城市发展'但与之相反'东中部城市却因大量人

口'特别是精英分子的流失导致各类社会经济活动没有主体参与'城市规模逐渐缩小'呈现出一系列衰

败迹象*

四,余
!

论

从
#=9#

年到
#=%;

年'日本相继侵占了中国东,中部大片领土'对中国城市造成巨大破坏和负面影

响*但是由于东中部地区面积广阔'无论是地理,人口,资源,交通等都有较大差别'日本侵华战争对各

地的破坏程度不一'以及日本在沦陷区采取的!分而治之"殖民统治策略'导致中国东,中部不同地区的

城市呈现出差异较大的变迁轨迹*

由于日军对东北,华北,华中和华东等地区的侵略方针和计划各有所异'部分城市遭遇极大破坏'而

另有部分城市则在非常态环境下呈现畸形发展-另外'河南,山西,安徽等省并非全部沦陷+

'因而那些

未沦陷的城市则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发展*

0

!##

0

"

#

$

%

'

(

)

*

+

政协昆明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
%%

辑'

!""$

年'第
!#!

页*

四川省教育志编辑组.(抗战中
%0

所高等院校迁川梗概)'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9

辑'四川省政协省志编委会
#=$%

年*

王卓然.(佳民救济问题)下'(大公报)

#=90

年
9

月
!;

日'第
9

版*

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
#=0#

年'第
=9

&

=%

页*

杨光彦等主编,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重庆国民政府)'重庆出版社
#==;

年'第
#%

页*

(抗战以来本公司的货运每客运)载(新世界)

#=90

年
#9

卷
!

,

9

,

%

期*

俞飞鹏.(十五年来之交通概况)'京沪区铁路管理局印刷所
#=%$

年'第
%=

页*

云南军工志办公室.(中美合办的中央飞机制造厂及迁滇建立垒允厂始末)'载于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

内迁西南的工商企业)'云南人民出版社
#=00

年'第
#;;

页*

东,中部地区沦陷省份为河南省,山西省,安徽省,浙江省,绥远省,广东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福建省*



何一民 等.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东中部城市的影响

#/

华中,华东等沦陷区城市遭到屠杀以及大规模直接破坏'其城市经济,文化命脉遭到前所未有的

毁坏*如江浙地区城市遭受日军破坏非常严重'!一些城市被夷为平地'城市文明遭到野蛮践踏"

"

*仅

以抗战初期为例'

#=9<

年
##

月'苏州沦陷'日军入城大肆抢劫,纵火'闾门石路一带商业区被日机投掷

燃烧弹'大火燃烧三天三夜'焦土面积达几万平方米*

##

月'日军攻占无锡放火毁城'大火延烧
#"

日不

灭'先后烧毁厂房
#0;9<

间'商店
;%!$0

间'校舍
0#$%

间'祠堂,名胜和其它民用机关设施更不计其

数#

*

#!

月'镇江失守'全城
9=

个镇'仅余
9

个'其余均遭焚烧*以上几个城市的遭遇'为抗战期间中国

城市遭受侵华日军残酷摧残的写照'战争期间中国每一处沦陷的城市都曾遭到过类似的破坏*

!/

日本将中国东北地区定位为支撑日军全面侵略中国的战略后方'故对东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

开发和建设'从而推动这一地区城市的发展*伪满时期'在日本当局的主导下'伪满当局制定了北边振

兴计划等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并组织大量移民'导致东北地区城市出现快速发展*

#=%;

年日本投

降前'沈阳已是拥有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长春则接近百万人'哈尔滨和大连达到
0"

万人左右'抚顺,安

东,鞍山等城市人口也都发展至
!"

万人以上'本溪,锦州,辽阳和阜新城市人口也达到
#"

万人以上'新

民,辽源,铁岭,四平,赤峰,通辽等城市人口超过了
;

万人'另外辽宁省人口超过
9

万的城镇大致有近

!"

个'还有一些县城和集镇的人口超过了
#

万人$

*这一时期'东北城市经济也有较大发展'据(满洲国

商业实态调查书)统计'

#=9=

年东北各重要城市各类企业,商店林立'其中新京特别市共计有公司企业
!

<=%

家'哈尔滨市有
0!<"

家'吉林市为
!%;$

家'齐齐哈尔市为
<0;

家%

*但需要强调的是'战时东北地

区城市的发展是建立在日军对中国全面侵略基础之上'是以中国其它地区城市的破坏和衰败为代价'其

城市的殖民地性质十分突出'广大东北民众更是生活在苦难之中*

9/

东,中地区未沦陷城市局势相对稳定'也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如
#=9<

年日军占领上海后'并

未占领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因而上海租界与外面的沦陷区,交战区相比'相对安定'经济出现畸形

繁荣'人口也较前增加*在淞沪战争进行时'苏州河两岸的租界内外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城市景观*据时

人所写.!苏州河一水之隔'一边是炮声震天'一边是笙歌达旦*每当夜幕降临'租界内彻夜通明的电炬'

透过幽暗的夜空'与闸北的火光连成一片'映红了半边天*"

'尤其是在苏州河以南的两租界内'公共租

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与战前一样照常运行*!

#=9<

年底'公共租界可以开工的工厂只有
%""

多家'

到
#=90

年底已达
%<"=

家'一年增加
#"

倍以上'

#=9=

年又新设工厂
#<";

家-全国的轻工业产品仍然

绝大多数从上海口岸输出'如永安公司在
#=9=

年每天平均营业额超过百万元'

#=%#

年营业额较
#=90

年增长
;

倍半'利润额增长
##

倍多*"

(由于上海租界成为战争中相对安宁的!孤岛"'因而江浙地区的

工厂企业和金融机构纷纷迁至上海租界内*!整个
#=90

年'租界内新增
%=#

家商号和
#$"

余家银行机

构'年终结算'全市所有银行和钱庄除了一家之外'竟统统赢利*"

)因而抗战中期的上海租界'!繁荣到

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正如美国学者魏斐德所说'!人们几乎无法预订到一个房间'以致若要看一场周

末电影也得预先订票'夜总会则鳞次栉比"*不过这种繁荣是一种!畸形和糜烂的"'在表面繁荣背后'却

是以普通上海人的苦难为代价*!上海人在暗中却饱受着不断蔓延的毒气之害'正如一个家庭中有人生

了病'便预示着整个家庭的大混乱一样*"!毕竟财富只与极少数人有关'其余的都是待宰的羔羊*"

*

又如安徽屯溪在抗战时期为国民政府军队所控制'因地理区位关系'战时经贸往来十分繁荣*!在

全长
9"""

多米的屯溪老街'横跨民生,民族,民权三条马路'商铺荟萃'市场繁荣'行业有
9"

多个'仅酒

楼,菜馆就有
;"

多家*最著名的菜馆是海阳楼'它是军政要人,豪绅富贾的宴请之地'享有!不到海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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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算不上请客"的盛誉"

"

*安徽西北部的阜阳城也是地处国统区'大量的驻军和难民'促进了城市商

业的繁荣'城区商店林立'商品琳琅满目*!所发展起来的粮坊,竹木行,五洋杂货,瓜果等十多种行业不

下百余家*"

#而同样位于安徽西北部的界首'也因战争的原因'人口剧增'城市规模快速扩大'经济也出

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六年以来'荒家旷野'均成街市院落'行店林立'货物充盈'而内地所未有之物品'在

界首竟能购出"

$

*

总体上看'日本侵略中国的
#%

年期间'中国东,中部地区的大部分城市沦陷'遭到严重的破坏'但由

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以及区情的不同'因而在此期间不同城市的变迁轨迹也有所不同*

!"

世纪
9"

年代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到了一场巨大的浩劫'作为文明载体的

城市首当其冲遭到严重破坏*东,中部地区是近代中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现代文化高度集中的

地区'也是最早开始进行早期现代化的地区*因而日本侵占中国东,中部地区'对城市进行破坏和殖民

统治'破坏与衰败成为抗战时期该区域城市变迁的主要特征*日本的侵略不仅对于东,中部城市产生了

巨大的破坏'而且直接阻碍了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使中国早期现代化出现整体的倒退'社会文化功能减

弱,城市经济凋敝-也使战后中国重建面临重重困难'不少城市陷入发展困境'难以恢复战争创伤'其影

响是长久而深远的*

!!

2<A*E7<:78)AW.

G

.<787R.9)AF

??

9788>)<F

?

.><8=I;><.)<=;7I>=>78

><D.8=I7<=9.*I;><.

='>/%/)

#

L52'7+3T35U(*85,

:

$

N/;>,)

+

#

L52'7+3T35U(*85,

:

$

!"#$%&'$

.

&'((+8,2(3,*+.+*(+'+8W((3,'(B?8,K(U(.?

@

(K+3KB?8,

@

?

@

7.?78*(

>

5?36'52''+8

>

?,,'(

>

*(+,(8,37BW(*?C

25,5(8+3K'+KK?B53+3,53C.7(32(853B?K(*3P'53+/[3#=9"8

'

,'(G+

@

+3(8(B5.5,+*58,8.+732'(K+3?CC(385U(+

>

+538,P'53+

6'(*(,'((+8,

E

2(3,*+.*(

>

5?3W(2+B(,'(B+53W+,,.(

>

*?73K/P5,5(8,'(*(6(*(K+B+

>

(K8(*5?78.

:

+3K8?B(,*+

@@

(K+

878,+53(KK(2+

:

/&'58,'(858+3+.

:

\(853C.7(32(8?CG+

@

+3(8(-+*?CV

>>

*(885?3,?,'(25,5(853A+8,P(3,*+.P'53+C*?B,'*((

+8

@

(2,8/&?W(

>

5365,'

'

25,5(8'+U((Z

@

(*5(32(K,'(K5*(2,K(8,*72,5?3+3K5B

@

+2,?C,'(6+*6'(*(,'(*(85K(3,86(*(

B+88+2*(K

'

8?25+.8,*72,7*(86(*(K(8,*?

:

(K

'

53K78,*

:

+3K2?BB(*2(K(2.53(K

'

8,*((,8+3KW75.K53

>

86(*(K+B+

>

(K/&'(3

'

8532(

B?8,25,5(853,'((+8,

E

2(3,*+.*(

>

5?3'+U(W((3,'(2?.?35(8

'

W?,','(53,(*3+.B?,5U+,5?3C+2,?*8+3K,'((Z,(*3+.8

@

+2(

(3U5*?3B(3,?C7*W+3K(U(.?

@

B(3,'+U(2'+3

>

(K

'

6'52'

>

+U(*58(,?+8(U(*(K(2+

:

/&?(3K7

@

65,'

'

K7(,?,'(6+*

'

@

+*,?C

B?K(*353K78,*

:

'

2?BB(*2(

'

C53+32(

'

27.,7*(+3K(K72+,5?353B+

1

?*25,5(8?C,'58+*(+6(*(C?*2(K,?B?U(,?*(+*+*(+

'

6'52'

+CC(2,(K,'(8(25,5(8,?8?B((Z,(3,/b

:

+3K.+*

>

(

'

65,','(5B

@

+2,?CU+*5?78C+2,?*8

'

7*W+3K(U(.?

@

B(3,?C(+8,2(3,*+.+*(+

6+8W.?24(K+3K+87W8,+3,5+.37BW(*?C25,5(8*(B+53(K8,+

>

3+3,?*(U(3*(,*?

>

*(88(K/

()

*

+,%-#

.

G+

@

+3(8(53U+85?36+*

-

25,5(853A+8,P(3,*+.P'53+

-

2?.?35+.*7.(

!#

作者地址.何一民'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城市研究所-四川 成都
$#""$;

*

AB+5.

.

'(

:

B;

!

#$9/2?B

*

刘
!

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城市研究所*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VJH"09

$

!#

责任编辑.桂
!

莉

$

0

%##

0

"

#

$

王勉之.(忆抗战时期的老屯溪!小上海")'(江淮时报)

!"#%

年
0

月
%

日'

V%

版*

张宁等.(阜阳通史)'黄山书社
#==0

年'第
%";

页*

政协界首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界首史话)第
!

辑'

#=00

年'第
%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