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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中 日 战 争 史》

易 分 田

全面说来
,

历史是一部人民做了什么的记录
,

而不是一部人民没有做什么的记录
:
就这

个范围来说
,

历史就必然是一部成功的故事
。

记述过去的历 史学家只 有在追求时未来的理解时才能做到探求客观性
。

— 卡尔
: 《历史是什么 》

毋庸讳言
,

对本世纪三
、

四十年代中日战争的研究
,

国内出版的著作要么只描述中国的

抗战
,

要么将重点放在 日本侵华的方面
,

给人留下支离的记忆和残缺的教益
。

而某些海外学

者 (如台湾吴相湘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 虽注意到从中日双方来叙写历史
,

却因为偏见
,

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战场几乎无所涉及
,

甚至恶意歪曲和攻汗
,

显然不足以反映

中日战争的全貌
。

从这一意义上讲
,

胡德坤先生近著《中日战争史
,

(1 9 3 1一 19 45 ) 》 (武汉大学

出版社
, 1 9 8 8年版 )

,

可以说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著作
。

事实上
,

以
“

中日战争史
”

而 非
“

抗

日战争史
”

或
`

日本侵华史
,

为题
,

便可令我们耳目一新
。

胡先生将洋洋四十万言的大著顺理成章地分为十四章并结束语
: “

九一八
”

事变—
中日

战争的开端; 日本走向全面侵华战争 ; 中国走向团结抗战
, “

七七
”

事变— 中日全面战争的

导火线 ; 日本侵略的扩大与中国的全面抗战 ; 中日战争进一步扩大
; 敌后解放区 战 场 的开

辟
; 日本的政治诱降与国民党的分化

、

动摇 ; 解放区战场发展成为中国抗战的主要战场
;
太

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国民党战场
;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解放区战场的艰苦抗战

,
中日战争开始

向着有利于中国方面转化 ; 中日战争战略转折的完成 ; 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
,

中国人民赢得

最后胜利
;
中国抗 日战争的历史经验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

这是一个全新的体系构架
,

用心良

苦而脉络分明
。

它不仅是作者运用新的史学观念和方法的结果
,

更是其自甘寂 寞
、

面 壁 数

年
,

孜孜不倦地耕耘于这片艺术园地所获取的崇高报偿
。

据该书透露的消息
,

它利用了大量

比较新的资料
,

尤其是 日文档案资料与研究著作
,

如 日本外务 省编《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

书》
、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
、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走向太平洋战争 之 路》
、

美铃书房版《现代史资料》
、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
、

岩波讲座《 日本 历

史》和《世界历史》等等
。

这一点
,

是迄今为止的同类著作所望尘不及的
。

然而资料丰富
、

视野开阔从而分析论证全面深刻并非本书学术价值的唯一体现
,

对若干

有争议的重要学术问题提出自己颇富深度的见解
,

更是胡先生史学才华和严谨治学态度的充

分表露
。

如关于《 田中奏折》的真伪
,

作者明确指出
: “ 《对华政策纲要》是东方会议的公 开 文

件
,

日本的侵华政策反映在文件的措辞中是比较隐晦的
,

但仍掩藏不 了它决定用武力侵略中

国的目的
。

东方会议还有一个秘密文件
,

那就是臭名昭著的《田 中奏折况
”

(第 3 页 ) 对国内

史 学界有歧议的中国抗 日战争的起点问题
,

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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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等
,

作者均有客观的论述和明确的见解
。

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圆

之一的间题
,

作者更是不惜重墨
,

进行合乎情理的评说
: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

衡量 一个

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
,

决定的因素是它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
。

…… 中国抗 日战争以独

特的游击战争形式
,

开展持久的人民战争
,

零敲碎打
,

不断消耗着 日军的有生力量
。

中国人

民以血肉之躯同强大的 日本法西斯血战 14 年之久
,

赢得 了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尊敬
。 ”

(第 48 8一

4 89页 )

与令人信服的体系结构和学术价值相适应
,

该书还具备着鲜明的党性原则和时代特色
。

西方
、

日本及台湾出版的中日战争史
,

大都 以国民党战场和国民党政府的活动为中国抗 日战

争的主导
,

这是不公允和不客观的
。

有鉴于此
,

胡先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
,

既不否认国民党

抗 日的功绩
,

也直言不讳地指出其反共劣迹及其造成的政治
、

经济和社会的弊端
。

同时
,

充分

利用国内外公布的有关解放区战场各方面史料
,

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动的大小战斗以

及边区人民的建设
,

对中国人民的解放
、

新中国的诞生
,

对战后东南亚形势和国际格局的新

发展
,

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

此外
,

作者以充足的史实
,

严密的逻辑
,

对 日本少数史学家

歪曲侵略中国的某些重大事件进行了考证和驳斥
。

如在卢沟桥事件问题上
,

大有为日本法西

斯开脱罪责之人
,

胡先生则以自己的胆识和学识
,

逐一驳斥此类不实之辞
,

并严 正 宣 告
:

“

日本中国驻屯军才是是
`

七七
’

事变的真正预谋者和肇事者
, `

七七
’

事变半个世纪 以 来
,

卢
`

沟桥枪声之谜再也迷惑不 了中日两 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了
。 ”

〔第 1 25 页 )这是大陆学者首次对卢

沟桥事件进行的考证
.

它不仅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
,

更是一幅维护中日人民友好的清凉剂
。

《中 日战争史
,

( 1 9 3 1

—
1 94 5) 》是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

这又使本书具有了新的特色
。

它用讲义语体写成
,

深入浅出
,

将中日战争的源流历程娓娓道来
,

时作评论针贬
,

可谓恰到

好处
。

尤其别具一格的结束语
,

更将书中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性和历史给予我们的谆谆告诫集

中归纳
,

要言不繁
,

画龙点睛
,

读来余音绕梁
,

袅袅不绝
。

显然
,

作为一部开拓性著作
,

过分强调其完美是苛刻的
,

尽管胡先生书中存在着诸如各

章节深度不一等微疵
,

但我们仍有理由相信它的价值
。

描写历史的战争是为了追求未来的和

平
,

基于此
,

我们期待着胡先生新的科研成果面世
.

更期待着富有史学传统的中华学术园地
频添新绿

,

生机 勃勃
。

(本文责任编辉 何天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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