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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7月26日《旧书交流信息报》一版头条刊登了《在古玩市场发现民国版<敌军战场日记> 日军侵华的又一铁证》的报道

说“韩泽是什么样的人，我查遍了《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字典》等辞书，皆不知其详。但书前有曹聚仁先

生于1946年2月18日在上海写的一篇序。据笔者所知，“韩泽”就是曹聚仁，是他于1931至1933年在上海主编《涛声周刊》时常用

之笔名。《涛声周刊》上用韩泽笔名发表的文章有《送书满洲国》、《学有渊源》、《河上肇被捕》、《战时准备》、《民权保障

同盟》、《胡适与胡蝶》、《冯玉祥抗日》等30余篇文章。韩泽（曹聚仁）对当时不关心国家前途的“大学者”、“大教授”、

“大学生”十分不满，他在《学有渊源》一文中写道：“北平有胡适、丁文江等提倡不抵抗主义的大学者，有提议改北平为文化城

的大教授，学有渊源，自然会有寂然的大学生了。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他还在《战时准备》一文中呼吁：“为民族生存而抗

争，全民族准备起来罢！”今年5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言昭著《20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曹聚仁》一书第8章《掀起< 涛声

>》中写道：“曹聚仁经常用真名和陈思、挺岫、韩泽等笔名写文章。”《敌军战场日记》出版于何时，文中未见报道。据曹聚仁

研究会所藏该书复印本（原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保存完好。）知该书初版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4月，编者为韩泽，发行人

为陆宗植，出版者、印刷者分别为群众图书公司、群众印刷公司，总代发行所为上海四马路励力出版社。该书最后还收入了日本士

兵的部分家信。该报道中有几处错误之处需要更正：如“高王正明日记”中“王”应为田、“松木勇一郎”中“木”应为本、“编

译者”中“编译”应为编，“1946年2月28日”中“28”应为18。曹聚仁在抗战时为中央社战地特派员，为战地名记者之一。1947年

5月由联合画报出版社出版了曹聚仁与舒宗侨合著的《中国抗战画史》（1988年北京中国书店影印重版）。他在该著附录《抗战史

料述评》中写道：“二十七年（1938年）夏初，笔者随军鲁南，乃开始有计划的搜集。首要敌情，包括敌军文件、日记及俘虏口

供。”这里可知曹聚仁在抗战时就曾有计划搜集敌军日记等抗战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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