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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日战争史研究略陈管见    李 侃 

 

把抗战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余子道 

 

让我们把抗战史研究推进一步    王桧林 

 

笔谈抗日战争时期历史研究    魏宏运 

 

对抗战史研究的看法    肖一平 

 

加强史料工作是深入抗日战争研究的基础    解学诗 

 

对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管见    马仲廉 

 

对《抗日战争研究》的几点感想    罗焕章 

 

愿《抗日战争研究》更上一层楼    宓汝成 

 

滇西反攻战役述评    马仲廉 

 

    滇西战役，是中国远征军为配合中国驻印军缅北作战，于1944年5月至1945年1月间，在云南省西部地区，对入侵的日军缅甸派遣军第三

十三军的进攻战役。本文试图对此次战役的经过及其意义作比较详细的阐述与评论。 

    一 战役前的形势 

    1942年缅甸保卫战失败。5月日军侵入滇西。中国远征军与日军夹怒江对峙。1943年，中国驻印军分兵两路向缅北进军。 

 

滇缅战场上中印公路的修筑    徐康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中缅印战场上，中、美、英三大盟国从1942年底到1945年初，协力打通、修筑了以印度东北阿萨姆邦的利多

为起点，贯穿缅北，进入滇西，与旧滇缅公路衔接的中印公路，即著名的“史迪威公路”。中印公路的修筑，与缅北、滇西的反攻作战相

辅相成，作战部队掩护筑路，公路通车后支援作战部队前进。中印公路全线建成通车之日，也是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胜利会师之时。 

 

抗日战争中的云南马帮运输    陆 韧 

 

  云南山高川急，自古交通运输主要靠人背马驮。自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至抗战爆发期间，云南现代化交通只有滇越铁路一线，马帮驮

运依然是云南运输的主角。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政府为建设巩固大后方，加强川滇黔桂诸省间的联系，加快了云南现代化交通的建设步

伐。1937年春，滇黔公路通车。1938年10月，川滇铁路动工。1941年3月，昆明至曲靖段通车，后又延至沾益。1938年11月，著名的滇缅

公路通车。 

 

华侨支援滇缅抗战的一些情况    田 玄 

 
  滇缅抗战，是中国抗战史上的光辉一页。东南亚华侨为支援滇缅抗战作出了贡献，本文介绍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1，华侨机工在滇缅公路抢运物资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为了确保中国战时运输量最大并且最为安全的生命线滇缅路的运输，3200多名散居在东南亚的华侨青

年机工，在南洋华侨救济祖国筹赈总会领袖陈嘉庚的号召下，舍弃了海外较为优裕的生活环境，毅然报名参加了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 



 

中国战区辖区及其演变    李仲元 

 

  1942年1月，根据中、美、英等反法西斯国家领导人的协商，成立了以蒋介石为统帅的对日作战指挥机构──中国战区，并以史迪威为

参谋长。中国战区的建立，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件大事，亦是我们今天研究抗日战争史乃至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的一个重大课

题。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中国战区的一个最基本问题，即中国战区辖区问题，说法颇有差异。这是应该加以澄清的。 

 

云南抗日战争史研究著述介绍    宋光淑 谢本书 

 

  在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中，云南居于一个比较特殊的地位。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本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而在1942年5月日军

入侵滇西以后，云南又成了抗日战争的前线。滇西大片国土，曾被日寇蹂躏达两年零八个月之久。自1944年5月开始的滇西反攻战役历时

八个月，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滇西是我国首先把日军赶出国土的地区。 

 

国防参议会简论    闻黎明 

 
  国防参议会是抗日战争初期直属于国防最高会议的一个咨议性机构。这个机构存在的时间不长，成员也很少，并且由于战时的特殊环

境，它对外一直处于秘密状态，新闻界对其极少报道。因此，人们对它的了解不多，一些著述或不加涉及，或语焉不详。但是，国防参议

会毕竟存在了10个月，而且它的成员除若干未掌握实权的国民党元老外，其余多是党外人士；同时这一机构的设立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出现某些松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权政治制度产生有形的变化，也是以此为开端的。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战区划分的演变    房列曙 胡启生 

 

    一 引言：七七事变前国防区的划分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入侵，国民政府逐步开始准备对日作战。 

1935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上年度国防计划大纲的基础上，制定了防卫计划大纲，将全国划分为三道防卫区域线：第一线有察晋绥、

鲁、江浙、闽、粤桂区；第二线有察冀、鲁、豫、皖、赣、湘区；第三线有晋绥、宁、甘、陕、鄂、川、滇区。 

 

被遗忘的危机：1944年中美两国在谈判贷款和在华美军开支问题上的争吵    任东来 

 

  1942—1943年无疑是抗战时期中美关系的“蜜月”。继1942年4月美国对华贷款5亿美元之后，1943年1月中美双方达成废除美国在华

治外法权的《中美平等新约》；10月11日罗斯福又向美国国会提出废除不光彩的“排华法”；11月下旬在莫斯科举行的美苏英三国外长会

议上，美国不惜以减少租借援助相挟，促使苏联同意中国以四强之一列名于《四国普遍安全宣言》。接着，蒋介石又受罗斯福之邀，参加

开罗中美英首脑会议。 

 

中苏关系史研究二题    李嘉谷 

 

    一、七七事变后中国要求苏联出兵对日作战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中苏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奠定了苏联援华抗日的政治基础。随即中国政府派遣以军事委

员会参谋次长杨杰为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为副团长的“考察苏联实业团”赴莫斯科求援。实际上杨杰率领的是一个中国军事代

表团。1937年10月下旬，苏联援华的首批飞机已飞抵中国，接着，苏联的飞机、大炮、战车、机枪、汽油等大批军火物资便陆续运抵中

国。 

 

从甲午战争的开始时间看日本侵朝侵华的战争责任问题    戚其章 

 
  中日甲午战争始于何时？我虽说接触和研究甲午战争史几近四十年，却一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两年前，有位朋友

从日本帮我复印了两部有关甲午战争国际法的日人著作，即当时日本陆军大学国际法讲师、法学博士有贺长雄的《日清战役国际法论》和

法学博士高桥作卫的《英船高升号之击沉》。 

 

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    张振昆鸟 

 

    一、一场东亚地区性战争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一场战争。但是谈到这场战争决不能仅谈中国和日本，还必须谈到朝鲜。当然往往也要谈到其他一些国家，

例如，要谈英美，要谈俄德法，等等。不过，朝鲜与其他国家在甲午战争中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谈欧美各国，是要说它们对战争的调

停、干预等等，都属于战争外部的活动，这些国家都是置身于战争之外的。而朝鲜则身处于战争之中：这场战争是因朝鲜而起的，是在朝

鲜爆发的。 

 

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格局的演变    戴 逸 杨东梁 

 



  一百年前，两个东亚的主要国家──中国和日本，进行了一场决定两国命运、决定东亚历史格局的重要战争，这就是中日甲午战争。 

  19世纪下半叶，东亚（通常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和蒙古）是世界上一个很不稳定的地区，处在多事之秋时代。一方面帝国主义在这

里争夺殖民地的斗争空前激烈；另一方面这个地区的国家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巨大变化时期。当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被列强瓜分完毕的时

候，争夺东亚地区这些半独立国的斗争就特别尖锐起来。 

 

日本侵略中国思想的验证    〔日〕水野明 

 

    一、前言 

    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向大陆扩张势力吞并朝鲜为目的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比的屈辱和深重的灾难。 
  日本明治政府的对外政策是：“继承列祖之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宣扬国威于四方”。明治维新之后，在十数年之间，中国与朝

鲜、琉球的藩属关系都一一被日本破除了。日本一步紧似一步地向中国发动侵略。 

 

1887年日本小川又次《清国征讨方略》介绍    〔日本〕山本四郎 

 

  在三浦梧棲家藏文件中有一份24页（每页26行，每行23字）的文件。作者小川又次大佐当时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一局局长（后为大

将）。此文件可视为表明当时陆军构思的重要史料。我想将此资料作一些介绍。 

    一、方略的构成及其地位 

    这个文件的前面有“清国征讨方略趣旨”（以下略称“方略”），其撰写日期是“明治二十年二月×日”。文件中写有“本职又次”，

可知是小川又次撰写。 

 

战后日本对在华殖民地史的研究    〔日〕金子文夫 西村成雄 著  祁建民 译 

 

  近代日本的海外殖民地包括朝鲜、台湾、“满洲”、中国关内、东南亚、南洋群岛、库页岛千岛群岛共7个地区。有关这方面的详细

研究可以参见《亚细亚历史研究入门》（全五卷，同朋舍，1983—1984年）、日本史学会编《日本历史学界的回顾与展望》（全25卷，山

川出版社，1987—1988）等丛书的有关部分，以及山根幸夫等编的《近代日中关系史研究入门》（研文出版，1992年）。 

 

《八路军军政杂志》介绍    张根福 

 

  《八路军军政杂志》（以下简称《杂志》）是八路军总政治部的机关刊物，1939年1月15日在延安创刊，1942年4月停刊，历时3年3个

月，共出版4卷39期，发表590篇文章。1卷1期至3卷8期，每期约11—12万字，第3卷第9期后，每期为5—6万字。 
  毛泽东为它撰写了发刊词，阐明创刊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同时也为了供给抗战友军与抗战人民，关于八路军抗

战经验的参考材料”。 

 

滇西抗战中的怒江三桥    耿德铭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即向东南亚各国入侵，1942年5月2—10日由缅甸进占我云南怒江以西3万余平方公里领土，并试图

越过怒江东进，威胁保山、昆明，后被我军堵击退回西岸。怒江位于横断山脉世界第二大峡谷谷底，水势湍急，“看见一条线，望地一道

沟，山有欲飞峰，水无不怒石，岩羊无路走，猴狲也发愁”。我国军队凭借这一天险堵截日军。敌我双方在长达250公里的江段两岸对峙

了两年时间，直至我大军反攻，歼灭日寇。 

 

以抗战史研究为主重庆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成立    陈 洪 

 

上海将举行“抗日战争与上海”学术讨论会    苏智良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代史学会将举办“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本刊讯 

 

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有奖征文 

 
《烽火忆抗战》征文简讯 

 
本刊讯 

 
军事科学院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出版 

 
本刊讯 

 
《陕甘宁边区史》出版 

 
本刊讯 



 

《河北抗战史》出版    王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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