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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大后方城市发展史研究综述 

 

唐伯友 

（重庆图书馆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中心（筹）） 

 

抗战时期大后方城市史研究不仅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近代中国

城市史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全国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之西移，西南、西北成为抗战大后方，尤其是重庆、四

川、贵州、云南和西康等西南大后方城市，在短时间内吸纳、积聚和安置了众多西

迁机关、工厂、教育机构、社会团体和数目巨大的难民盲流，一方面增加了后方城

市负担，改变了本已脆弱的城市社会生态，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又促进了大后

方城市的发展，加速了其近代化进程。 

抗战期间，大后方城市作为抗战力量组织、指挥、协调及重要生产者，为民族

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迄今为止，学界在这一领域，仅有部分城市的个案研究，

尚未以抗战时期大后方城市群体作为研究对象的专题性著作。 

 

一、抗战大后方城市史研究概况 

 

中国城市历史悠久，但对城市史的研究明显滞后。早在20世纪50-60年代，西方

就曾有多部中国城市史著作问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城市史研究才逐渐进入学

术领域，并由迅猛发展之势：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作品相

继面世，其中不乏涉及抗战时期大后方城市的论著。具体研究成果总结如下： 

（一）著作方面 

1、整体性城市通史著作。通史性著作比较全面、系统地从城市的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研究中国城市起源、发展及演变，有助于了解城市发展脉络

及发展进程。然而，作为通史性著作一般不能突破其概略性特点，尤其是涉及抗战

大后方城市的研究，往往只是略有提及，缺乏深入研究。代表性著作主要有：《中

国城市发展史》(戴均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在该著作中，认为战时

国统区城市在工业迁入、人口激增的强烈刺激下，大后方城市大多获得了不同程度

的发展，繁盛一时。但其繁荣是短暂的，不稳定的，并随着抗战结束后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的再次东移而消失。《中国城市史纲》(何一民，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认为战时大后方城市在抗战时期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尤其是国民党统治

的西南地区，城市人口、城市规模、城市工商业、文化教育事业、交通运输业都有

较大发展，并指出，这种发展得益于内迁工业的刺激和国民政府所采取的有力政

策。此外同类型著作还有《中国城市发展史》(宁越敏等，安徽科技出版社，1994年

版)、《中国城市发展史》（傅崇兰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

城镇体系:历史、现状与展望》(顾朝林，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等，均对战时大后



方城市进行了研究。 

2、区域性城市史著作：代表著作有《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张仲礼

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涉及抗战大后方城市研究，并指出，由于日本的

野蛮侵略所造成的工厂内迁、人才内迁，带来了重庆等西部个别城市的畸形繁荣。

《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隗瀛涛，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该

著作对抗战时期大后方重庆、昆明、兰州、宝鸡等城市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论述，尤

其是重庆和昆明，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都进行了详细阐述和分

析，对我们研究抗战时期重庆和昆明城市发展大有裨益。此外还有《近代中国城市

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何一民，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近现代

城市的发展》(曹洪涛、刘金声，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版) 、《近代中国城市与

大众文化》（李德英、姜进，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战争与近代中国衰落城

市研究》（蔡云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中国近代城市史》（虞

和平，三联书店，1995年版）、《中国城市化之路》（靳润成，学林出版社，1999

年版）等。这些著作对抗战时期大后方城市也有不同程度的研究。 

3、单体城市研究著作：单体城市研究著作，对所研究城市的发展轨迹、历程和

城市建设、管理及市民生活等诸多方面进行梳理。其特点是脉络清晰、形象直观，

但往往重点在描述城市在不同阶段发展和演变的事实，理论体系不够完善，研究层

次不够深入。这类著作以西部城市研究为主，其对抗战大后方城市史的研究来讲，

是一个难得的发展契机，相关著作中大量论及抗战时期大后方城市。代表作主要有

《近代重庆城市史》（隗瀛涛，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这本专著可以说是

单体城市研究的开创性著作，其综合运用历史学、城市学、规划学、人口学、社会

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城市的功能、结构、社会等方面的转变，城市发展的

阶段、地位和特点等方面论述城市的发展，为今后研究近代城市史提供了可供参考

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著作论述了抗战时期的重庆工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商

业、城市管理、城市功能、城市市政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基本还原了战时

重庆的历史画面，也为大后方单体城市研究树立了典范。此外，这类著作还有《重

庆通史  第三卷》（周勇，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近代昆明城市史》（谢本

书、李江，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成都城市史》（张学君、张莉红，成

都出版社，1993年版）、《宝鸡城市史》（王琪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

版）、《自贡城市史》（王仁远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变革与

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的轨迹》（何一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

版）、《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周勇，重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拉萨史》（傅崇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等。这些单体城市著作都

不同程度地论及相关城市的战时状况。              

                         

4、涉及城市史研究的综合性著作：有关抗战时期大后方城市史的研究，还出现

在一些综合性著作中。代表作主要有《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韩渝辉，重庆出版

社，1995年版），该书专列一章专门论述抗战时期的重庆城市发展，并指出“抗战

以后，重庆市政公用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城区扩大，供电、供水、道路交通，轮

渡水运，建筑开发，防空设施，医疗机构等基础设施进一步扩充。”《重庆抗战史

（1931-1945）》（周勇，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张

弓等，西南师范大学，1993年版）、《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国抗战重庆历史地位研



究》（张国镛、陈一容，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重庆抗战文化史》

（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重庆分会，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该书向我们展示

了在重庆抗战运动的大背景下，举凡文化领域中的思想学术、文化教育、科学技

术、新闻出版、文学艺术诸方面的组织、活动、实绩、作用及影响等情况，是一部

全面介绍重庆抗战文化历史的著作。《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史研究》（黄立人，档

案出版社，1998年版）、《近代中国国情透视—关于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的研究》

（潘君祥、沈祖炜，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抗战时期的人口迁

移—兼论对西部开发的影响》（张根福，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比较中

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章开沅、罗福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等。这些著作尽管不是专业城市史性的著作，但是均涉及抗战时期大后方城市研

究，有的甚至用几个章节对抗战时期的城市概况进行了比较丰富的阐述。 

此外，对抗战时期大后方城市史的研究，还有一些英文性著作，如：《再造中

国城市:现代性和国家认同,1900—1950》（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1900 to 1950），（Joseph Esherick，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重庆战时工人:中国兵工厂劳工,1937—

1953》（Workers at War: Labor in China’s Arsenals,1937—1953），（Joshua 

H. Howa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这些英文著作也有相当的篇幅

对大后方城市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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