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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平：区域抗战史研究的新境

作者：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更新时间：2020年07月09日

中国的抗日战争史研究需要通贯性著作（往往是大部头和多卷本），这些著作以“全”和“大”为基本取

向，即在空间和时间这两个基本维度上全面铺陈，力求涵盖各主要领域的重大叙事。尤其在军事领域，正面战

场和敌后战场的主要战区、重大会战、重大战役，占有相当的篇幅。对于展示中国抗日战争的全民族性、全面

性、长期性和艰巨性，抗战史著作的“全”和“大”取向，完全是必要的。但是，全民族的、长期而艰巨的全

面抗战历史的研究，还需要具有其他视域，就空间而言，需要有区域或地区研究。吴敏超博士撰写的《抗战变

局中的华东》就是一本颇具特色的区域抗战史研究专著。

 

 

《抗战变局中的华东》书影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该书的立意，是要把抗日战争史研究在区域的范围“落地”，即“深入考察抗战时期

每一个区域发生的显著与潜在的变化、地方内部各种力量的博弈与消长，探讨地方社会在战争中经历了怎样的

秩序破坏与重建。”书中的华东，既与全国抗战大变局密不可分，又带有突出的区域特点。以江南为中心的华

东地区水陆交通运输网繁密，经济文化发达，战前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核心统治区域；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正

面战场战线大跨度西撤，华东大部分地区被日军占领。该书没有简单地将华东地区作为一般沦陷区对待，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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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国共和日伪各方力量之间犬牙交错、此消彼长的变局，同时兼具地理环境、政治、经济与社会等视角，

“展现华东一个个地方在抗战期间经历的独特而又蕴涵普遍性的故事，以血肉丰满华东抗战史的既有论述”。

 

近代中国各区域的划分有着多方面的意涵，但空间地理方面的不同特征乃是不言而喻的。该书七章标题中

均含有明确的地名，已然可见作者要对抗战史研究“落地”于华东的主旨；而行文中在涉及苏北、苏南、浙

东、浙西、宁绍以及安徽叶集等不同地区时，都会对山川平原等地理环境有所说明。

 

在作者看来，“山川地理为人类的活动提供了一个个利用和腾挪的空间，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局限与挑

战”；一旦与华东各地的“抗战变局”联系在一起，各个具体的地理环境便有了特殊的意涵，是构建相关叙事

时不能忽略的，如1940年新四军彭雪枫、黄克诚部一度对中原局关于离开豫皖苏边区东进的指示持不同意见，

对离开山地丘陵到苏北平原水网地带打游击，抱持担忧心理；在浙西游击战中，易守难攻的天目山区成为浙江

省政府浙西行署所在地，国民党部队凭借丘陵山区的地形能够与占领杭嘉湖平原的日军进行周旋；依傍大别

山、沟通山区与平原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使得叶集成为国民政府在安徽省内征集军粮的重点城镇。至于有

更具体空间定位的县、镇、乡、村等，在该书的主要叙事中均有较充分地提及。

 

 

1945年8月，湖南辰溪，受雇于军方的舢板运送粮食

 

该书对于抗战史研究需“落地”的诠释，还体现在重视经济史、社会史的视角和方法。作者认为，军事、

战事当然是贯穿于整个抗战时期的主要视域，但就华东而言，全面抗战初期华东地区是主要战场；到抗战中后

期，华东正面战场上日军与国民党军之间的军事冲突大大减少，抗战之“战争”意味逐渐淡去，“随着战争的

延宕持续，支持军事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愈加突出。” 与此相应，读者可以看到，对于叙事内容的选取和安排，

“作战”与“生活”、“前线”与“日常”有着同等的重要性。

 

如在上篇“新四军的战略展开”有关章节中，既有新四军发展重心和方向等战略全局问题的考量决断、新

四军主力与敌顽军队的交锋甚至决战，也有反“清乡”斗争中行军生活的艰苦、寻找宿营地点的不易、睡眠缺

乏、缺医少药和卫生环境极差等场景的展现。而下篇“华东的前线与日常”的有关章节强调指出：浙西对日游

击战中，粮秣械弹运输、伤病官兵转移、工事构筑、道路桥梁破坏、向导放哨、情报联络等与游击战密切相关

的工作，主要依靠来自民间的壮丁完成。

 



 

1938年春，上海郊区罗店的蔬菜市场，残垣断壁中的生活日常

 

抗战史研究不能离开对于“生活”和“日常”的观照，这些与将士在前线的浴血奋战一样，是筑成反侵略

长城的基石。至于第四章关于侨商黄氏力图在战争年代守护家族商业利益的叙事，虽然与其他各章的话语有所

不同，但依然清晰地揭示出日本侵华战争带来的灾难不仅是在狭义的军事领域，还体现在国人日常生活和民事

领域的方方面面。

 

作为一部近代史研究的专著，《抗战变局中的华东》在多种史料的发掘、爬梳、辨析比较及利用等方面颇

具特色，对此作者在绪论中已有专门说明。书中各处引注堪称翔实，体现了扎实的史学功力和严谨的治学精

神，在此毋庸赘言。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进一步开展抗战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愈益凸

显。希望继《抗战变局中的华东》问世之后，作者在区域史研究和抗战史研究的结合等方面继续探索，完成新

的研究成果。

 

本文为吴景平撰写的《抗战变局中的华东》之序言，发表时增加了题目。文中历史图片选自《海外稀见抗

战影像集（五）》和《支那事变画报》第21辑。

分享到：微信新浪微博FacebookTwitter复制网址打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