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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根据地研究：从理论到文献突破的新尝试

作者：金以林（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抗日战争海外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负责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德意日法西斯控制的欧洲和东南亚占领区，都存在过不同形式的

敌后抵抗组织，他们主要以搜集情报、除奸、破坏交通等方式协助盟军，做战术配合，最终的胜

利还是要依靠美英苏盟军在正面战场打败法西斯。只有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

力量创造性地开辟了敌后战场，形成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相配合的局面，并将游击战争提高到战

略高度，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从江西瑞金开始，在创立的一系列根据地内尝试政权建

设。抗战时期，各根据地政权建设更是逐步壮大、成熟。新中国成立时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构成

部门，几乎都可以在根据地找到它的雏形，中央政府的骨干就是晋察冀根据地边区政府和后来发

展而成的华北人民政府为主。这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政之初完全不具备的条件。众所周知，中

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农村

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于抗战时期的延安，农村包围城市的主

要手段就是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建设。

1937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全军三个师仅4.5万人，几乎全部东渡黄河，开赴

抗战前线。在国民党正面战场大片丧失的沦陷区、在日寇的残暴统治下，中共抗日武装陆续开辟

了一系列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解放县城二百余座，解放人口近亿人，人民武装也发展壮大到近

百万人。1938年5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从战略高度

系统论述了游击战争在抗战中的作用与地位。他指出，“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

点，因为它是同国家和总后方脱离的”，“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

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可见，只有取得人民的全力支持，为游击战争提供可靠的人力、

物力、财力支持，才能开展持续有力的游击战争。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就是中国共产党



提出的“全面抗战”。正是由于党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表现出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无所畏惧

的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创造性地提出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并具有

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才最终赢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

二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铭记先辈们的事迹，将这段史诗永远流传，各级党史、军史部门长期整

理、编辑、出版了大量文献史料。但是，有相当数量的文献很难在图书馆查到。由于史料运用的

不足，现有抗战史研究成果往往在宏观领域还存在一定的概念化倾向，而在微观领域中又有观点

认为现有研究过于碎片化。事实上，宏观研究必须要在微观基础上才能达成，不能简单地定义、

定性。只有对细节进行研究，才能进一步推动根据地史走向深入；只有把无穷的细节研究透，才

有可能高度概括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宏观叙事。而其基础建设，就是史料文献的整理与共享。

在信息化时代，利用数字化手段，充分发掘民间史料，可以极大地丰富档案来源。比如，“张

林池陈舜玉抗战文献专题库”经家属授权在“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上线，资料为

张林池夫妇抗战期间的工作笔记、会议记录和工作报告等手稿，共8册1600余页，都是首次披露的

珍贵文献。张林池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抗战期间先后任晋察冀边区唐县县长、第三专署专员、

边区政府交通局局长、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副部长等职。从他的履历中不难发现边区政府丰富的

内设机构。陈舜玉1937年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曾任唐县县长，是晋察冀边区唯一一位女县

长。诸如此类，民间有很多富矿，蕴藏的史料多到无法想象。例如，战时八路军总部长期驻防山

西武乡县。当地政府同八路军将领的后代们合作建立“八路军纪念馆”，馆藏相当丰富，有许多根据

地编印教授游击队、民兵如何打地雷战、地道战的小册子；有各个根据地出版的《论持久战》的

不同版本；还有一些油印的小报，如太岳军区三分区《战斗报》等。抗战专项工程可充分利用数

字化手段，努力将这些散落在民间、数量可观的文献汇集上网。这可以极大丰富我们对抗日根据

地的认识，推动根据地史的研究。

201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国家层面的统筹协

调，按照“总体研究要深、专题研究要细”的原则，制定中长期规划和具体工作方案，确定研究重点

和主攻方向。在此，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机构、学者和民间收藏家共同努力，将分散的文献汇集到

“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实现“史料共享、共写史书”，推动抗战史研究发展，用无可争议的丰富史料

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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