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侵略军对江西

地方工业的破坏

邹耕生

日本法西斯强盗侵略中国的罪行罄竹难书 。 研究日军侵略罪

行与研究中国人民如何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具有同等重要的意

义 。 按照历史的发展逻辑，前者正是后者的起因和先导 。 回顾战

后 60 年来国内抗战史研究，不能不痛切地感到 ， 对于日军侵略

罪行的研究还有待大力加强。 即如江西地方抗战史研究，至今仍

缺少对日军侵略罪行的系统梳理。 本文试就日本侵略军破坏江西

地方工业的主要方面作一略述，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 对战前工业基础的锺残

江西的近代工业起步较晚，发展亦较缓慢，与江浙等省相

比，落后了许多。 但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也已经建立了

相当基础。 1936 年 10 月由江西省政府统计室编印的 { 江西年

鉴· 工业编》 称:江西工业虽不能与沪汉各通都大埠齐驱并驾，

但过去在国内亦占有相当地位。 现建设方兴..省政当局先有工

业改进委员会之设立，继续有制茶制纸制糖陶瓷纺织等计划之拟

定，若使逐步实施，前途利益又何可限。 "①

① 胡草凤， (十年来愤政之回顾与腥望>. (11政十年>. !I西省政府， 1941 年捕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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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1937 年的调查①，江西全省符合当时中央政府修正工厂

登记规则有关规定的厂家，在南昌 、 新建 、 摔乡、丸江、吉安、

上饶等县市，有电灯公司 10 家、碾米厂 10 家 、 火柴厂 1 家、纺

织公司 1 家、公路处机械修理厂 1 家、灰袖及窑厂各 1 家、民生

工厂 3 家，共 28 家。其中有 7 家合符更严格的工厂法第一条

(参见表 1 ) 。

囊 1 江西工厂调查囊

县(a
，g称 厂扯

工人
曲力设备 矗憧

市)剔 数目

商汽引擎一庄、赢汽量

南昌市
食南昌市

司马店 93 
平-If、肇油引擎一直 、

电灯噩理处 童电机四座 、 电植饥丸

直

食江西公路处
顺化门外 2S9 

'隆捕引擎-盛 、 电动机

机'量'理「 四盛 、 1世电机-If

'哥噩
曼罐'居明

曼罐
睡袖引擎一直、盎电机

5 
电灯公司 一座

万藏 民生工厂 县欧阳大帽 SO 孟

吉蜜 民生工厂 天盖当铺 31 无

食吉州电灯公司 县南翻桥生 30 
醒R量平二匾、童电矶

二匾

".囊 量·电灯公司 量.慎三角井 20 
黯同引擎一圈、监电饥

lOOKW 

乐平 !I<.电灯公司 墨革门外 12 
噩汽引擎-盛、l!t电凯

-匾

① {李富工广调查)， (南昌) {工商矗讯}第 1 喔第 13 剿， 1937 , J啊'也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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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囊 1

县(;;J(
名 你 厂 址

工人
动力设备 备

可i ) ß'I 敬 目
住

a阳 阳 革陶 1夜袖工厂 县E匹蓝旧酷 23 主
曾呈撞撞J

业部备事

民生工厂 县革最普 33 无

华车崛米厂 县河南陪 13 荣袖们擎一座

陈盘在砸米厂 县郭丽庙河下 2 同上

'"事啤瞩米厂 县中正街j}巷口 4 同止

舒义事碾米厂 县上向街仁义誓口 7 同上

~I茂辈砸米厂 县筷于罄口上正街 7 情u-

立顺样辙米厂 县郭庙正街 4 同」

协相牵侃米厂 县下棚在正橱 7 同上

间大i\I米厂 县马家在河下 7 同上

二盖帽米厂 县景正夺正阳 " 同t
江西烧州

县后河衔
哺耀电气「

5 
最油引擎 -座、应电机

盹

合丸rr咆灯
嚣汽 引l!( - 座、直电机

丸 ,1 县大f字路 34 一幢躲抽引擎一庙、电
整理趾

动机式座

合太中华火黎公司
县老马擅 663 

提汹引'在 三 库、电动机

1L江幅生 1 摩、盎电饥一座

舍 利中
县官牌'" 9" 

发 电机 (750KW ) 、电萌

'!Ii到公司 机 (789 . 5KW)

上 饶 电气公司 县官仓街 (5 
埠气引擎一座置也机

座

五 rtl 
合起耀

县城朱庙
木lJ1号 1 . 一 庄、童电饥

30 
咆气公司 一座

五丰赚来厂 县将军擅背后 3 柴油引擎-店

铅 山 河口咆气公司 河口 8 
煤?油引擎 12M. }' 、电动

机 45KW

幢畸 复兴自厂 县南门外 28 主

在 凡有企记号者为古干工γ桂捕-矗舰罩之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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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中的九江利中纺织公司的前身，是 1919 年创办的久兴

纺织公司 。 当时该公司资本额约合 280 万元，厂址占地 150 市

亩，各类机械设备齐全，年需棉花 4 万至 5 万钮，共用工人

13∞人，日产各种纱支 51 包①。 在国内也是较大的纺织厂之一。

战前江西全省的大小各类工厂当然远不止这些.上引{江

西年鉴}记载，在 1933 年，仅南昌市的机械工厂就达到家，针

织厂则达 120 家。 立昌染织厂、益民实业染织社 、 利工染织社 、

益元织布厂则被称为"完全脱离家庭工业形式之棉织工厂"前

两厂都有工人一百数十人。 战前江西的大小电厂也有 18 座，设

备总容量达到 8417 千瓦。@ 其他如印刷、玻璃、碾米 、 火柴 、

建筑 、 酿造等业的厂家，也都有一定数量。 除重工业外，门类较

为齐全。

此外.江西省政府还开始进行招商引资活动。 1935 年和

1936 年连续利用省外资金兴建了两大项曰 : 南昌水电厂和设于

九江的光大瓷业公司 o

南昌水电厂由上海建设银公司投资，资本定额 180 万元，由

建设银公司代水电厂信用购置价值 1∞万元的机器及货物(不

足部分由江西省政府筹集) .于 1936 年 12 月开始筹建。 该公司

将建筑及机器工程包给英属上海怡和机器公司. 1937 年 12 月基

本建成。 在建设过程中，南昌市电灯整理处垫付各款 59 万元。

"该厂设备，分水与电二部 : 水之设备，为抽水机、沉淀池 、 水

塔、滤水池、总水管等，附有灭菌设备。 水搭离一百尺 ， 容量一

万三千加仑，每小时供给水量九万二千加仑 。 电之设备，为汽轮

交流发电机二座.一为一于一百瓦，又一为一千二百瓦，锅炉三

座，及三相电力变压器，离压二千三百伏，低压三百八十伏。"③

① 张挥童(十年章之江西王业)， (赣踵+年) ， 江西省政府 1941 年捕印 。

<2l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工业史) 1I西堪，中国电力出版社， 2∞3 ，第 12 页 。

也班陈章(十年来Z江西工业)， (帽草十年) ，江西省政府 1941 竿编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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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厂如投产，仅发电-项就可使全省发电总量增加四分之一 。

光大~业公司由著名实业家社重远先生创议建立，采用新

式机械制霞，投资 100 万元。 其中江西省政府出资 20 万元.商

股 80 万元。 上海金融界给予大力支持，投资者中有宋子文 、 吴

铁城、杜月笙、张啸林、穆藕初等京沪名人。 1935 年 7 月开始

在九江建厂，厂址占地 140 市亩，定于 1937 年 9 月建成投产 。

厂内设备齐全 ， 工艺流程先进，技工培养亦同时完成。 杜重远

于 1937 年 6 月间向记者发表谈话说 ..改良瓷业，为振兴国产

之急务，该厂开工后，最大目标， 一为集中经济， 一为集中人

才，以该厂改良全国瓷业初步，再推行湘、鲁、晋、 )11 、闽、

粤等省，其出品计划，首先着重日用品及电料品等"①，抱负远

大。

1937 年日 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正在发展中的江西工业立

即受到严重影响。 首先是基本建成的南昌水电厂未作验收，仍由

承建的英属怡和公司代管 。 因为当时英国在中日间尚保持中立态

度，有关方面想藉此以保全该厂。 同时光大瓷业公司将刚刚安装

好的设备尽量拆倒J .运往武汉 ， 1938 年武汉又吃紧，只得将部

分设备再运大西南 。 两大工业建设项目功败垂成。

在日军侵占丸江前夕，映庐电灯公司也将发电设备的重要部

件拆卸，找隐敲地点掩埋 。 技术工人大部逃散。<2> 1938 年 8 月 20

日 ，九江利中纱厂遭日机轰炸，工厂被迫停工。 次月，日军占领

九江市，在全市大肆抢劫，未及迁走的各类工厂均遭严重损毁。

利中纱厂被日 军占领，并强令工人复工，但被工人所拒绝。 到

1943 年，日军将利中纱厂的机器全部拆卸运往汉口，运送船只

在长江中遭遇水霄，部分设备沉人江底。 庐山发电厂的 1∞马力

① 〈丸江光大量业状况). ( 南昌 ) (经市旬刊}第q量. 17 . 18 期 . 19J7年 6

月，第 61 页 。

哇) ( 中华人民抖相国电力工业史) 11:11.. .1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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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60 马力集汹发电机组各一台(总容量约 120 余千瓦) ，也被

日军破坏或他迁。① 光大瓷业公司厂址被日军征用为军医院，后

来日军又将厂里剩余设备搬到丸江城内，并添置若干设备.开设

了"华中陶瓷株式会社" ， 由日本技师及宪兵管理，榨取中国劳

工血汗，为日军生产军用通讯电瓷。

在日军侵占南昌之前.南昌的各类工厂大部逃散，少数迁

往育安、泰和、赣州等地。 如 1938 年 3 月，南昌市电灯整理处

将南昌钟鼓楼发电厂的 148 马力(109 千瓦)柴油机及 125 千

伏·安( 100 千瓦)发电机拆迁至吉安电厂 5 月又将南昌司

马庙发电厂的 1050 千瓦机组迁往锁州 。 在清江县吴编镇，商办

彰明电灯公司的 40 千瓦发电机组，也于 1938 年间迁往赣南大

余县。@ 搬迁过程中的耗费和损失不言而喻 。 1939 年 3 月.日

军侵占南昌市，他们立即挨家挨户逐厘搜查抢劫 ， 公私财物被

搜括一空。未及搬迁的各工厂损失奇重.前述立昌等四家染织

厂全被烧毁。由英属怡和公司代管的南昌水电厂，最终也未能

逃过劫难。 1941 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对英美宣战，当年

12 月日军就进占南昌水电厂 。 他们将该厂改称南昌发电所，采

用军事管理形式组织生产，由两名日籍工程师以及日军士兵监

管，进行掠夺式经营 。 次年，日军又从南昌拆卸 750 千瓦汽轮

发电机组一台，搬到丸江与原映庐电灯公司和利中纱厂原动部

设备合在一起，改称"华中水电株式会社九江出张所"凑合

发电。@

同时期或此后数年内，被日军破坏的还有赣北、"东 、 赣西

各市县慎的工厂 。 日军每占一城镇，必定烧杀抢掠 ， 甚至使其变

成无居民区 。 如 1938 年 6 月日军占领的第一座江西县城彭泽，

① {江西省纺织工业革) .中共中央竟幢出匾址， 1993 ，第 402 页 .

<2> (中华人民共糊国电力工业量}江西事. .'4 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回电力工业里}汪西带，第 14 - IS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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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千上万的父老兄弟姊妹被杀害. ..顷刻间 ，彭浑县城和远近

数十里之内的村镇己罄元一人。"本来生机勃勃的彭泽，变成

.. 一个无工、元农、无商、元百姓的空城，活像一座牢狱" 。① 战

前江西人民以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积累起来的近代工业基础，大

部分被日军毁灭 。

对江西战时工业的践踏

日军侵占赣北地区后，江西省政府于 1939 年春迁到赣中地

区的泰和县，泰和遂成为临时省会。当时江西地方经济状况十

分严峻。《江西省政府二十八年(即 1939 年)行政计划》导言

表述道..军事上，破坏损害之程度愈大，而增设补充之需要愈

迫 。 政治上，县城沦陷 ，而县府组织更应充实:地区缩小，而

难民救济益形繁重 。 经济上，赋税收入锐减，而各项支出反增，

交通建设频繁，而同时战区必须彻底破坏;运输阻滞，而农工

产品亟待尽力撤销 。"当时海陆口岸均被日军封锁，沿海地区的

工厂又停产内迁，致使江西既不能从国外进口货物，又不能从

国内其他地区得到补充，省内市场出现从未有过的真空状态 。

而日军侵占赣北后，也一时元力南下，省内大部分县市仍在我

方掌握中 。 当时.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国民政府也制定了相关计

划及政策.鼓励公私企业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为满足省内

生产、生活以及战争的迫切需求，江西工业主要依靠国家资本、

依靠民众高度的爱国热情，和一些省区一样，竟在战争环境中

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迅速发展起来，以致时人惊呼..战时省营工

业，突飞猛进 。 "

1941 年初，第二战区经济委员会在对江西战时工业进行调

查后，撰写了专题报告 《江西省工厂调查>> ，认为"不但成绩斐

① 欧阳一如 { 日在侵占~浮的七年)， <)1海主史贾制}串-精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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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且前途深可乐观"①。该报告在列表介绍了 1938 - 1940 年间

成立的江西各工厂后，又作了工厂的分类统计。 这里仅将分类统

计摘录于下:

①电气噩

噩量曹曹大罩、民膏七罩

暨*蟹幅"阳元

圭年监电量 1067回lO.!f

圭年蕾业估计 ，S9S创lO元

职Z人'自2S8 人

③化学费

②帆'自噩

噩量曹营三草

暨本额\03似阳元

量年曹业估计 22闹剧无

职工人量，380 人

⑥纺织樊

11:量省曹一五草 、官商告;1].-家、商蕾-事 11:量:省曹四摩、公膏-二草 、民膏三章

暨本a ，617侃剧元

圭年膏业估计 1342饵阳元

职工人徽口的 λ

⑤饮食费

11:量省膏五罩

暨本a ，6S创嗣元

圭'"营业估计，1 110000 元

职工人量，1何人

⑦晴露集

11:.曹营三章

'本a ，2S6<跑佣元

全年蕾业估计"沁旺嗣元

⑨土高帽量突

11:量:富'二章

责本领 1498四川0 元

圭等营业估计 626<四lO元

职工人世 ，569S λ

⑥文化费

11:量省青五草

暨*a ， 107创嗣元

圭年膏业估计 119但嗣元

职工人敏 :"30 人

⑥童属英

世量 2曹营三事

暨率.， II)()(嗣元

职工人最 17λ

@木树处理费

'世量 ，曹营一罩

① '三战区经摘要员告"四组调董(江西省工厂调董)， (上饶) (京南经

挤) 1941 年.3 期， .95 - 101 页 。



责本精 0138创阳元

圭年曹业估计 205仪朋元

职工人数 348 人

@真他

数量:省青二章

贾本领 15仪刷元

全年营业估计，23田阳元

职工人徽 38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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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本领 .10000 元

圭年营业估计 4配制元

工λ敷 49 人

总计工厂 70 家，资本 1500 余万元。这些工厂多集中在寨

和 、 吉安、遂JiI、赣县境内 。 到 1943 年，合乎"工厂法"规定

标准的工厂，全省竟发展到 231 家.其中机械类 23 家、电器类

5 家、化工类 23 家、矿冶类 3 家、纺织印染厂家 23 家、日用品

类 52 家、食品类 38 家、教育文化类 28 家、农业类 31 家①。 属

于重工业范畴的钢铁工业也开始起步了。堪称江西近代工业的一

次飞跃。 省政府 1941 年所编《赣政十年》有关文章认为.放

今日之江西工业，在国内已占相当之地位。"正因为江西战时工

业已发展到一定规模，江西历史上第一个工业企业总的行会组织

"、江西工业协会..于 1943 年 12 月 10 日在吉安成立筹备会，同

月 25 日在临时省会泰和正式成立.宣称以"促进全国工业化"

为宗旨，特聘江西省政府建设厅厅长胡嘉韶担任理事长。

然而，日军为打通北平至广州、南宁的交通线，即所谓打通

大陆交通线. 1945 年 1 月对江西发动了新的进攻ο 由东北地区

抽调来的日军第 27 师团从湖南进攻赣西南，连陷莲花、永新、

泰和、遂JiI、赣州:日军第 40 师团则由粤北进攻赣南.连陷大

余、新城、南康 、 信丰、定南等地，两敌会合后盘踞赣南达半年

之久。直到日本宣布投降前夕的 1945 年 7 月，才开始北撇。 日

① 陈立华 、 陈荣华 (旺西通j!)， .江西人民出版吐， 1999 ，罩 93' 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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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所到之处依然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战时建立起来的江西地方

工业顿遭毒手。

战后的 1948 年.有文章就江西战时工业的生产和日军破坏所

造成的损失，作了记述。 文章写道"江西工业在民国甘九年(即

1940 年)至卅二年一阶段中，已渐露头角 。 不幸至卅三年战局突

变，吉泰赣撒守，数载之基础、工作凡尽付东流，兹分重工业，

轻工业，公用事业三项，逐一择要述其战时之生产与损失。"

" [子]重工业方面:

①江西机器厂·设泰利，年产木炭炉 50 套，汽缸盖 60 只，

五金零件 2创)(}件，战时损失 88∞00∞元。

②江西炼铁厂:设天河，年产翻砂铁 72∞吨，战时损失

35创刚刚元。

③江西车'由厂.设泰利，年产中型客轮拖船各一簸，帆船一

嫂，蒸汽机二部，蒸汽锅一座，战时损失 288创削)(}元。

④江西电工厂·设泰和，年产电池 92∞只，单节电池

1侃则打，收发报机 15 部.磁石式话机 50 部，扩音机二部，战

时损失 6凶创m∞元。

⑤江西硫醺厂:设大余，年产九八度浓硫酸 40 吨，战时损

失 325【刷元。

⑥江西水泥厂·设天洞，年产水泥 80ω 桶，每桶 170 公斤，

战时损失 2【刚刚闭ω 元。

[丑]轻工业方面:

①摔乡瓷厂:设萍乡，年产电瓷及各种日用瓷 287899 件，

战时损失 9353620 元。

②赣县酒精厂:设赣县，年产动力酒精 152825 加仑，战时

损失 148914353 元。

③锁县糖广:设赣县，年产白糖 1924 石，精水糖 2498 石，

战时损失 22518437 元 。

④赣县麻织厂.设赣县，年产麻布 125创)(}码，印花布匹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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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码，战时损失 58982500 元 。

⑤赣县纺织l!i!厂:设麟县，年产各色布匹 60 万码，印花布

匹 30 万码，战时损失 58982500 元。

⑥赣县锯木厂:设赣县，年产建筑木料 130∞方，战时损失

88103260 元。

⑦赣县制革厂:设赣县，年产各种面皮 29830 方尺，皮箱皮

革 3958 只.战时损失 3099480 元。

⑧赣县机器厂:设锁县，修制各种机器，战时损失

39830432 元。

⑨江西印刷厂:设泰和，年产铅印品 14839 页，石印品

22846 页，和l板 194 块，战时损失 48344560 元 。

[寅 ] 公用事业

①南昌水电厂:每年发电 264ω∞度，水 60734∞加仑。

②赣县电厂每年发电 2165773 度 .战时损失 70734875 元。

③吉安电厂:每年发电 180904 度 ，战时损失 3 1925031 元 。

④泰和电厂·每年发电 90866 度，战时损失 20793232 元 。

⑤大余电厂:每年发电 12356 度，战时损失 4994842 元。

⑥江西度量衡检定所铁工厂，每年度量衡器 38ω 件，战时

损失 333 19000 元 。 "

此外，还有民营工业数十家"因仓皇撤退，不及迁移 ， 损

失更属不货 。 "①

另有文章沉痛地写道"据江西省政府统计处的报告，迄三

十三年度( 即 1944 年)为止，全省共有广场 181 所，其中 169

所都是战争期中的创设。重要生产包括酒精、火柴、水泥、炼

糖 、 机器 、 纺织 、 电力 、 硫酸等项。 范围不为不广 。 不料在抗战

末年，敌人作了一次横贯江西的侵犯，把正在酋长的工业萌芽一

① 陈其样， ( !I西之工业).(南昌 ) (经噩季刊) I归8 年!11 6 剿. !II 1-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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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踏碎。"①"一脚踏碎\正是日军践脑江西战时工业情形的真

实写照。

三对江西炮白手工业的沉噩打击

江西是农业大省，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各类手工业历史悠久，

颇负盛名，最著名者为瓷器、夏布、纸张三业，时称"鼎足而

三"。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至 30 年代前期，由于日本资稽(多

在中国北方地区制造)、纸张和人造纺制品.以及其他洋瓷、洋纸

的倾销，江西手工业已受沉重打击，但仍保有重要经济地位。当时

人评价道"江西的新式工业虽不发达，而手工制品，种类之多与产

量之巨，在我国工业上w1.占重要地位。全省人民一年中工业上之收

入，仅次于农业，而驾乎其他各业之上......本文仍根据过去之各数

字，再参以最近之产销情形，斟酌一近似之数字，列表如下。"<:l

囊 z

晶 >t 产 量 '民曲(;;;) 且值(;;;)

暨 ' 2侃"∞担 扭曲 4αJOO∞ 

土 布 9453创固匹 1 ∞ 94536∞ 

E 布 604创用匹 8.00 4832侃"
纸 张 462664 担 15.00 6939悟。

蜻 钞 目假回钮 50 回 2750创JO

制 油 35创皿组 15 例3 5025刷10

嗣 精 807盯组 10 ∞ 807回跑

鲍 Jt 754450 担 1 ∞ 754450 

制 米 864阴阳。但 o. 30 2592刷JO

其 他 4αX灿剧}

古 计 40154010 

① 于迁之 w:西哥后瞌辑与工业). (南昌) (江西'撞) !II 3 期. 1947. !II 
7 页。

@ 曹生(江西人民之所槽估计). (南昌) {经自甸刊)!II 7~量第 1 期. 1936. 

篝 3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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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以后，江西地方当局积极致力于手工业制品的改进

与推销，各类手工业状况大都有所改善。 这里仅略述瓷 、 夏布 、

纸三业。

在远业方面 1934 年冬"特设陶业管理局于景德镇，从事

整理改良，以图复兴资业;开办以来，即认定除弊兴利，双方并

迸办法，如取消窑禁 、 废除匣户宾主制，即铲除妨碍生产恶习之

第一步;设陶业人员养成所 、 工人训练班 、 试验所，即培养人

才 、 研究改良之预备基础" 。 "而研究改良，亦分途进展。" 到

1936 年 ， 江西瓷业产额"一跃为七八百万元" 比上年增长一倍

以上。① "考当时工人达 20 万人，间接参加者不在此数，瓷窑亦

达一百一二十座，隔镇数十里 ep望见窑烟 ， 漫布天空，蔚为大

观……景镇战前敛年之造业输出.....民二十五年后较民二十年已

达三倍余。 若无战事影响，其发展前途实未可限量。 " <%>

在夏布业方面:首先改进夏布质量，如改进漂白工艺，倡

导麻棉 、 麻丝混纺等 。 其次大力向外界推介江西夏布 。 1936 年

4 月 ，万载县夏布参加广东 、 湖南 、 湖北 、 江西特产联合展览

会和江西特产杭州展览会，受到大会奖励 。 1937 年 4 月，萍乡

县选送夏布、花果 、 瓷器等土特产参加全省土产展览，受到赞

誉，当年夏布产量即达 1000 匹以上。@ 全省夏布产销情况有所

好转。

在纸业方面:在全省各县调查各种手工纸生产情况，请有关

专家研究改进方法 ， 计划设立各个机器制纸厂，并办理小额贷款

以支持纸业生产。 纸业自 1934 年后，产值逐年增长。 据抗战胜

利前后编篡的吴宗慈 {江西通志稿》 记述 . 1934 年全省产纸县

① 4江西省一年来茸业主理进). (南昌 ) ( 工商通讯) 1111.第 9 期. 1937. 

第 7 - 10 页 。

@画幅 ， (景镇理业幢况) . ( 南昌 ) (经董事刊) 1947 年III • JIIl.第曰阳 89

JI. . 
~ <11田"织工业志上第 4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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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3 个，除或宁、安义等县未报统计数字外，其余 44 个县纸业

总产值为 494. 88 万余元; 1935 年增为 519. 4 万元; 1936 年增为

613.87 万元①。

日军人侵后.江西各类手工业均受沉重打击，其中以瓷业和

夏布业最为严重。 瓷器销路主要在省外 ， 日军虽未直接占领景德

锁，但其狂轰滥炸和严密封锁，使警部生产濒于绝境。"战时全

镶瓷窑减至二十余座，年产瓷器仅二三百万件。浙锁路阻断，销

路限于东南一隅.整个瓷业几陷停顿。 "<1l u 窑厂什九停工 ， 而旧

存之货亦无法输出 "qpo 夏布亦主要是销往外地以至朝鲜.自日

军制造七七事变特别是迸攻上海之后，销路顿然断绝。 夏布业濒

临倒闭，状况比瓷业更惨 。 直到 1945 年 8 月 10 日 〈江西民国日

报》报道夏布主产地之一的宜黄县时，仍说:宜黄的物产..鼎

鼎有名的是夏布，尤其是夏布漂白的功夫呱呱叫，对于布毫没有

损伤，出产区是在棠荫。 抗战以来，销路缩减，尤其是今年的夏

布商人，大叫其苦， 二千余之买进.现在只值千余元。"

在日军占领区，纸业也每况愈下。 1939 年 12 月 28 日{江

西民国日报}署名文章《赣北敌后之经济状况}记述 u竹子也

是长得满山遍野，过去山中常有小规模造纸厂，除供这一带应用

外，尚可运销他处，现在各纸厂大都停顿，仅瑞昌山中尚有数家

开工 ， 但规模极小又没有销路.如不加以投资改进 ， 恐即将全部

停顿。"以产纸为 主业的宜丰县. 1938 - 1948 年的近十年间，

"纸业几乎全部停顿，总计战时平均产量约二万担.行销外地者

半。 此与当年十六万担比较，相距何止天壤。 .. u 而宜丰经济亦

临于贫困崩解之绝境矣 。"甚至抗战胜利后，宜丰纸业仍因"元

① 《旺西省轻工业草上万革出陋扯， 1拥9 ，第 3< 页 .

@ 王41. ， (置'镇的量业租洞口 的纸业上 ( 南昌 ) (工商知识) lI! <害 lI! 2
期 . 1948. 第 22 页 .

(3) (战时的江西经醉)， ( 南昌 ) ( 江西统计月刊) lI! 1 tl lI! 12 期 ， 1938 ， 靡

73 ~ a 



日本侵略军对江西地)j工业的破坏 753 

气大丧"难以恢复。①日军占领区的其他手工业如土布、纺纱、

制泊、制糖、制米、烧炭等业状况，大致与纸业类似，都在日军

的残暴统治下奄奄一息。

综上所述，日军 1938 年 6 月开始的对江西的大规模入侵，

不但中断了江西近代工业的正常发展，而且以其极度的残暴，将

包括手工业在内的江西近代工业建设成果几乎全部摧毁，致使江

西近代工业建设历程必须从头开始。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

中国建立之初，江西工业几乎是一片白地 。 据抗战结束不久的

1946 年初，江西省政府统计处编印的{江西省抗战损失调查总

报告} 的不完全统计，以 1944 年 9 月物价计，全省工业直接损

失总数为法币 17091258 千元，间接损失总数为法币 47200611 千

元 。 两项合计为法币 64291869 千元。 而这还远不是较为完全的

统计!

(江西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① 胡直鹏， (宜字之纸业). ( 南昌 ) (经踵月刊) 1948 年lI! 6 期，第 117-11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