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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通史的编纂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

会副会长  臧运祜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术界就开始了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在纪念抗战胜利 40周年之际，抗战史学术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各界的

重视。新中国成立 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 40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在抗战史领域取得了丰硕

的研究成果，为编纂一部能够代表和体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拳头作品打下了坚

实基础。为迎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笔者建议尽快启动编纂中国抗日战争通史的学

术工程。 

    取得丰硕研究成果 

    中国人民艰苦卓绝、历时 14 年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

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其学术研

究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国际意义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改革开放以来，抗日战争史研究逐

渐深入，加之受到日本自 1982 年修改历史教科书而不断掀起的历史问题的影响，中国抗战史研

究日益受到国家、社会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2015年 7月 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

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研究发表了重要讲话。同年 9月 3日，

举行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式，习近平同志发表了重要

讲话。2020年 9月 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周年座谈会上，

习近平同志又发表了重要讲话。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作为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一个新兴学科，

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和若干重大成果。 

    第一，专业学术团体和机构的成立，引领并推动了抗战史研究。1991年 9月，在九一八抗战

60 周年之际，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宣布成立，并创办了《抗日战争研究》杂志。30 多年来，该

学会组织和团结国内外专门从事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专家学者，有力推动了该学科的发展。近年来，

该学会又与我国台湾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纪念协会合作，共同主办了抗日战争研究与抗战精神传

承方面的五次学术研讨会，推动了海峡两岸关于抗日战争史的学术交流。《抗日战争研究》作为

专业性的学术期刊，在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方面发挥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最近十多年来，该刊

举办了十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推动和引领着国内外中青年学者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在

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的支持与资助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 2017 年

起，创办了“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面向海内外学界提供专业学术文献资料，

极大地方便了数字化时代学术研究的急需。2019年，近代史研究所设立了“抗日战争史研究室”。

作为专门的研究机构，该研究室已经在从事有关的学术研究。 

    第二，文献史料的编纂与出版，极大地便利了抗战史研究。史料是历史科学的生命力之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推进中国抗日战争研究，要“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中国抗日战

争史研究一直十分重视本学科文献史料的编纂与出版。其中，既有总体性的各种资料汇编，如中

国史学会 1997 年编纂的《抗日战争》资料汇编、中华书局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

汇编》、2015 年以后陆续出版的国家档案局组织编纂的《抗日战争档案汇编》等，还有“中国共

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抗日战争史料丛编”“中国抗日战争史料

丛刊”“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等，又有琳琅满目的各种专题抗战史资料。迄今的文献

资料可谓汗牛充栋，极大地便利了学界的抗战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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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各种丛书和专题著作展现了抗战史研究的累累硕果。20世纪 90年代，王桧林主编“抗

日战争史丛书”近 50册，刘大年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近 20册。21世纪初，中国社会科

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主编“中日历史研究丛书文库”近 50册。2019年，步平、王建朗总编《中

国抗日战争史》八卷本。202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张宪文、朱庆葆主编“抗日战争专题

研究”丛书，计划出版 100册。在这些大型丛书之外，还有大量的个人著作不断问世。作为学术

研究成果的结晶，中国抗战史领域各种丛书与专著的出版极大地丰富了相关领域和问题的学术研

究。 

    第四，部分通史著作的问世，代表了中国学者的宏观思考与努力。1994—1995年，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撰写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三卷本，2005年解放军出版社再版。

1995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2015年再版。2005年，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宪文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2017 年化学工业出版社再版四卷本。

2011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中国抗日战争史》。作为

集体研究的成果，以上通史性著作均较为系统、完整地论述了中国人民 14 年抗日战争的历史进

程，并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反映了中国学界的宏观思考。 

    相关研究有待深化 

    2015年 7月 30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研究，党史部门、

军史部门、高等院校、社科研究机构等单位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宣传文化部门

和社会各界也做了很大努力。同时，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

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这一重要讲话为我们在新时代继续深入推进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指明了方向。 

    就笔者有限的眼界和浅薄的所思，我国目前的抗战史研究，除了需要继续加强国家与社会层

面的高度重视之外，在学术上仍然存在一些有待深化之处。 

    一是国内文献史料的刊布虽有巨大进步，但是文献的专业整理与学术解析较为欠缺和薄弱，

甚至存在重复刊布、资源浪费的现象。随着抗日战争的历史越来越远，若干当事人的资料也亟须

抢救与补充。中国抗日战争是国际性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对海外文献资料

的挖掘和利用目前仍然是我国学界的一大短板，需要继续加强。 

    二是虽然迄今已有并将继续会有大量学术专著不断问世，但是总体而言，宏大叙事层面的整

体式著作亦即“拳头作品”仍然较为缺乏。这不但难以满足中国学术界所需，而且在构建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方面任重道远。因此，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

历史研究院已经启动的《（新编）中国通史》的经验，笔者建议尽快启动编纂中国抗日战争通史

的学术工程。 

    编纂抗战通史正当其时 

    抗日战争史研究虽然是中国近代史领域一个后来居上的新学科，但是经过学界近 40 年的努

力，如今已过“而立”进入“不惑”之年。如何在各位前辈学者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乃至百年之际，产出代表和体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

的中国抗日战争通史，应是当代中国学人的责任和义务。 

    首先，在如上所述的几部抗战史通史性著作中，中国学者已经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其次，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问世的中国近代通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中华民国史等著作，已

经提供了很好的编纂经验。再次，大量的专题研究著作为抗战通史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复次，

在全球化、数字化时代，海量文献的获取手段及海内外丰富资源的不断涌现，无疑将为中国抗战

史研究和编纂提供极大的便利。最后，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一代代中青年学者的涌现与成长更

是中国抗战史学科的人才基础和后备力量。 

    中国历史研究院于 2020 年 6 月启动的《（新编）中国通史》，是党中央决定启动的国家级重

大学术工程，采用断代史与专门史相结合的编纂体例。有鉴于此，中国抗日战争通史也可以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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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的年代史与横向的专题史相结合的体例，动员国内外专家学者，在 10—15 年乃至更长时间

里，编纂一套能够体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大型著作。 

    在“年代史”方面，我们可以在中国人民近百年反侵略斗争过程中、在世界性反帝反殖斗争

与反法西斯战争的过程中，揭露日本 70多年侵华史，重点展现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 14年抗日战

争历程，特别是要着重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要从总体上把握局部抗战和全国性抗

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等重大关系。我们不仅要研究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 8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 14年抗战的历史，14年要贯通

下来统一研究”。 

    具体而言，应当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一个整体历史过程，进行战前、战中、战后的全过

程和多方位研究，其数量至少可有十几卷本。比如，在“战前”部分，可以包括近代以来日本军

国主义侵华战争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日本大陆政策的演进与“田中奏折”的出台、日本帝国

主义阴谋策划侵占东北与发动九一八事变等；在“战中”部分，可分为局部抗战与全面抗战两个

历史阶段，纵向地全面叙述战争进程，还可分别按照不同年代或者按照战争准备与战略进攻、战

略相持、战略反攻等战争进程进行论述；在“战后”部分，应该论述战争遗留问题与中日关系的

曲折发展、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围绕历史研究问题的斗争、中国人民纪念抗战与发扬抗战精神等

重要问题。 

    在“专题史”方面，我们可以在既有的大量专题研究著作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根据新时代抗

战历史研究的学术需要，继续加以深入和补充。要以编撰学术精品为原则，选择和组织一系列能

够回答与解决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上重要和重大问题的著作，分工或合作进行个人与集体的研究和

撰写。具体内容可以参考张宪文近期主编的“抗日战争专题研究”百卷本系列（目前出版的系列

专著已有：第一辑“日本侵略者研究”、第四辑“沦陷区和伪政权”、第五辑“战时政治与对外关

系”、第六辑“战时经济与社会”、第七辑“战时文化教育”、第八辑“战时人物研究”、第九辑“日

本侵占东南亚”、第十辑“日军暴行与审判”），分别进行考虑和组织选题，其数量至少可有几十

卷本。 

    总之，我们要通过中国抗日战争通史的编纂，实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提出的“着力研

究和深入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

位、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等重大问题”目标要求，为构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贡献史学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