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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館「中國抗
日戰爭史新編」
編撰計畫簡介
──新格局、新
議題、新觀點、
新詮釋
許瑞浩 國史館修纂處副處長

抗戰史一直是中國現代史研究的重點，

認為抗戰重要，眾議咸同，至於為何重要？

如何重要？則言人人殊，眾說紛紜。抗戰勝

利距今（0005）正好七十年，已有足夠的時

間縱深進行歷史反思，又由於近年來史料大

量開放、學術研究充分自由，研究成果日益

豐碩，因此重新檢視抗戰的歷史意義、重寫

抗戰史，成為學界共識。在此背景下，國史

館、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中國社會

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不約而同都有大規模

的抗戰史編撰計畫。這是相當難得的契機，

一方面可讓國內學者互相交流合作，共同建

構一個較為全面而整體的抗戰史論述與詮

釋，另一方面也可創造國際學界比較和對話

的空間，期使抗戰史研究更趨深廣多元，也

更為國際化。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主

編也是國史館館長呂芳上的統籌規畫下，編

撰計畫具有幾項特色，下文提出分享，希望

有助於進一步的交流。

一、新格局、新方向

臺灣有關抗戰史的研究起步甚早，而

且一直是民國史的研究重點，專書、論文

不斷湧現，大部頭的論著和資料集有吳相

湘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0000-04年出

版）、秦孝儀主編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

編──對日抗戰時期》（0000年出版），

以及國防部陸續編印的幾套國軍戰史等，國

外如美、歐、日本及大陸雖也迭見相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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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但迄今似未出現世所公認較為全面且不

具意識形態的抗戰史論著。有鑒於此，國史

館館長呂芳上在 0000年起開始推動「中國

抗日戰爭史新編」編撰計畫，結合五十多位

國內現代史學者及國史館同仁，擬於三年內

完成一部學術專著。

取名「新編」，是希望突破舊有的思維

窠臼、解釋框架以及所有禁忌和限制，而有

新的立論格局和新的撰述方向。新格局應該

擺脫狹隘的民族主義本位、國共鬥爭立場及

道德史觀，改從客觀性及寬容性較高的國際

角度加以研討；新方向則應超越傳統的軍事

史、政治史、外交史的論述模式，而擴及社

會、文化等層面。並在新開放史料和新研究

成果的基礎上，提出新議題、開拓新領域、

建構新觀點、做出新詮釋，寫成一部具有

新意的抗戰史。呂芳上館長期許：「這是一

部以『人』為主體的抗日戰爭史，擴及到國

家、民族時，留意對中國走向『近代國家』

的影響，同時要以世界史的角度觀察東亞戰

局、中國戰場。這是一部揚棄革命史觀、不

具指導思想、沒有『禁區』，超越黨派格局

的學術論述」。

二、新史料、新成果

「新編」撰寫時大量參考國內外的檔案

資料和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充分應用新開

放的史料如國史館典藏的蔣中正檔案、陳誠

檔案、軍統局檔案（戴笠史料），胡佛研究

所檔案館藏「蔣中正日記」，以及以往較為

罕見或不曾用過的新發掘的關鍵史料等。

此外也多方利用個人資料（包括日記、回

憶錄、年譜、傳記等）、庶民資料、地方資

料、統計資料等，使「新編」所述更加完

整、貼近真實，也更具「人性」。

新、舊論著的相互參考比較，中、外文

資料的交叉印證對照，可以避免片面證據或

單方說法的致謬風險。例如除了比對國、共

兩黨本身的紀錄，也可參考日方資料，印證

國、共雙方對抗戰的參與和影響；比對中央

／官方與地方／個人的資料，還原戰時社會

的真貌，並可辨別國家（政府）和個人（庶

民）對戰爭看法的異同；比對中、日等各方

對作戰經過的描述及傷亡損失的統計等；比

對各國檔案，分析中、美、英、蘇各國對中

國戰場的規畫與外交事務的運作等。

三、新議題、新領域

「新編」分《和戰抉擇》、《軍事作

戰》、《全民抗戰》、《戰時社會》、《對

外關係》、《戰後中國》六冊，是以較為

全面的範疇與整體的視角來論述抗日戰爭

（0000-0045）。撰寫大綱係由撰稿群經過

多次會議反覆討論決定的。不同於傳統的八

年抗戰史研究，敘述範圍擴大、時間延長，

由九一八事變談起，說明從局部對抗走向全

面戰爭乃至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合流的原因

和經過，另外還延伸討論抗戰對戰後國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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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與國際情勢發展的影響；不僅敘述軍事作

戰（包括戰略演變、戰力整備，以及重要戰

役的經過），還兼論（0）戰時的各項建設

與全民動員（包括國家體制的建立、從訓政

到憲政的發展、國共關係的演變，以及地方

實力派、少數民族、華僑、宗教團體等與抗

戰的關係）；（0）戰時社會的變遷（包括

遷徙與逃難、災難與救濟、婚姻與家庭、財

政與經濟、教育與學術、思想與文化、媒體

與宣傳，以及附日政權與淪陷區的狀況）；

（0）戰時的對外關係（包括對美、英、

蘇、德、日的關係，以及參與同盟作戰、創

建聯合國等國際事務）；（4）戰後的發展

與戰爭的影響（包括受降與遣俘、接收與復

員、經濟和民生問題、國共和戰、損害的調

查與索償、懲治漢奸、審判戰犯、戰爭記憶

與文學、教科書問題、慰安婦問題、臺灣參

與抗戰及戰後歸還、中日和約），等等。

（詳見文末所附大綱）

從上面所述的主要內容可知，已開發許

多新的主題和領域，例如：家庭、婦女、少

數民族、華僑、宗教團體、漢奸、戰犯、慰

安婦、戰爭文學和教科書問題等，另外還有

對情報戰、游擊戰等特殊作戰方式的探討，

以及對淪陷區與大後方的敘述等，這些都是

以往較少被論及的。

四、新觀點、新詮釋

「新編」跳脫民族史觀、內戰史觀及道

德史觀，採取新的角度和新的觀點提出新的

解釋，不但嘗試以自下而上的庶民觀點來看

抗戰，同時也用從上而下的世界史視角來考

察中國戰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戰後的國

際角色與歷史定位，彰顯抗戰影響不僅止於

國內，還對亞洲乃至世界產生重大影響，如

幫助朝鮮、越南、緬甸、印度等國的獨立，

以及參與戰後國際秩序的重整與建立、促進

國際關係的快速變遷。另外，也試著釐清抗

戰時期國民黨、共產黨、附日政權、地方勢

力以及他們所控制地區的多角關係與力量

消長，還原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歷史真

相，澄清抗戰領導權爭議等，凡此皆有助於

導正以往一些積非成是或曖昧不明的看法，

並進一步做出新的歷史詮釋。

由於基礎資料的不足及相關研究的未臻

成熟，也囿於撰寫計畫的時限和篇幅，當然

還有很多重要面向未及納入「新編」範疇或

未予深入討論，例如：戰爭與現代性、戰時

的大後方、戰時的區域研究、戰時的人物類

群、戰後國共與美蘇等國的關係、戰後的去

戰爭化等議題，都值得進一步研究。

「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想要呈現的不

是一部單純敘述戰爭的歷史，而抗日戰爭也

不是一場已經走入歷史的戰爭，而是關係中

華民國當時國家存亡、形塑後來國家發展，

影響現今國際局勢的決定性戰爭。只要抗戰

的影響猶存，就會被不斷的研究和討論，抗

戰史也會不時的被重新撰寫。「新編」不求

歷久彌新，但期望成為過去歷史的見證，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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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大陸、日本及西方學界對話和交流的平臺，以及未來更多新研究、新著作的踏腳石。

「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大綱

總序 主編　呂芳上

第一編　和戰抉擇

第一章　總論：應變國難三大方針 蔣永敬

第二章　從「文武裝備」到「武力掠奪」──九一八事變始末 黃自進

第三章　敵乎？友乎？──國民政府對中日危機的因應 李君山

第四章　國民政府的備戰 劉維開

第五章　輿論救亡之和戰抉擇 周美華

第六章　盧溝橋事變與戰爭的爆發 蕭李居

第二編　軍事作戰

第一章　總論 張　力

第二章　抗戰戰略的變遷 傅應川

第三章　國軍成員素質與戰力分析 張瑞德

第四章　情報與後勤 王立本

第五章　初期重要戰役
何智霖
蘇聖雄

第六章　中期重要戰役
何智霖

蘇聖雄

第七章　後期重要戰役
何智霖
蘇聖雄

第八章　空軍、海軍作戰 張　力

第九章　國軍的游擊作戰 張世瑛

第三編　全民抗戰

第一章　總論 李雲漢

第二章　國民政府與戰時國家體制的建立　 王良卿

第三章　從訓政到憲政 劉維開

第四章　抗日戰爭中的國共關係 陳永發

第五章　戰時的地方實力派 楊維真

第六章　少數民族與抗戰 吳啟訥

第七章　華僑與抗戰 李盈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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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宗教團體與抗戰

　　第一節　佛教與抗戰

　　第二節　基督教會與抗戰

　　第三節　中國天主教與抗戰

　　第四節　回教與抗戰

侯坤宏

王成勉

陳方中

張中復

第四編　戰時社會

第一章　總論 胡平生

第二章　戰時的社會變遷

　　第一節　戰時的人民遷徙

　　第二節　戰時的災難

　　第三節　戰時的救濟

　　第四節　戰時的婚姻與家庭

蔡盛琦

陳世局

許秀孟

柯惠鈴

第三章　戰時的財政經濟 林美莉

第四章　戰時的教育 陳世局

第五章　戰時的思想與文化

　　第一節　戰時的知識分子與學術發展

　　第二節　戰時的文藝發展

　　第三節　戰時的媒體與宣傳

黃克武

趙席敻

蔡盛琦

高郁雅

第六章　戰時的淪陷區

　　第一節　日本的新政策

　　第二節　附日政權

　　第三節　汪政權的登場與落幕

　　第四節　附日政權軍隊的興衰

　　第五節　淪陷區的社會與生活

蕭李居

許育銘

邵銘煌

劉熙明

許育銘

第五編　對外關係

第一章　總論：抗戰時期的外交困境和機會 齊錫生

第二章　對美關係 吳翎君

第三章　對英關係 林孝庭

第四章　對蘇關係 陳立文

第五章　對德關係 周惠民

第六章　對日關係 傅琪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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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同盟作戰 林孝庭

第八章　邁向亞洲大國 廖文碩

第九章　聯合國的創建 李朝津

第六編　戰後中國

第一章　總論 張玉法

第二章　戰爭的延續

　　第一節　受降、遣俘與接收

　　第二節　戰後的復員

　　第三節　戰爭的衝擊──經濟及民生的問題

　　第四節　國共和戰

林桶法

林桶法

卓遵宏

牟立邦

吳淑鳳

第三章　戰爭的傷痕與記憶

　　第一節　漢奸的懲治

　　第二節　戰犯的審判

　　第三節　戰時被殖民政府動員的臺灣慰安婦

　　第四節　戰爭的記憶

　　第五節　戰爭的歷史認知與爭議（一）──中國教科書問題

　　第六節　戰爭的歷史認知與爭議（二）──日本教科書問題

羅久蓉

藍適齊

朱德蘭

楊維真

張世瑛

黃自進

第四章　戰爭的終結

　　第一節　戰爭損害的調查與索償

　　第二節　戰爭結束前後的臺灣

　　第三節　戰後海外臺灣人的集中與遣返

　　第四節　戰爭、和約與臺灣

吳淑鳳

王政文

藍適齊

林滿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