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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抗日戰爭是一個關係當時國家

存亡、形塑後來國家發展，影響現今國際

局勢的決定性戰爭。首先，就戰爭規模而

言，在中國歷史上的戰爭，不曾有過如此人

力物力龐大的全國性總動員，而戰爭地域

的遼闊、戰爭時間的久長、戰爭傷亡與損失

的慘重，都是前所未見的。其次，就戰爭性

質而言，是攸關國家存亡的國際戰爭，總結

了鴉片戰爭以來近百年中國救亡圖存、保全

國家領土、爭取民族獨立自主的反侵略戰

爭。復次，就戰力比較而言，日本是現代化

強國，有能力進行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的現

代戰爭，而中華民國卻是以傳統陸軍武力為

主，雙方有形戰力懸殊；因此無形戰力至關

緊要，包括精神與決心的比拼、政治和外交

的運作等，都發揮了關鍵作用。最後，就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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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結果而言，中華民國原本毫無勝算，被預

料會在短期內戰敗，卻能苦撐待變持續長期

抗戰，終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合流，獲得最後

勝利，躋身世界四強，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

國，並規劃戰後秩序、參與國際事務，奠定

大國地位，國家氣勢和民族自信均大幅提

升；但在另一方面，由於戰後國際局勢丕

變，蘇聯轉為積極支持中共，美國對中華民

國政府的態度卻日趨消極，再加上國內政經

情勢混亂，接收與復員不當，中共勢力逐漸

壯大，致使政府力量窘困，國共內戰旋起，

終導致兩岸分裂對峙，這也是抗戰帶來的苦

果，其影響綿延至今。抗戰歷史，值得紀

念，亦殊堪鑑戒。

今年適逢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國史館特

別出版抗戰叢書，包括學術專著《中國抗日

戰爭史新編》六冊、抗戰名將日記《陳誠先

生日記》三冊、《胡宗南先生日記》二冊、

《吉星文先生日記》二冊、《中華民國抗日

戰爭史料彙編──中國遠征軍》一冊。本文

旨在介紹《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

《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是結合了五十

多位國內現代史學者及國史館同仁，共同編

撰的集體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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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格局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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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向則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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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共六冊，分別

為《和戰抉擇》、《軍事作戰》、《全民抗

戰》、《戰時社會》、《對外關係》、《戰

後中國》，以較為全面的範疇與整體的視角

來論述抗日戰爭。以下分別概述各冊主要內

容。

一、《和戰抉擇》

不同於傳統的八年抗戰史研究，本書由

1931年九一八事變談起，嘗試分析戰爭爆

發的遠因，以及從局部對抗走向全面戰爭的

經過。首先從「文武裝備」到「武力掠奪」

的觀點解釋作為戰爭的遠因的九一八事變，

其次敘述國民政府對中日危機的因應及積

極備戰，分析輿論對和戰的意見與抉擇，最

後討論盧溝橋事變與全面戰爭的展開。本書

的總論指出，當時中華民國政府應變國難的

三大方針為「對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對內：團結禦侮，安內攘外；對外：國際路

線，公理戰勝」。本書的一大特色為充分利

用相關檔案，特別是日文資料，比對中日雙

方的觀點與作為。

二、《軍事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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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綜述戰前的建軍與備戰和戰時軍力

的調整與補充，其次討論抗戰戰略的演變，

分析國軍成員素質、戰力、情報與後勤等，

並分初期、中期與後期來敘述歷次重要戰役

的經過與影響，以及空軍、海軍作戰和游擊

作戰。不同於先前著作，本書深入探討正面

戰場和敵後戰場的歷史真相、開發國軍素質

與戰力分析等新議題，並觸及情報戰、游擊

戰等非傳統戰爭史的領域。

三、《全民抗戰》

對日抗戰是從政府到民間、從中央到地

方、從國內到海外，全體總動員的持久總體

戰。本書即從各個層面論述戰時的全民動員

與各項發展，包括戰時國家體制的建立、從

訓政到憲政的政策發展、國共關係的演變，

以及地方實力派、少數民族、華僑、宗教團

體（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等與抗

戰的關係。另亦嘗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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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戰時社會》

本書突破傳統軍事史、政治史、外交史

的論述模式，擴及社會、文化等層面，成為

一部以「人」為主體的抗戰史。本書詳論戰

爭對社會的影響，以及社會對戰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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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與宣傳等。另外也關

注以往較少被記述的附日政權與淪陷區的

狀況，例如探討日本尋找分治中國「戰爭合

作者」的新策略、附日政權軍隊，及淪陷區

的社會與生活。

五、《對外關係》

外交不啻是另一個重要的戰場，同時也

是至關緊要的無形戰力。中華民國政府在外

交方面的努力，不僅取得國際盟友在政治、

經濟和軍事上的援助，幫助抗戰及第二次世

界大戰勝利，也使國際地位大幅提升，更是

影響戰後的國內政情與國際局勢。本書內容

包括戰時對美、英、蘇、德、日的關係，以

及參與同盟作戰、邁向亞洲大國、創建聯合

國。本書大量參考國內和美、歐、日、大陸

等國外資料和研究成果，比對各國檔案，分

析中、美、英、蘇等國對中國戰場的規畫與

外交事務的運作，並以世界史視角來考察中

國戰場在二戰及戰後的國際角色與歷史定

位，彰顯抗戰的影響不僅止於國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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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戰後中國》

抗戰的影響綿延至今，尤其在戰後初期



國
史
研
究
通
訊

第
八
期

2
2
2

造成中國內部天翻地覆的巨變，國共勢力的

消長既受國際關係變遷的影響，同時也加速

世界局勢的物換星移，亦即本書總論提到的

戰後中國的新局與困局。本書的範疇廣博，

包括受降與遣俘、接收與復員、損害的調查

與索償、經濟和民生問題、國共和戰、漢奸

的懲治、戰犯的審判、慰安婦問題、戰爭

記憶與文學、教科書問題、戰爭結束前後的

臺灣及海外臺灣人的集中與遣返、中日和約

等。其中許多議題是在通論性的專著中較為

罕見的。

總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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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

仍有許多國家和個人受其影響，也因此抗戰

史會被不斷的研究討論、重新撰寫。《中國

抗日戰爭史新編》不求歷久彌新，但冀盼能

成為，過去歷史的紀錄與時代的見證、現在

與國內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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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