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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管理局典藏
《國軍檔案》與
抗日戰爭研究
許峰源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應用服務組研究員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下簡作

本局）典藏的國家檔案已逾 06公里長，刻
劃國家歷史記憶，並見證重要歷史的發展。

今（0005）年，適逢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
七十週年，各界紛紛關注抗日戰爭議題，而

本局所藏《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以下

簡作《國軍檔案》）特別引人注意，不僅國

內外學者申請利用該批資料進行學術研究，

相關單位亦調閱《國軍檔案》，擇選重要資

料、申請授權，舉辦各類展覽，深化民眾對

抗日戰爭的認知。

《國軍檔案》有關抗日戰爭的內容既豐

富又多元，除各方所關注中日在戰場上的交

鋒、大小戰役的親歷見聞、軍事損失的調查

紀錄、中國爭取國際的援助、國共雙方的

合作與衝突之外，尚有政府組織民防以備

戰、戰時後勤救援的機制、戰區疫疾的監控

防治、戰時各方消息的管控、以及其他各類

重要的資訊等，實可拓展對日抗戰的討論範

疇。下文，即針對這些面向予以介紹。

（一）中日戰場上的交鋒

0907年 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國
民政府為救亡圖存，極力對日本作戰，其

間歷經 00餘次的重要會戰，直至 0905年 8
月取得最終勝利。《國軍檔案》保存甚多

的會戰資料，舉如 0907年太原會戰、淞滬
會戰，0908年徐州會戰、武漢會戰，0909
年第一次長沙會戰、桂南會戰，0900年棗
宜會戰，0900年豫中會戰、上高會戰、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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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會戰，0900年滇緬路作戰、浙贛會戰、
鄂西會戰、常德會戰，0900年長衡會戰、
衡陽會戰、桂柳作戰，0905年豫西鄂北會
戰、湘西會戰等。這些檔案資料，記錄著中

日兩方軍隊短兵相接的緊張態勢，更保留了

國軍實際勘測、繪製的中日軍隊作戰經過要

圖，實為抗戰史研究之重要參考素材。

（二）大小戰役親歷見聞

歷史研究除運用官方檔案外，尚可兼採

時人日記、回憶錄等記述，透過多種資料

的對照，呈現精彩內容。《國軍檔案》保

留許多親歷戰場將領的日記與回憶錄，例

如〈梁氏兄弟捐贈抗戰名將戰史資料〉、

〈國軍抗日戰役作戰計劃彙編輯〉、〈空軍

第三大隊陣中日記〉、〈空軍第十二大隊陣

中日記〉、〈空軍轟炸總隊陣中日記〉，以

及〈空軍抗日作戰計劃案彙編〉等。透過這

些日記、回憶錄，可梳理國軍個人參戰的歷

程，亦可透過眾人對某場戰役的集體記憶，

建構戰爭的立體面，分析中日戰事的轉折。

（三）軍事損失調查紀錄

對日抗戰期間，日本陸軍進逼中國諸

省，空軍、海軍接連襲擊各地，重創中華民

國陸、海、空軍。究竟國軍損傷程度為何？

除了透過前揭時人日記、回憶錄略窺一二，

亦可從〈日機空襲各地損害情形〉、〈海軍

抗戰損失〉等掌握重要的訊息。例如，〈海

軍抗戰損失〉計有 00卷，舉凡艦艇遭到炮

擊、受魚雷轟炸損害、海軍人員犧牲等都有

詳實調查與數字紀錄。研究者可立基於此項

基礎，分析、比較中日兩方軍事設施之優

劣。

（四）中國爭取國際援助

對日抗戰爆發後，國軍退至四川堅守著

最後一道防線，國民政府亦只能孤軍奮戰等

待國際馳援。直至珍珠港事變爆發後，美國

加入抗日戰局，開始透過軍事援華，扶植

國軍對抗日軍勢力。其間，以美國空軍志

願隊助華抵抗日本，及其後續發展最受關

注。有興趣者，可參考〈外籍空軍志願隊參

加抗日戰史〉、〈同盟國空軍人員暫行勳獎

圖 0：0908至 0909年底蘇俄空軍作戰部隊組織表。
　   　 （資料來源／〈外籍空軍志願隊參加抗日戰

史〉，《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國家發展委

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0006/0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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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美自願軍歸建移交〉、〈美十四

航空隊在華戰果統計表〉等豐富紀錄。然

而，早在珍珠港事變前，蘇聯即已提供國

民政府各項軍事援助，〈外籍空軍志願隊

參加抗日戰史〉記錄蘇聯空軍助華抗日點滴

（圖 0）。（註0）另外，〈中蘇外交問題專

輯〉、〈俄國顧問提供教育訓練意見案〉，

有蘇聯派遣專家赴華協助訓練機師，以及整

建國軍的重要資料，由此足以證實當時中蘇

兩國之友好關係。這些資料，除了填補蘇聯

援華的歷史空白，亦可觀察軍事委員長蔣中

正（0887-0975）對蘇聯專家的態度及其監
控舉措。在這個基礎

之上，實可再與曾經

對華援助的德國軍事

顧問、美籍專家予以

比較，觀察蔣氏個人

對於德國顧問、蘇聯

專家、美國專家態度

之異同。

（五）國共從合作到

衝突

0907 年 7 月，
日軍急速進逼中國之

際，國共化干戈為玉

帛，共赴國難抵抗日

本。惟共軍改組問題

引發兩造爭議，爆發

新四軍事件，致使兩

黨從合作走向分裂，最後兵戎相見。《國軍

檔案》記錄國共兩黨從合作到衝突的走勢，

其中對於兩岸完全不同詮釋的新四軍事件

（中國大陸稱「皖南事變」），亦有〈陸軍

新編第四軍收編案〉、〈新四軍案〉、〈新

四軍叛變案〉等紀錄，可探尋事件來龍去

脈。耐人尋味的是，有關新四軍事件的起因

眾說紛紜，中國大陸學界將此歸咎於國民政

府未能按部就班改組共軍，導致新四軍群起

反抗。《國軍檔案》則直指該事件並非出於

新四軍之臨時策劃，而是中共高層既早的安

排（圖 0）。（註0）

圖 0：新四軍事件報告。
　   　 （資料來源／〈新四軍叛變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國家發

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0000/000.00/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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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政府組織民防備戰

當抗日戰爭的號角響起，中日兩方軍隊

在戰場交鋒、殺戮之際，國民政府為保障民

眾之生命財產安全，進而動員民間人力、物

力並予以適當編組，使其成為軍事化戰鬥組

織，以因應激烈戰事。值此之際，國民政府

構思如何建立民防組織，與設立民防部隊，

以共體時艱。透過〈民眾組訓辦法案〉、

〈民眾自衛團體組織職掌編制案〉，可掌握

民防組織的建立及其完善、民防部隊的設立

與重要規範、民眾備戰知識的宣導、民防優

秀人才的培育等，呈顯民防議題研究的可塑

性。

（七）戰時後勤救援機制

盧溝橋事變後，日本軍隊進逼中國諸

省，政府身陷泥淖，國軍傷亡慘重。翻閱

《國軍檔案》，從〈軍醫院裁併實施案〉、

〈國軍傷病官兵處置辦法彙編案〉、〈抗日

受傷官兵愈歸隊辦法〉、〈戰時醫院治癒

士兵出院處理規程〉、〈軍委會傷兵慰問組

組織職掌編制案〉，可得見政府訂定傷兵救

援、慰問等相關辦法，讓受傷士兵獲得充分

休養與慰勞，並於身體恢復之後繼續投入戰

場，保持國軍人力於不墜。除此之外，〈軍

政部青年女生看護訓練辦法〉，亦記錄為了

充實救援人力，軍政部招募、訓練女青年加

入救護團體，以及爭取外國衛生人員，投入

傷兵救援的行列（圖 0）。（註0）

（八）戰區疫疾監控防治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軍在華展開猛烈

攻擊，強取南京、上海等重要都市，並且頻

繁轟炸各省，甚至不惜違反國際規範，發動

化學戰、細菌戰。在〈敵機散播鼠疫菌防治

案〉裡，記錄福建、廣東、浙江、江西、湖

南、四川諸省鼠疫的流竄，以及日本軍機針

對浙江省鄞縣、衢縣、金華，與湖南省常德

散播鼠疫桿菌，造成鼠疫的流竄，以及各省

縣偕同軍方防治疫情的詳細情形。另外，

〈戰時疫情報告案〉計有 0卷，保留抗戰期
間中國各類傳染病的調查紀錄，可從中歸納

諸多疫疾的流變，而該案所夾藏的〈疫情旬

報〉，更是考察國軍對傳染病調查、各項疫

情掌握，以及疫疾防治的重要材料。

圖 0：外籍志願衛生人員服務證明書。
　   　 （資料來源／〈軍政部青年女生看護訓

練辦法〉，《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0008/800.0/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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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戰時各方消息管控

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向大眾宣傳對日抗

戰的意識，對於各項重要消息的管控，亦是

不遺餘力。〈倭寇播音記要案〉乃針對日本

在華發布的各項消息進行監控，予以妥適回

應，凝聚全國抗戰的氛圍。〈外籍記者訪問

延安案〉源於新四軍事件後，國外記者深入

延安內地訪問共軍；對此，國民政府嚴密監

控記者行蹤，以及加強有關延安消息的蒐

集，以茲應付。〈外僑管制案〉計有 0卷，
乃國民政府為避免歸國華僑返回居住地時，

不經意透露國軍的軍事布局，所進行的管制

作業。除此之外，為杜絕外僑將中國民間貧

窮的情形，透過資料與照片郵寄至國外逕行

報導，造成國際對華不良印象起見，遂頒訂

管制措施以進行防範。

（十）其他相關重要資訊

《國軍檔案》見證中日戰場的變化，其

所保留的相關資料，亦可延展至中國社會

史的研究。產業方面，如〈雲南紡織業概況

調查〉可供觀察抗戰期間雲南紡織業的發

展，以及產業技術的連結。經濟方面，透過

〈財政金融管制〉、〈幣制管制〉，可考察

國民政府對戰時金融、幣制管制始末，及其

如何平穩物價的動盪。交通方面，藉〈馬政

機構組織職掌編制〉、〈鐵道運輸機構組織

職掌〉可討論中日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致

力強化交通聯繫，形塑軍事交通網絡以為因

應。教育方面，〈陸海空軍官留學〉、〈獸

醫學校組織職掌編制〉可探索抗戰期間政府

對於各類軍事人才，以及特殊專業人力的培

育與訓練。

國家檔案乃珍貴的文化資產，見證國

家重要發展歷程，如實刻劃時代轉動的軌

跡。本局除了《國軍檔案》外，尚有《內政

部檔案》、《外交部檔案》、《教育部檔

案》等，可供研究抗日戰爭相關議題之參

考，歡迎各界透過國家檔案資訊網（https://
aa.archives.gov.tw）申請運用，一同探尋國
家寶藏，傳承抗日戰爭的歷史記憶。

【注釋】

 0. 有關對日抗戰期間，蘇聯與美國對華空軍的援
助，可參見檔案管理局應用服務組，〈晴空

決戰中的外籍空軍志願隊〉，《檔案樂活情

報》，第 06期（民國 98年 8月 07日），http://
www.archives.gov.tw/ALohas/ALohasColumn.
aspx?c=800#news0；馬有成，〈虎翔天際：鏖戰
藍天的 Flying Tiger〉，《檔案樂活情報》，第
69期（民國 000年 0月 08日），http://alohas.
archives.gov.tw/69/search.html。

 0. 可參見陳嘉浩，〈抗戰期間的新四軍事件〉，
《檔案樂活情報》，第 85期（民國 000年 7月
06日），http://alohas.archives.gov.tw/85/search.html。

 0. 可參見楊善堯，〈抗戰時期傷兵救護與管理〉，
《檔案樂活情報》，第 99期（民國 000年 9月 06
日），http://alohas.archives.gov.tw/99/search.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