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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问题】

中国抗战研究若干问题的再思考

黄革新
,

李 听

( 长安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

陕西 西安 7 1 0 0 6 4)

摘 要 : 以往论者较 多关注侵华 日军师团在 中国战场 上数量逐年增长幅度的 大小
,

以及在各大战场

上的 分布比例
,

但在现代战争 中真正起作用 的是军队的 实际战斗力
,

把侵华 日军量的增长 同质的 下

降两者结合起来考查
,

更有利 于全面认识 中国抗战的贡献
,

在抗 日战争的研究
、

宣传 以及扩大对外

部世界的 影响 力方 面
,

中国的影视文化界同样 负有重要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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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一国军事实力的强弱
,

军队的数量只是评

估因素之一
,

在现代战争中真正起作用 的是军队的

实际战斗力
,

经过严格训练高素质的指挥员与兵员

在总兵力中所 占据的比例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第一要

素
。

把侵华 日军量的增长同质的下降两者结合起来

考查
,

有利于更全面地认识 中国抗战的贡献
。

二 战

结束至今虽已有半个多世纪
,

但法西斯 与反法西斯

的斗争在特殊的思想文化领域中从未停止过
。

对此

中国的影视文化界应当予 以高度重视
,

充分利用 现

代传媒手段发挥影响力作出自己的贡献
。

一
、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日军

战斗力 已有明显下降

1 9 4 1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

次年 2 月 23 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他著名的
“

炉边谈话
”
中强调 指

出
:

中国
“

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
,

顶住了日本的进攻
,

歼灭了几十万日本军人
,

消耗了大量的 日本军需
” ,

“

必须帮助中国进行现在的卓越抵抗—
因为这是

最后打败 日本的一个重要因素
” 。

川 从罗斯福对 中国

抗战 5 年来成就的高度评价看
,

以下两个间题可引

起我们的注意
:

第一
、 “
顶住了日本的进攻

”
的实际价

值何在 ? 第二
、

日军损失的兵员是否及时得到了 补

充
,

已补充兵员的实际作战能力如何 ? 以往论者更

多关注的是 日本陆军师团总数逐年增长幅度的大小

以及在各大战场上的分布比例
,

并用较详尽的数据

列举出了从 1 9 3 7 年到 1 9 4 5 年间
,

日军总兵力从 17

个师团增加到了 1 68 个师团
,

阁 准备本 土决战时陆

海空三军总兵力 达 70 0 万人 以上
,

等等
。

对数量的

增长予以重视这固然不错
,

但数量并不等同于质量
,

在战争中军队的质量更为重要
。

对于上述问题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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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中国抗战研究若干 问题的再思考

认为
:

第一
、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军民主要是靠 自

己力量在独抗强敌 ;
第二

、

在 日军战斗力最强大之时

中国没有被侵略者所征服
,

此点最为关键
;第三

、

迫

使 日军停止战略进攻
,

抗战转人到相持阶段
; 第四

、

日军精锐在中国战场被大量消耗 (七七事变前 日军

伤亡 17
、

2 万人
,

此后到 1 9 3 8 年 10 月 日军又被歼灭

44
.

7 万余人 )
。

以上几点不仅是理解中国抗战所作

贡献实际意义之所在
,

而且也是促使 日军战斗力由

高峰开始下降的转折点
。

日军在战争中兵员人数的

损失虽然也得到了补充
,

但 由于客观条件制约
,

为发

动战争而经过长期准备的高素质兵员的损失却很难

在短期内弥补上
,

甚至是无法弥补的
。

正如毛泽东

在 19 3 8年 10 月所说
:

15 个月战争 中敌军锐气 日

减
, “

敌人原有的军力与经济力
,

是大大消耗 了
” , “

这

个消耗在 日本历史上是空前的
” ,

这种消耗
“
不但不

能取偿旧的
,

而且还须支付新的
” 。

川 由于 19 3 7 年以

来中国军民的长期艰苦奋 战
,

庞大的战力消耗使 日

军的老兵员与各级指挥 官 因伤亡 而不断减少
,

到

19 4 1年前后 日军的
“

老兵所剩无几
,

只有现役兵和

年青的补充兵
” ,

叫缺乏训练和装备的新兵员大量补

充
,

导致 日军总体战斗力明显下降
。

关于 日军战斗

力未能随着量的增长而提高
,

反而逐年下降的问题
,

日酋冈村宁次对中国派遣军王牌 月 军 曾作过如下

的评价
: “

其前线兵团中最精锐部队当属第一线第十

一军的第三师团及第十三师团
。

重要战斗常以该两

师团为骨干担任主攻
,

—
我原为第十一军首任 司

令宫
,

当时该军除第三
、

第十三两师团外
,

第六
、

第

九
、

第十四
、

第二十一各师团亦皆精锐 王牌军
。

但

是
,

此次再度赴任汉 口
,

即使第三
、

第十三师团亦再

无钢筋铁骨之威
,

其他兵团的装备
、

战斗力等均较前

明显降低
。 ’

心〕再拿公认的精锐部队关东军来说
,

由

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军一线兵力 日益吃紧
,

驻扎

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主力以及半数 以上作战物资开始

被陆续抽调到其它战场上
,

到 1 9 4 4 年底关东军已经

没有一个受过高度训练有作战经验的师团了
。

新补

充兵员的来源是
“

经过彻底搜罗伪满的 日人人伍
,

才

拼凑成了 24 个师团和 9 个混成旅团
,

约 75 万人
” 。

如果把经补充后的关东军战斗力换算成其过去的常

备师
,

实际战斗力仅为原来的 8 个师团
,

下降了三分

之二
。

此时的关东军不仅装备严重不足
,

对新兵进

行正规有效的作战训练也难以进行
,

据有关资料记

载
: “
关东军的兵员又膨胀起来

。

可是
,

这些部队的

实际战斗力怎样 呢 ? 即便是最老的师
,

也只有昭和

19 年 ( 1 9 4 4 年 ) 5 月编成的第 10 7 师
。

其他都是在

那以后新建的兵团
。

编制
、

素质
、

装备都很差
,

训练

也不够
。

人员勉强补充够 了
,

但武器很缺
” 。

川 精锐

部队关东军的实力下降了 2 3/
,

已经是徒有虚名
,

其

它在战争的中后期新增师团战斗力也 就可想而知

了
。

另以 日军对武器总需求量的比例来说
,

就当时

已有武器数量与新增部队兵员的需求量相比
,

步枪

只有所需数量的 50 %
,

轻机枪为 23 %
,

步兵用火炮

为 28 %
,

反坦克炮为 74 %
,

野
、

山炮为 75 %
,

闭 武器

装备缺 口 大也是使 日军战斗 力下降 的重要因素
。

“

战争后期补充到中国战场的士兵中
,

据说有的穿着

草鞋
、

扛着木枪
,

引起了中国民众的讥笑
。

曾经以服

装整齐化一而 自豪 的 日本陆军
,

此时从里到外成了

地地道道的乌合之众
。 ”
困

“

两军相对强者胜
” 。

在敌后战场上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人 民武装数量虽然不大 ( 1 9 3 8 年 10 月仅

10 余万人
,

到 1 94 0 年底增至 50 万人左右 )
,

而且装

备很差
,

但却有着顽强斗志
,

拥有极强战斗力
,

逐渐

发展成为坚持抗战的中流砒柱
,

侵略者对此也深有

体会
。

据前 日军华北方 面军 司令部参谋壕本政登

说
: “

中共八路军对 日本军进行的战争
,

是一场任何

条令都未写过
、

也从未体验过的特殊战争
。 ” “

他们擅

长于夜间和山地进行远距离机动
,

因而 日军常常处

于内线被包围的境地
。 ” “

他们受过训练
,

其体力和脚

力高我一筹
” , “

同样的时间日军只能爬过一座山
,

八

路军能爬过三座 山
。 ” `

旧 军在千百次大小围剿作战

中基本上没有给中共军队 以重大打击
。

与此相反
,

在围剿中 日军司令部
、

小部队和后方部队遭到毁灭

性打击的事例却不胜枚举
。 ”
川 需要指 出的是

,

抗战

初期正面战场上 中国军队 以老兵居多
,

包括许 多由

后方部队中抽调到前线受过训练的老兵
,

尽管在武

器装备
、

训练程度及军官指挥能力等方面逊于 日军
,

但部队士气旺盛
、

战斗力强
,

在徐州
、

武汉会战中顽

强战斗曾给 日军以出乎意料的沉重打击
。

19 4 0 年

以后 日军无论武器装备还是战斗素质都 已 日渐下

降
,

在正面战场有很长一段时间兵力仅 30 余万
,

甚

至连制空权也已逐渐转移到中国军队手 中
。

而此时

正面战场中国军 队约达 3 00 万
,

但 由于国民党 当局

消极避战保存实力的战略指导思想以及军队的实际

战斗力下降等因素
,

丧失 了抓住有利形势实施局部

反攻的良机
。

在 1 9 4 1 年 10 月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



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 0 0 4年

上蒋介石无奈地批评部下说
:“

这样疲惫衰竭 的敌

人
,

我们为什么还不能消灭他
,

让他来去 自如呢 ? 这

就是因为我们的军队实在太无用
、

太怯懦… …不如

从前
。 ”

一般来说
,

战斗力 由软
、

硬战力两部分所构成
,

军队战斗力的强弱首先取决 于其软战力
。

软战力主

要为军事思想
、

组织
、

训练
、

教育
、

士气等
,

硬战力主

要为人力资源
、

武器装备和后勤保障
。

软战力强一

方面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数量和装备等的不足
,

但

另一方面也受物质资源等硬战力的制 约 (八路军如

有过硬装备则战斗力会成倍增长 ) ; 反之亦然
,

如太

平洋战场上美军主要是依靠其强大硬战力弥补了软

战力的相对不足
。

在现代战争中能否保持军队有持

续的强大战斗力
,

除物质因素外
,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交战双方战略预备 队的准备状况 (素质和数量 )
,

否

则初始战斗力再强也将无济于事
,

日
、

德法西斯的先

胜后败从军事角度看原因即在于此
。

二
、

二战结束至今法西斯与反法西斯

的斗争仍在银幕上继续较量

目前国内抗战学术研究总的来看深度和广度都

在不断地拓展
,

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也 日渐广泛
,

多年

来己有不少高水平成果 问世
,

然而 中国抗战的成就

至今仍然缺乏其应有的影响力
,

同中华 民族付出了

巨大牺牲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大贡献的地位

很不相称
,

这个 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

笔者认为
,

对 中

国抗战问题的关注不应只是学术界的事
,

在 向公众

普及有关抗战史知识
、

认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巨大

危害
、

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
、

扩大 中国抗战所作贡献在

国际上的影响力
、

保卫世界和平成果等方面
,

影视文

化界同样负有义不容辞的政治和社会责任
。

而且优

秀影视文艺作品在对人们思想观念上所能产生的影

响以及震撼性效果
,

往往是专业领域 的学术研究难

以做到的
.

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够相得益彰
。

众所周知
,

美 国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国家
,

但多

年来在美国有关二战的题材一直是影视拍摄的重点

内容之一
。

尤其是近年来这方面的影视作品又新作

迭出
,

如 《辛得勒 的名单 》
、

《雷霆救兵 》
、

《珍珠 港 》
、

《 U
一

5 7 1》
、

《兄弟 连 》等
,

都作 为大片 在 中国上映 过

(有的还获奥斯卡大奖 )
。

不仅影片的艺术价值获得

肯定
,

而且在宣传美国在反法西斯战争 中所作贡献
、

扩大其全球影响力方面发挥 出了突出作用
。

到 目前

为止美军在二战中参加过的所有重大战役
,

都 已在

银幕上得到了相应体现
,

既有票房价值又有社会效

益
,

好莱坞 的二战片也因此而历久不衰 (美英等国还

拍摄过大量的二战新 闻纪录影片 )
。

此外
,

前苏联作

为反法西斯战争欧洲战场的主力军
,

以爱 国主义和

革命英雄主义为主题
,

也拍摄过大量的卫国战争片
。

如《攻克柏林 》
、

《莫斯科保卫战 》
、

《斯大林格勒大血

战夯
、

《青年近卫军 》
、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等等
,

这些

影片也都在国际影坛上产生过很大反响
,

在 中国也

多次上映并获得 了普遍好评
,

影响力也很大
,

直到今

天仍不时在中国的电视节 目中出现
。

特别需 要指 出的是
,

当年发动侵略战争 的日本

和德国一些右翼势力近年来沉渣泛起
,

也在利用影

视报刊等大众传媒工具
,

不断掀起 为法西斯军 国主

义翻案
,

否认侵略战争的浊流
。

在 日本
,

除包括首相

在内的若干内阁成员不顾周边国家强烈反对多次参

拜靖国神社
、

文部省在教科书中篡改侵略史实等政

府行为外
,

右翼势力还利用各种宣传媒体极力否认

侵略战争历史
,

把 日本描绘成战争的
“

受害者
” ,

为军

国主义者侵略罪行 翻案
。

在这一背景下
,

不仅出现

了打着学术研究旗号集 中体现 日本右翼势力历史

观
、

宣扬侵略有理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 》等一些历

史论著
;而且 19 9 8 年 5 月还公映了为战犯东条英机

歌功颂德
、

所谓
“

在启发宣传上需要的和对国民教育

有益的电影” 自尊一命运的瞬间 》 ; 甚至把有关侵略

内容利用高科技手段制作成电脑游戏软件毒害青少

年
。

如 1 9 9 6 年 日本光荣公 司制作涉及侵华战争的

游戏《提督 的决断 》
,

内有众多侵略者如东条英 机等

人的形象出现
,

在游戏过程 中
,

一旦 日军获胜则画面

一片欢腾
,

为此公司的 n 位 中国员工集体提出抗议

并有 4 人辞职
。

据原文化部副部长
、

中国作家协会

副主席陈荒煤在他所著 《攀登集 》中记载
,

曾有一个

在《大 日本帝国 》中扮演过东条英机的日本演员在记

者招待会上这样说到
: “

由于战争失败 了
,

东条英机

这个形象被曲解 了
,

真实情况被隐瞒了
。

我所以 这

次接受 了这个任务
,

就是想通过 电影教育后代人知

道
`

事实就是这样
夕 ,

自豪吧旧 本人 ! 这就是我在这

部影片里要说的话
。 ”
由此可见

,

日本右翼势力为侵

略战争张 目
、

为军国主义招魂真是做到了不遗余力
。

在德国
, “
新法西斯分子经常聚集一地

,

偷放
、

复制纳

粹党和第三帝国时期 的影片
,

对 有关 冲锋 队列队行

进
、

希特勒演讲和战争场面的影片百看不厌
。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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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杭战研究若 干问题的再思考

还自拍 影 片
、

制 作 录像
、

灌 制 唱 片
,

相 互 传 看传

听 ” 。

叫 20 0 4 年 4 月 30 日
,

新纳粹组织在法 国一处

犹太人墓地人 口的石柱上用德文写下了
“

一个人民
、

一个帝国
、

一个元首
、

胜利属于元首
”

的标语
,

并涂抹

了许多纳粹党徽的图案
。

总之
,

国际上的反和平右

翼势力利用大众传播体系
,

对公众特别是涉世未深

的青少年灌输法西斯军 国主义的历史观
,

鼓吹侵略

有理
、

战争无罪
,

其潜移默化影响尤如定时炸弹危害

作用是不容轻视的
,

足 以引起人们 的深思与警惕
。

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
: “

可 以断言
,

银幕上的反法

西斯斗争还将继续下去
。 ”
图

对于绵延 14 年波澜壮阔的伟大中国抗 日战争
,

从文学剧本创作的角度来说
,

我们并不缺少好题材
,

甚至可说俯拾 皆是
。

优秀的抗战题材影片应当是史

实与艺术的有机结合体
,

溶思想性
、

教育性
、

观赏性

于一体
。

中国电影工作者早在抗 日战争时期就曾拍

摄出《风云儿女 》
、

《八百壮士 》等优秀影片
,

对激励中

华儿女奋起抗战救亡起了很大作用
。

新中国建立后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拍摄了一批在国内影响广泛的抗

战影片
,

如《平原游击队 》
、

《铁道游击队 》
、

《地雷战 》
、

《地道战》
、

《三进山城 》
、

《小兵张嘎 》等等
,

至今仍为

不少人所怀念
。

即使在文革时期
,

样板戏中的《红灯

记队 》
、

《沙家滨 》等也属此类题材
。

20 世纪 80 年代

以后
,

又有《西安事变 》
、

《七
·

七事变 》
、

《血战 台儿

庄 》
、

《南京大屠杀 》等影片陆续问世
。

对抗战影片作以上简要回顾
,

是想说明从时间

跨度看
,

应当说中国影视文艺工作者在有关抗战题

材的创作上多年来确已付出了不少的心血和努力
,

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忘记 自己的神圣职责
,

而

且一些作品也产生 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

起到了警世

的作用
。

但从另一方面看
,

多年来 中国几乎没有拍

出几部能够在世界影坛上引起广泛影响
、

震撼人心

的抗 日战争大片
。

总的来说
,

与当前 国外同行对于

反法西斯战争题材影片关注的深入程度 以及成果相

比较
,

中国影视界在主观努力等方面做的还不够
,

对

经济效益的追逐
,

迎合市场
,

很大程度上成为不少影

视创作的发动机
。 “

假如从好莱坞战争片的视角来

回首中国抗战题材影 片的创作
,

可 以得出这样的结

论
,

即我们的抗战题材影片 (或战争片 )
、

特别是卓著

的精 品
,

不是太多
,

而是太少 了
。 ’

,J[
。〕笔者很赞 同上

述观点
,

而且认为这应 当是影视文化界
、

学术界共同

负起的责任
。

衷心希望我们的学者
、

作家和编导们

开阔视野相互沟通 (包括与国外同行 的交 流合作 )
,

早 日拿 出一批振奋民族精神
,

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
、

史诗般壮丽的中国抗战大片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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