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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七七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标志，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标志，更是中国人
民不应忘却、永远纪念的日子！
 70多年来，围绕这个题目成千上万个专家学者和普通民众发表了成千上万篇论文和著作。
为什么还要选择这个题目呢？
那还要从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说起。
    2005年，河北省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心编辑了一套十卷本的《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在国内外引
起了关注和好评，中心在讨论下一步的研究选题时，大家从华北抗战着眼，决定编写一套《华北抗日
战争史》丛书，并确定在卢沟桥事变爆发70周年时推出第一部五卷本，当时分工让我们编写七七事变
卷，我们知道不易，但还是奉命而为。
接受任务后，我们便查阅档案图书，收集有关资料，可是越查阅越觉得问题多，越查阅越觉得难度大
。
    第一难，难在资料很多但又很散，要想把史料收集全面非常困难。
七七事变是中日间的大事变，中日间都有很多报道和研究。
日文的不讲，就中文资料讲，仅战后汇集的资料集和研究著作就有上百卷，回忆资料和研究论文约有
几千篇，如果加上大陆和台湾两地国共两党的档案，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
找全这些资料不容易，看完这些资料也困难，就是把各地的资料汇编和研究成果都翻一遍，也需要相
当的时间。
    第二难，难在史料记载不一、回忆矛盾，要想查清搞准非常难。
七七事变是中日两国两军的军事对抗、政治交涉，由于立场对立、利害相关，同一件事，中日双方的
说法不一，结论也相反。
就是日本人内部和中国人方面，几个当事人的回忆也不一样。
就拿事变中一度失守的是铁桥还是石桥，直到现在网络的报道中还说法不一。
再说中国守军夺回桥头堡的时间，中方两个重要当事人，王冷斋回忆是7月8日夜晚，而金振中回忆是7
月u日凌晨。
再比如张自忠留北平的真相，宋哲元和张自治在生前的讲话都隐去了一些细节，而后人的回忆又形成
了两种对立的观点，要想搞清就要相互比较，认真考证，尽管如此也难以达到客观公正。
    第三难，难在七七事变已被研究了70年，基本事实、主要观点都已明确，要想拿出新成果非常难。
70年来中日两国、海峡两岸的众多当事人、见证人和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漫长的回忆、反思、调查、
研究、考证。
尽管有些问题存在争议，甚至是对立的，但对事变的缘起、发展、结果等基本事实的认识是清楚的。
一些重要的战役战斗，一些关键的谈判交涉，在叙述描写考察论证上，都非常确切精当。
可以说是无法再深研，无法再出新，只能进行一些拾遗补漏、重复重审的工作。
    因此在动笔前，我们确定，这次写七七事变，不再走查阅档案、重头做起的工作，而是充分利用前
人的调查研究成果。
为了写这本书，我们先后翻阅了100多本资料集、论文集、图文集和专著，主要参考书目有20多种(见
文后附录)，特别是前10种书，我们认为其中有些篇章叙述简明、论证有力、比较成熟、比较客观，其
中一些事变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写得比较清楚，所以，我们就进行了直接的专录和gI用。
只是重新选择了一个角度，对七七事变进行追溯和反思。
即从经过70年历史沉淀和史料积累的历史角度，从超越国家、超越党派，总结历史教训的社会角度，
运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按照我们的思路和读者的要求，重新进行了一些整理编辑。
比如，以往的专著，写事变的大事件、大战斗、大人物多，而对小事件、小战斗、小人物记录较少，
这次编写，我们在搞清大事件、大战斗、大人物的作战和谈判活动的同时，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和近年
各地历史工作者及媒体新征集的地方史料、老兵访谈，补充了一些小事件、小战斗、小人物的抗战史
料。
对于回忆有矛盾的难点、疑点、焦点问题，在考证不清又无法调查时，我们就采用亲身经历者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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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王冷斋和金振中都回忆到谈判与作战，我们根据当时的分工，有关谈判交涉的就以王冷斋的回
忆为准，而关于争夺桥头堡作战和金振中负伤等，我们就以金振中的回忆为准。
鉴于事变已经过去70多年，一些读者想了解事变当事人的最后结局，所以，我们在文中尽可能地对事
变主要当事人的人生归宿作了交代。
    这部书稿的编写，开始于2006年春，完稿于2007年春。
此后，中日学术界关于七七事变的新争论、新史料没有再搜集补充，近几年中日关系上的新矛盾、新
动向也没有提及，特此说明，请予谅解。
    坦率地说，这部书不是靠我们几个人的力量能够完成的，它是当年参加抗战的二十九军官兵用生命
和鲜血书写的；是经历事变的老一代用痛苦和心酸回忆记录的；是中日两国海峡两岸无数专家学者的
心血结成的。
在此，我们向七七事变中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和记录研究过这段历史的前辈和同仁们，致以衷心的感
谢。
文中有不妥之处，请给予批评指正。
    何天义    2011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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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华北抗日战争史（第1部·从九一八到七七）（套装共5册）》共分五册。
第一卷。
本卷利用档案、报刊资料，如《实报》、《新民报》，日文资 料《现代史资料》、《日本外交文书》
，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 编一一对日抗战时期》等，通过对史料文本分析，对1894年中日
甲午战争至 1937年七七事变前的日本侵略华北政策进行了考证和梳理。
本卷从“由来已 久的侵略华北图谋”、“由占领东北到蚕食华北”、“分离华北政略的形成 及实施
”、“对华北政策的调整与武力推进的准备”等章节，勾画了日本侵 略华北政策的由来和演变，揭露
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吞并华北的图谋。
第二卷。
本卷以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及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变化为背景，依据大量新的资料，考察国共两党内
外政策的演变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 分析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由剿共、不抗目的方针，逐步转向联
共、抗日的 方针，中国共产党由反蒋抗日的方针，逐步转变为联蒋抗日、建立广泛统一 战线的方针
；阐明中国共产党主导下，国共合作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发展进程和历史规律。
从而揭示出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是实现全民族抗战、争取抗战胜利，进
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 伟大历史转折的根本关键。
第三卷。
本卷依据档案资料和新的成果，以日本走上全面侵华战争道路，以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矛盾
下降为大背景，较为系统、全面、客 观地考察榆关及长城抗战、冯玉祥察哈尔同盟军抗战及孙永勤民
众抗日救国 军冀热边抗战、绥远抗战，分析其复杂斗争和深刻启示，揭示中国由分裂到 团结、由局
部抗日到全国抗日的进程，阐明国共合作、全国抗战在华北爆发 的历史必然性。
第四卷。
本卷将研究的触角深入到社会民众，充分利用大量最新发掘的 民国时期档案文献和报刊资料，从不同
层面多视角考察民众对于抗日救亡从 兴起到逐步深化，最后发展成为全民族救亡洪流的历史进程。
立足微观史实，展示这一时期工、农、学、商、兵、青、妇各界民众的抗日救亡态势及演 变，分析国
共两党对民众救亡的政策引领与促动，并从研究民众救亡的发生 和发展，揭示民众救亡与民族抗战的
密切关联，考察民众之成为民族抗战主 体的历史孕育。
第五卷。
本卷根据70多年来中日史学界和历史见证人关于七七事变的记 录、回忆、调查和研究，对七七事变前
的华北战局、事变爆发时的前因后果、事变扩大后沦陷的平津，进行了客观的历史回顾和追踪，同时
对卢沟桥事 变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就卢沟桥事变的起因、教训、意义、警示进行了 具体分析。
论证和说明七七事变是日本从局部侵华到全面侵华的转折，是中 国人民由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的转折
。
《华北抗日战争史（第1部·从九一八到七七）（套装共5册）》是一套中国历史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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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156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与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60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与阎锡山
“联共抗日”新政策的形成／160    一、华北事变后阎锡山的处境／160    二、中国共产党对阎锡山斗
争策略的改变及阎锡山“联共抗日”新政策的形成／164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与“牺盟会”的建立
／168    一、“牺盟会”的建立／168    二、“牺盟会”的改组／173    三、“牺盟会”的特点及历史意
义／176    四、中国共产党与山西新军的建立／184  第三节  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87    一、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多次直接致书阎锡山／187    二、中共中央及其北方局加紧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189    三、薄一波与山西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191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与傅作义、宋哲元的合作
／197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与傅作义的合作／197    一、中国共产党与傅作义的早期接触／197    二、中
国共产党与绥远抗战／200    三、中国共产党与傅作义统战关系的建立／207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与宋
哲元的合作／210    一、中国共产党与宋哲元的早期关系／210    二、中国共产党推动宋哲元转向抗日
／218    三、中国共产党与宋哲元合作关系的建立／223参考文献／234后记／236卷三第一章  中日民族
矛盾聚焦华北／1  第一节  日本侵略华北的初期活动／1    一、华北的战略地位／l    二、侵略华北早期
计划与活动／4  第二节  九一八事变与华北危机／12    一、日本侵略华北的新步骤／12    二、国民政府
的“一面交涉、一面抵抗”／20第二章  山海关抗战／28  第一节  何柱国率部血战山海关／28    一、目
军进犯山海关／28    二、中国守军奋起抗战／33    三、石河西岸防御战／37  第二节  山海关抗战的意义
和教训／42    一、山海关抗战的历史意义／42    二、山海关抗战失利的教训／48第三章  热河防御战
／53  第一节  热河形势危急／53    一、日军迅速部署攻热作战／53    二、北平军分会仓促部署热河御敌
／58  第二节  中国守热军队溃败／63    一、日军全面进攻热河／63    二、热河失陷／64  第三节  热河沦
陷的原因与张学良下野／70    一、热河沦陷的原因／70    二、张学良下野／78第四章  鏖战长城东段各
隘口／83  第一节  中日两军对峙长城隘口／83    一、日军兵锋直指长城隘口／83    二、蒋介石、何应钦
部署长城抗战／88  第二节  长城东段各隘口争夺战／92    一、冷口作战／92    二、古北口作战／99    三
、喜峰口作战／111第五章  长城以南作战与《塘沽协定》签订／122  第一节  长城以南的作战／122    一
、长城各隘口失陷后的形势／122    二、滦东地区的作战／125    三、关内冀东地区的作战／134    四、
北平近郊的作战／14l  第二节  《塘沽协定》的签订／147    一、国民政府求和与停战谈判／147    二、《
塘沽协定》的签订／152  第三节  长城抗战的意义和教训／155    一、长城抗战的历史意义／155    二、
长城抗战失败的原因／158    三、《塘沽协定》后的形势／162第六章  冀热边民众武装抗日斗争／166  
第一节  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的兴起／167    一、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167    二、孙永勤树起民众抗日
义旗／171  第二节  孙永勤部英勇作战／173    一、中共大力帮助孙永勤抗战／173    二、孙永勤部在冀
热边英勇抗战／176  第三节  孙永勤抗日救国军失败／178    一、转战长城南北／178    二、民族英雄遭
日蒋合围／181    三、深刻的教训与启示／186第七章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斗争／190  第一节  察哈尔
民众抗日同盟军崛起／190    一、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190    二、冯玉祥与中共合作抗日／196  
第二节  收复察东与蒋日进逼／201    一、收复察东四县／201    二、蒋日围逼察省／204    三、冯玉祥被
迫离察／207  第三节  抗日同盟军失败／212    一、方振武、吉鸿昌部继续抗日／212    二、遭蒋日合剿
失败／214    三、察哈尔抗战的意义与启示／217第八章  全国抗战先声——绥远抗战／220  第一节  绥远
抗战前的形势／220    一、绥远抗战前华北主权的丧失／220    二、日军企图西取绥远／222    三、蒋、
傅部署绥远抗战／226    四、中共对绥远抗战的支持／229  第二节  绥远抗战的经过／232    一、红格尔
图战役／232    二、百灵庙战役／235    三、锡拉木楞庙战役／237  第三节  绥远抗战的历史意义／238    
一、重大意义／238    二、速起速落有缘由／240    三、深刻启示／243第九章  走向全国抗日战争／245  
第一节  日本准备全面侵华战争／245    一、制订全面侵华战争计划／245    二、增兵华北，挑动战争
／250  第二节  中国进行全国抗战准备／255    一、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全国抗战而斗争／255    二、蒋介
石与国民政府加紧抗战准备／261    三、宋哲元与冀察当局转向对日抗战／265参考文献／268后记／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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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民众救亡运动的兴起／1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与华北社会危机／2    一、
日本对华北的侵略阴谋由来已久／2    二、九一八事变后的华北局势／4    三、华北的民众基础／7  第
二节  华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兴起／12    一、青年学生成为抗日救亡的先锋／12    二、工、农、商
、妇等各界民众的救亡声浪／31    三、声援马占山抗日行动和十九路军淞沪抗战／38    四、东北抗日
游击组织在华北的抗日斗争／49  第三节  华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广泛开展／51    一、中国共产党对
民众救亡运动的积极发动／51    二、华北各地反帝大同盟的建立与活动／54    三、国民党地方党部的
宣传鼓动与组织农民义勇军／58    四、民众救亡运动由浅层次向深层次的逐步发展／66第二章  长城抗
战与华北民众救亡运动的新高涨／68  第一节  日军侵蚀华北与民众奋起救亡／68    一、日本侵略热河
和长城一线／68    二、民众救亡运动的新高涨／70  第二节  华北教育界的抗日救亡运动／72    一、华北
各校救亡运动／72    二、各教育团体的救亡活动／86  第三节  华北社会各界的救亡活动／92    一、各界
民众的救亡活动／92    二、国民党左派及华北地方党部的救亡言行／107    三、流亡关内东北民众抗日
救亡／108  第四节  航空救国与国货运动／110    一、航空救国／110    二、国货运动／115第三章  华北
事变事态下的民众救亡活动／122  第一节  华北事变发生民族危机扩大化／122    一、日本对华北的逐
步侵蚀／122    二、国民政府节节退让民族危机日益加剧／128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救亡的宣传
与启蒙／132    一、《八一宣言》吹响抗日救亡的号角／132    二、救灾与救亡／134    三、民众抗日救
亡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与宣传／135  第三节  民众思想的迅速觉醒／136    一、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萌
动／136    二、社会各界人士的抵制与谴责／139    三、进步团体与爱国人士的抗争／142  第四节  学生
及教育界的救亡呐喊／145    一、学生及教育界的抗日救亡／145    二、进步人士与进步作品的浇灌
／156第四章  一二九运动掀起华北民众抗日救亡的高潮／159  第一节  波澜壮阔的一二九民众救亡运动
／159    一、中华民族到7最危险的时候／159    二、震动全国的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165    三、学生爱
国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华北／173    四、国内外各界对一二九运动的声援／185  第二节  中华民族解放先
锋队与各地救亡团体的救亡活动／190    一、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成立／190    二、各地救亡团体的
抗日救亡活动／205  第三节  绥远抗战与民众声援／218    一、日本侵略绥远，傅作义率部应战／218    
二、各界民众的援绥远抗战活动／225第五章  七七事变和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232  第一节  七
七事变前的华北形势与民众动员／232    一、急转直下的华北局势／232    二、中国共产党对民众抗战
的积极发动／235  第二节  卢沟桥抗战与民众声援／245    一、七七事变发生，国共两党发出全面抗战
号召／245    二、民众奋起支援二十九军抗战／247  第三节  华北各地抗日救亡运动进入新阶段／257    
一、遍布城乡的抗日救亡运动／257    二、各地民众抗日武装的抗日活动／277参考文献／282后记／288
卷五引言／1第一章  七七事变前的华北局势／1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后的华北局势／1    一、日本大陆
政策的制定及实施／1    二、九一八事变后的步步紧逼／6    三、《塘沽协定》后日本对华北的分离活
动／12  第二节  接管华北的二十九军／28    一、由西北军改编的部队／28    二、长城抗战大刀扬威／33 
  三、化险为夷驻足华北／38    四、爱国爱民的遗风／41    五、共产党的抗日推动／47  第三节  卢沟桥
畔的中日对峙／53    一、日军增兵华北／53    二、愈演愈烈的挑衅／58    三、中南海的鸿门宴／60    四
、两次丰台事件／64    五、卢沟桥风起云涌／68第二章  七七事变的爆发／72  第一节  卢沟桥的枪炮声
／72    一、日军的挑衅演习／72    二、夜幕下的枪声／76    三、事发当晚的交涉／79    四、城下桥畔的
激战／83  第二节  所谓“停战协议”／92    一、日方四次背约弃信／92    二、铁路桥头堡争夺战／97  
第三节  国内各界的反响／101    一、中国共产党的通电／101    二、国民政府的应对措施／102    三、各
界民众的声援／105第三章  日军继续扩大战争／111  第一节  日军扩大战争的阴谋／111    一、所谓扩大
派与不扩大派的争执／111    二、日军增兵华北的声明／116  第二节  宋哲元返平津的和平努力／119    
一、宋哲元赴天津和平交涉／119    二、香月清司的谈判条件／121    三、宋哲元返北平的和平努力
／127  第三节  中国政府的交涉与备战／132    一、国民政府的两手准备／132    二、蒋介石的庐山讲话
／135    三、和平交涉以失败告终／137  第四节  冲突加剧战争升级／139    一、宋哲元转入备战／139    
二、廊坊激战／140    三、丰台争夺战／147    四、广安门之战／147    五、日军的最后通牒／149第四章 
平漳在激战中沦陷／151  第一节  中国军队紧急备战／151    一、国民政府加紧备战／151    二、宋哲元
通电全国／152  第二节  南苑血战／154    一、日军进攻南苑／154    二、佟麟阁殉国／155    三、赵登禹
献身／158    四、军训团效命疆场／161  第三节  冀东保安队通州起义／164    一、冀东保安队的组建
／164    二、秘密联络二十九军／165    三、张庆余宣布起义／166    四、剿灭西仓兵营日军／169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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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途中的战斗／170  第四节  天津作战／171    一、李文田召开作战会议／172    二、攻占车站、火烧
机场／173    三、激战海光寺、大沽口／175    四、攻打公大第七厂／176  第五节  二十九军撤离北平
／178    一、宋哲元率部撤往保定／178    二、张自忠留守北平的艰难处境／185    三、日军占领平津后
的屠杀／190    四、平津人民的反抗斗争／193第五章  七七事变的历史反思／199  第一节  七七事变的历
史起因／199    一、所谓“第一枪”／199    二、所谓“失踪士兵”／206    三、所谓“偶然事件”／208 
  四、事变罪魁们的结局／213  第二节  七七事变的历史教训／218    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
妥协退让”／218    二、宋哲元保存实力与和平幻想／220    三、张自忠“主和派”的影响／224  第三节
 七七事变的历史意义／230    一、日本从局部侵华到全面侵华的转折／230    二、中国由局部抗战到全
面抗战的转折／235    三、中国全面抗战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形成／253  第四节  七七事变的历史
启示／258    一、中国不应该忘记屡遭侵略的耻辱／258    二、日本应牢记因侵略而惨败的教训／261    
三、中日两国应该和平、和解、和谐相处／266参考文献／278后记／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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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明治维新前，日本是一个封建领主割据国家。
以德川家族出身的将军为首的幕府，是日本的最高统治机构，掌握着全国政权。
天皇高卧京都，无权过问。
将军、大名(被将军分封在各地的大封建主，也叫“藩王”)和他们的家臣、武士等封建统治阶级，占
有日本全部土地，对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进行极其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19世纪5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打开了日本“闭关锁国”的大门，使日本面l临着半殖民地化的严
重危机。
在国内外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日本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国内封建统治的斗争浪潮日益高涨。
    1868年，日本发生了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明治维新运动。
萨摩(今鹿化岛县)、长州(今山口县)、土佐(今高知县)、肥前(今一部分属佐贺县，一部分属长崎县)等
藩的资产阶级化的武士，联合一批京都贵族和商业资本家，利用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对幕府的冲击，
推翻了德川幕府，宣布由日皇睦仁“亲自执政”。
同年3月，睦仁天皇发布《五条誓文》：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议；上下一心，盛兴经纶；公卿与武
家同心，以至于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天下，大
振皇基。
睦仁天皇发布的《五条誓文》作为此后日本的基本国策。
    与此同时，睦仁天皇发表的《御笔信》称：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
在这种狂妄野心的驱使下，日本统治集团制定了“富国强兵”之策。
    1868年4月，睦仁天皇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中央集权。
将“天下之权力皆归太政官”，“分太政官之权力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
但实际上萨摩、长州、土佐、肥前的倒幕派领袖掌握着天皇政府的实权。
为加强中央集权，1868年7月改江户为东京，9月改元为“明治”，并决定迁都东京。
1869年9月，睦仁天皇迁居东京皇宫，建立起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
    为适应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明治政府着手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改革。
它通过“奉还版籍”等措施，取消了封建领地制度，并宣布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使地主和资本家获得
兼并土地的自由，迫使失去土地的大批农民转化为资本的奴隶，为资本主义开辟了劳动力市场。
对于“奉还”了“版籍”的领主和因此失去俸禄的“武士”，明治政府则发给他们大批“公债”作为
补偿，促使其向资本家和地主转化。
    明治政府还在日本实行地税改革，把原来征收实物地租改为征收货币租税，进一步确认在封建领主
经济瓦解过程中兴起的地主富农的土地所有制，并保证明治政府的财政收入。
    地税改革是明治政府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
通过地税改革，地主从农民身上榨取占收获量60％以上的地租，其中一部分以地税形式缴纳给政府，
另一部分中的很大数额则被投资到银行和企业中去。
明治政府利用从农民身上搜刮来的数额巨大的地税款，开办多种国有企业，兴建铁路，购置轮船，并
扶植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商人。
    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统治，明治政府把发展军事工业作为重点，并接收扩建了幕府和各藩的制铁所
、兵工厂和造船厂，新建了炮兵工厂和其他军工厂以及电信、矿业、机器制造等企业。
因此，日本资本主义一开始即有着明显的军事性质。
到19世纪80年代，由于明治政府加速推行资本原始积累和广泛采用机器生产，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
。
：1884年至1890年，日本农业、工矿业、运输业的资本从1341万日元增加到18935万日元，民营机器纺
纱厂从19个厂5万枚纱锭，增加到30个厂27．7万枚纱锭。
与此同时，明治政府将军事工业以外的国有工厂、矿山，以低价转让给三井、三菱等特权商人，使他
们尽快由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并逐步在机器制造、矿业、航运、纺织和银行等部门中占据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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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地位。
明治政府还进一步把发给原领主和武士的公债转化为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
连作为全国最大地主的日皇的动产，也大半投进了日本银行、日本邮船和日本铁道等大公司的股份中
。
1889年，日本国有银行资本总额的83％是由俸禄公债转化而来的。
从明治维新到1893年的25年中，日本工业资本增加了13倍，商业资本增加了3．5倍；银行则由1875年
的4家增加到1880年的15l家。
    日本资产阶级由于自身力量的软弱，加上大商业资本家长期以来和封建势力有紧密联系，在倒幕运
动中和下属武士结成联盟，并让这些人掌握了主导权，因此在进行资产阶级改革时极不彻底。
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保存了浓厚的半封建的生产关系。
    当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争夺殖民地
、瓜分世界的斗争日益尖锐。
英、美、俄、法等国已掠夺了大片殖民地，控制了广大的国外市场，而后起的日本望尘莫及。
日本明治政府从幕府手里继承下来的不平等条约还没有修改，英、美等列强在日本仍享有领事裁判权
和协定关税等特权。
这与日本大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向外扩张的贪婪极不相称，而且由于关税不自主，连本来就很狭窄的
国内市场也为外国商品所侵占。
如1889年，日本棉纱国产量为1275．7万公斤，输入量却达到2140．6万公斤；1890年，国产量虽增
至1815．9万公斤，但输入量仍有1599．4万公斤，外国棉纱占据日本国内棉纱市场的极大份额。
在此形势下，日本统治集团企图通过发展军事力量，以战争瓜分世界。
    因日本明治维新是由自上而下的改良实现的，所以，大量封建因素仍保留下来。
明治维新时的许多封建领主和武士，后来转化为资本家，其中一些人还身兼国家的高级官吏。
这些人扶摇直上，逐步成为“财阀”、“垄断资本集团”，加之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国家以经营军
事工业为主导来带动资本主义工业化，因而具有很大的侵略性，所以列宁称日本为带“军事封建性的
帝国主义”。
在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日本垄断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紧密结合，不少垄断资本家就是由旧式封建特
权商人转变而来。
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生产都远不及欧美列强，实力不足的垄断资本便与拥有极大权
力的军阀集团勾结起来，大力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发动侵略战争，借以加速垄断资本的发展。
P2-5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华北抗日战争史-全五卷>>

后记

《华北抗日战争史》丛书第一部得以出版，得到了各方面领导、人士的大力支持。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周振国、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孙继民进行了具体的领导和指导工作。
感谢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戴建兵教授，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宏斌教授、张同乐教授、郭贵儒
教授参加课题论证。
感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黄修荣教授鼎立支持。
感谢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河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的支持。
感谢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资助出版本丛书。
    本丛书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该书为作者田苏苏2012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HBl2LS03。
    本书写作过程中，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河北省档案馆、河北图书馆古籍与地方
文献部、河南省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天津市图书馆、河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河北
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等单位提供了大量档案文献史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河北师范大学科技处、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本书写作过程中各卷都参考了众多专家学者已
出版的学术论文、著作和资料汇编，使我们受益良多，在本书付梓之际表示衷心的感谢。
    《华北抗日战争史》丛书编委会    2011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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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田苏苏编著的《华北抗日战争史》本书多方位、多角度、分专题进行研究，展现了这一时期华北人民
抗日斗争的历史画卷，弥补了多年来对这一时期华北的抗日斗争情况缺乏系统性研究著作的缺憾。
该书主题突出，系统性强，不仅注重从政治斗争和抗日武装斗争研究着眼，同时更关注各党派、团体
以及各界民众等在抗日斗争中力量的演变，翔实系统地论述了社会各界对全面抗战形势形成发挥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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