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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朱文通

在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特别是在中国人民隆

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王振平先生的新作《抗战精神与抗

战实践》即将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可谓适逢其时，可喜可贺。振

平先生作为公务员，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喜欢静坐书斋，笔耕不辍，

近年来收获颇丰，先后出版小说、纪实文学、诗歌等多种体裁的文学

作品，如《中国官员在新加坡》《莫道风流》《人生无悔》《恋歌情

曲》等均别具一格，精彩纷呈。其新作《抗战精神与抗战实践》则是

他向抗战史研究转型的一个标志性成果，是他长期以来深入思考、勤

奋耕耘的结晶。振平先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命序于我。然而，由

于我已经20年未接触抗日战争史研究，一时难以全面准确地把握有关

“抗战精神与抗战实践”问题的研究动态和进展情况，所以只好敬谢

不敏。固辞不获，只有不揣浅薄简陋，勉为其难，谈点个人的初步印

象和感受。浏览《抗战精神与抗战实践》一书之后，我认为主要有以

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全面系统地研究“抗战精神”，选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和积极的现实意义。抗日战争时期，河北省（今河北省还包括当时察

哈尔、热河的大部分市县）是敌后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河北人民的抗日

斗争是全国各族人民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各族人民为抗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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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研究抗战精神、宣传抗战精神是

后来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重要任务。抗日战争时期河北就出现了讴歌

中国人民抗战精神的名著如《冀中一日》《荷花淀》等，传诵四方。

此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全国抗日战争题材的红色经典名著，除

《吕梁英雄传》《铁道游击队》《苦菜花》等少数几部外，其他几乎

都出自河北。如《新儿女英雄传》《腹地》《平原烈火》《风云初记》

《小英雄雨来》《烈火金钢》《红旗谱》《敌后游击队》《野火春风斗

古城》《战斗的青春》《平原枪声》《小兵张嘎》，此外还有《平原游

击队》《狼牙山五壮士》《地道战》等反映河北军民敌后抗战的电影问

世。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抗日战争史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蓬勃开

展起来，河北学者在研究领域同样不甘落后，作出了独特的新贡献，除

了资料整理成就斐然外，先后取得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如《晋察冀

抗日根据地史研究》《金钱与战争——抗战时期的货币》《华北伪政权

史稿：从“临时政府”到“华北政务委员会”》《晋察冀边区史研究丛

书》《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华北抗战

史》等等，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有关成果很多，不胜枚

举，难免挂一漏万。可是，似乎惟独缺乏对抗战精神的全面系统的研

究。21世纪以来，才有一些学者逐渐开始对“抗战精神”进行专门探讨

和专题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的重要讲话和

在抗战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之后，研究抗战精神和宣传

抗战精神才真正成为学术界和理论界的一个重要热点，有关文章虽然可

以说成千上万，数不胜数，但是绝大多数文章几乎都是新闻报道宣传类

的篇什，学术论文占的比例极少，特别是好像还没有以专著的形式进行

研究和宣传的。 2011年，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金正纯的《抗战

精神》一书，但是，从其副标题“抗战遗迹、旧址万里行记”，我们就

不难发现该书的主旨，不是从学术上、理论上研究“抗战精神”的。振

平先生的新作《抗战精神与抗战实践》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

缺憾，该书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顺利出版，开辟了“抗战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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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研究的新境界。

第二，见解独到，视野开阔。“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爱

国主义传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升华和集中体现，它为战胜日本法

西斯发挥了强大的动力源泉和精神支撑的作用，是中国人民伟大抗日

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抗战精神”的研究，可以从多个

视角来进行探讨，比如可以从哲学的视角，从认识论的层次上思考和

研究；还可以从思想文化史的视角，以及国家、民族、社会、政党之

间互动关系与国家社会的重建这一视角进行深入探讨，等等。尽管学

术界对“抗战精神”的研究已经有多种提法和不同概括，但是振平先

生在《抗战精神与抗战实践》一书中，主要根据自己对抗战精神的理

解和认识，提出了个人独到的看法和观点。他认为抗战精神的核心内

容是爱国主义，其内涵极为丰富，主要包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

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

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国共合作、军民一家的共

同意愿等。随着今后对“抗战精神”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学术界

对于“抗战精神”的概括可能会出现很多提法，甚至会出现这样或那

样的不同意见，作为学术研究自然是好事，相信大家最终能够取得比

较一致的看法和认识。当我们回顾“抗战精神”研究历程的时候，有

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希望振平先生在《抗战精神与抗战实践》一书提

出的看法能够成为一家之言。

在提出个人看法和认识的同时，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振平先生还

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理论功底深厚，研究视野开阔。首先作者牢

牢把握精神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实践和认识结合，宏观和微观结合，

紧密结合历史进程，把“抗战精神”研究融入抗日战争历史进程的每

个时段，环环相扣，由表及里，有分有合，层层推进，可谓入木三

分，别出心裁。其次，非史学专业出身的作者在专业上往往能够把握

关键之点，视野开阔。比如，作者既能够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视角

从整体上把握历史背景，又能够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把研究的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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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定在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既能够把握国共合作各民族民主统一战

线的视角，又能够兼顾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统一战线，特别是能够考量

华侨对“抗战精神”的贡献等。

第三，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作者研究“抗战精神”，撰写《抗

战精神与抗战实践》一书，既没有采用传统的“学院派”的做法，也没

有采用报告文学或历史散文的笔法，而是蹊径独辟。其突出特点是先概

括“抗战精神”的主要内涵和内容，然后再具体论证其不同侧面的不同

特征和局部特点。通过不同历史阶段的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历史人物，

特别是英雄模范的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来展现“抗战精神”的林林总总

和方方面面。既有总体概括和把握，又有不同地区、不同阶段的特点

把握和呈现；在材料使用上，以华北特别是河北为主，同时兼顾其他地

区。为此，作者以当时和后来出版的一些基本材料如《〈晋察冀日报〉

通讯全集》《星火燎原全集》等为主，又广泛查阅了大量其他资料。可

以说，所使用的材料大都经过了仔细的查核，大多都有可靠的出处或依

据。在进行大量深入研究并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作者擅长的文学笔

法有了用武之地，由于人物形象生动活泼和真实可靠，行文形神兼顾，

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因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适宜各行各

业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士，特别是喜欢历史的青少年阅读。

总之，《抗战精神与抗战实践》一书既有文质彬彬式的理论分析

和考察探讨，又有雅俗共赏式的论从史出和寓论于史，在研究“抗战

精神”、宣传“抗战精神”上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大力加

强抗战精神研究，宣传抗战精神是研究抗日战争历史的必然要求，是

一个长期的任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抗战精神与抗战实践》一

书的出版必然有力促进抗战精神的研究和宣传，未来的研究和宣传工

作仍然任重道远。

 

2015年7月24日于石门常守孤松斋

（本文作者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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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论

抗日战争是中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

争，也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法西斯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国主义相结

合的产物，对内实行恐怖的独裁统治，对外进行疯狂的侵略战争。”a中

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重要的历史贡

献。纵观整个悲壮惨烈、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中国抗日战争，我炎黄子

孙不畏强敌、前仆后继、不屈不挠，抵御外侮、反抗侵略、争取解放，并

最终取得彻底胜利。

回顾整个抗战历程，中日双方交战兵力最多时达1000余万人，其中，

中方军队500多万人，民兵达200余万人；日军近200万人、伪军100余万

人。中国军队进行会战22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共歼灭日军150万人，

占日军二战期间伤亡人数的70％。歼灭伪军118万人。战争结束时接受投

降者，日军128万人、伪军146万人。b抗日战争中，据不完全统计，中

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中国人民牺牲2000余万人，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

3500万人以上；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c

a 《求是》2015年第9期，第38页。

b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著：《“伟大胜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大型主题展览”解说词》，第69页。

c 武月星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1931～1945），中国地图出版社1995年8月第1

版，第290页。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抗战精神与抗战实践

·  2  ·

在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和衡山南岳忠烈祠可以看到抗战牺牲指挥员的名

录：旅职以上烈士有295位，团职军官1228位。牺牲的将军主要是支撑正

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人，其中上将8位，中将31位，少将31位（以上包括殉

国后被追赠的军衔职务）。殉国时年龄超过50岁的，有唐淮源上将、李

家钰上将，而最年轻的方叔洪中将，殉国时为51军114师师长，年仅27岁

（有说31岁）。其中40岁以下有18名之多。八路军和新四军牺牲的高级将

领有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新四军师长彭雪枫等。a

抗战的彻底胜利，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枢纽。中国人民用鲜血

与生命铸就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抗战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

弘扬的宝贵精神财富。这场旷日持久的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离我们已经渐

行渐远，但那段历史永远不会被忘记。牢记历史是为了珍惜现在，面向未

来，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我们要明史知耻，明史知理，明史知责，

坚定不移地维护和平稳定，坚定不移地走向繁荣富强，一步步实现伟大的

中国梦。

2014年7月7日，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新的历史条

件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

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

勇前进，不断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成就告慰我们的前辈和

英烈！”2014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

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

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

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这一重要而深刻的论

述，阐释了抗战精神的内容和实质，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伟大

a 《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第624～6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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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精神，指明了根本方向，提出了明确要求。

我国抗战的宝贵精神财富，集中体现在伟大的抗战精神。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

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a抗战精神就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继承

和发展，是中华近现代精神文明的一部分。研究、继承、发扬抗战精神，

也正是为着中国现代化国防建设、为着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精神

指引和精神动力。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铭记历史、缅怀先

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主题，通过多种形式回顾、总结、宣传中国

抗战的重大意义、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华民

族作出的巨大牺牲，旨在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昭示中

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以及在全民族抗战中的历史贡献。

对抗战精神进行系统总结和深入研究，不断加深了解和认识，对于我

们更好地继承民族传统，弘扬民族文化，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

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促进我国各项事业健康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a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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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核心内容

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在抗日战争中的升华，

是伟大民族精神的延续发展和生动体现。抗战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伟大民族精神的时代展现，是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伟大

斗争的精神结晶，是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

2012年11月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讲道：“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

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

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

家的伟大进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a

抗战精神形成于我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全过程，它的伟大力量和重

要影响也伴随抗战全过程。它的产生、存在与发展，融汇了中华民族的血

脉，映照着爱国主义的光芒，成为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

泉。伟大的抗战精神既产生于抗战实践，也推动抗战实践，其伟大意义与

影响在于凝聚人心、聚集力量、共同抗敌。中国人民抗战的胜利，是人民

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更是伟大抗战精神的胜利！

第一节 抗战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

中华民族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抗战精神，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

a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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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一样，具有丰富实在的具体内容，充满无限的生机活力，是一笔

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爱国情怀是人们对祖国的一片赤诚情感，是愿意为祖国奋斗献身的价

值取向。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怀被充分地激发出来，

举国上下用血肉筑起一道抵御侵略者的钢铁长城。

爱国情怀是一种责任和担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爱国情

怀的具体体现。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到“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到“驱除

鞑虏，恢复中华”的孙中山，再到“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的鲁迅，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了中华儿女为捍卫民族

至高利益而一往无前、舍生取义的民族情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反抗

西方列强侵略的斗争中日渐觉醒，无数志士仁人把祖国的命运与个人的生

命价值融为一体，为捍卫国家主权前仆后继、继往开来。在抗日战争中，

传统的爱国自尊、救亡图存精神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中国人民反侵略、

争独立的爱国激情空前高涨。心系祖国命运的中华儿女，正是以“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肩并肩、手挽手，摩肩接踵，冒着敌

人的炮火，走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

中国千百万老百姓团结一心，共赴国难，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

河的殊死斗争，打败了经济实力和武器装备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在爱国

主义的感召下，中华儿女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用血肉

之躯拱卫祖国的山河大地，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悲壮的战歌。当时的报纸社

评这样写道：“今天南北战场上，是争着死，抢着死，因为大家有绝对的

信仰，知道牺牲自己，是换取中华民族子孙万代的独立自由，并且确有把

握一定达到。”这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从来没有过的现象，这是中华民

族新觉醒的里程碑。

李宗仁、白崇禧领导的桂军，1929年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发生蒋桂战

争，1930年桂军再次与蒋介石部大动干戈，史称中原大战。日中淞沪大战

爆发后，桂军则长途跋涉来到淞沪战场，李、白长官到达南京，由多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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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桂内战转变为抗日上的重新合作。卢沟桥事变后，川军40余万人先后开

赴抗战前线。抗战八年中，四川（包括当时的川康省）提供了近300万人

的兵力来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的1/5强。川军第43军第26

师和第20军参加了淞沪抗战，以破旧武器装备与拥有飞机、大炮的日军激

战，虽伤亡惨重，仍前赴后继，毫无惧色。川军英勇献身人数之多令人悲

痛惋惜，然其为国牺牲之精神令人敬佩至极：“第26师官兵英勇顽强鏖战

七昼夜，多次击退日军进攻，被誉为参加淞沪抗战的70多个师中成绩最好

的5个师之一。同时代价也极为惨重，全师4000多人，会战结束后仅剩下

600多人！”“杨森担任军长的第20军，在淞沪抗战中同样舍生忘死。该

军10月上旬参加 藻浜战役，不到7天时间，伤亡营、团长10余名，连、

排长280余名，士兵达7000余人。这个军原有两个师，撤出阵地至嘉定境

内整编，只能缩编为两个旅。”“据何应钦的统计：抗战8年中，四川出

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2/10，即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

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居全国之冠。”a

抗战中牺牲的川军最高将领是李家钰。1939年7月至9月，他率领部

队转战晋南，指挥大小战斗580余次，毙伤敌军2000余人（包括少佐以上

军官20余名），炸毁铁路32段，汽车36辆。1940年春，与“扫荡”我太行

山抗日根据地的敌军激战，毙伤敌人千余人。1944年5月，日军从河南中

牟、陕县两处强渡黄河，李家钰临危受命，把生的希望让给兄弟部队，把

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在掩护其他部队西撤中遭敌包围，最后和随行的200

余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践诺了他出川时的豪言壮语——“男儿仗剑出四

川，不灭倭寇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

在军政界任职长达30多年的范筑先，具有崇高的爱国情愫，声言“谁

爱国爱民，我就赞成谁；谁损害国家和民众，我就对谁抗争，我不怕担责

任”。升任山东省第六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长后，坚持与共

产党合作抗日，积极宣传抗日主张，成立抗日组织。1937年秋冬，当日军

大举南侵、华北面临危亡之际，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及政府官员纷纷渡河南

a 谢春涛主编：《抗日：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战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

47～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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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惟独范筑先毅然拒绝韩复榘要其渡河南撤的命令，向全国发出诰电：

“誓率我游击健儿及武装民众，以与倭奴相周旋。成败得失，在所不计，

鞠躬尽瘁，亦所不惜。”如此浩然正气，极大地鼓舞了鲁西人民参加抗

日的热情。统率几十万大军的韩复榘不战而逃，而范筑先区区一个地方专

员，只依靠地方武装和民众支持，居然与日军周旋一年多，身经大小战斗

80余次，歼灭敌人5000人以上，捍卫县城36座，最后战死沙场，实现了他

“俾能抗战到底，全其愚忠”的夙愿。a

曾在长城抗战中因奋勇杀敌、威震四方而赢得“抗日英雄部队”的第

29军，在宋哲元军长带领下，又在卢沟桥抗倭中再立战功。副军长佟麟阁

奉命驻扎南苑，决心“为民族的生存而战斗，为国家的荣誉而献身”！当

发生卢沟桥事变之时，他勉励大家：“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

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马革裹尸，以死报

国。”在佟将军激励下，29军将士高呼：“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他率部在大红门战斗中负伤不下火线，任血流如注，依然带头冲杀。与佟

麟阁长期合作、一起出生入死、时任29军师长的赵登禹将军，发扬长城抗

战精神，决心固守北平，誓与城池共存亡，率部冲锋在前，身受数伤，血

染征衣。佟麟阁和赵登禹在卢沟桥抗战中双双为国捐躯，实践了生前诺

言，堪称抗日楷模。b

在14年抗战中，涌现无数中国军民以身殉国的感人故事，从中折射

出顶天立地、感召日月的伟大精神。例如，七七事变后，鉴于淞沪形势日

趋紧张，原国民陆军88师第524团团长谢晋元，嘱咐其妻儿回广东原籍生

活。他动情地说：“生为人就要报效国家，为社会做些事，谋些大众的幸

福，岂能被夫妻的朝朝暮暮所累！”言语间充满抗日救国的赤胆忠心。淞

沪抗战爆发后，他率领400余官兵坚守四行仓库，孤军抗击日军四昼夜，

爱国壮举传遍海内外。参加忻口战役的郝梦龄军长和战士一起“誓死坚守

阵地”，用如椽之笔写下“站在哪里，死在哪里”的豪言壮语，抒发“瓦

a 谢春涛主编，祝彦编著：《抗日：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人物》，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5

月第1版，第77页。

b 同上书，第2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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