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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

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1937

年冬到 1946年夏前后将近 9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 5

年，在铜梁201师603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远到过

今天四川的泸州，而启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

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

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

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2006年暮春，我在 57

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

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往事情缘。我

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当然，这八九年更为重要的回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

率最高的词语。抗战涵盖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

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岁月，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

“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汇聚成为

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汇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

文字语言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

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

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

史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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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与华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

义战争。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政府主导的

片面战争，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软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

众，所以每次都惨遭失败的结局。只有 1937年到 1945年的抗日战争，由

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长期内战的国共两大政党终于经由反

复协商达成第二次合作，这才能够实现史无前例的全民抗战，既有正面战

场的坚守严拒，又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杀敌，经过长达8年艰苦卓绝

的壮烈抗争，终于赢得近代中国第一次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我完全同

意《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

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

础。”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反抗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方针的误导下，逐步走上军国主义

侵略道路，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经过甲午战争，日本首先占领中国的

台湾省，随后又于1931年根据其既定国策，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野心勃勃

地以“满蒙”为政治军事基地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并且与德、意法西

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中最早在亚洲发起大规模侵略的战

端，而中国则是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及至1935年日本军国主

义通过政变正式成为法西斯国家，两年以后更疯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由于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所以中国的

全面抗战实际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并

且曾经是亚洲主战场的唯一主力军。正如 1938年 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

牙人民电》所说：“我们与你们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线上。”即

使在“二战”全面爆发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延展形成东西两大战场，中国依

然是亚洲的主要战场，依然是长期有效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之一，并且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极其重要的贡献。2002年夏天，我在巴

黎凯旋门正好碰见“二战”老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国光复。经过接待人

员介绍，他们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愿从军，便热情邀请我与他们合影，

因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我虽感光荣，但却受之有愧，因为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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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役军人，未能决胜于疆场，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法国老兵非常尊重

中国，这是由于他们曾经投降并且亡国，而中国则始终坚持英勇抗战，主

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最后胜利。尽管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毕

竟分量与地位有所区别，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战。

重庆在抗战期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第二次

国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战”全面爆发以后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

指挥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然而由于大家都能

理解的原因，对于抗战期间重庆与大后方的历史研究长期存在许多不足

之处，至少是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完整的社会历史原貌。现在经由

重庆学术界倡议，并且与全国各地学者密切合作，同时还有日本、美国、英

国、法国、俄罗斯等外国学者的关怀与支持，共同编辑出版《中国抗战大后

方历史文化丛书》，堪称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的盛事壮举。我为此感到极

大欣慰，并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学者投入此项大型文化工程，以求无愧于当

年的历史辉煌，也无愧于后世对于我们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卫战争期间，作为现役军人而未能亲赴战场，是我的终生遗

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说曾经是抗战老兵。然而，我毕竟是这段历史的参

与者、亲历者、见证者，仍愿追随众多中外才俊之士，为《中国抗战大后方

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略尽绵薄并乐观其成。如果说当年守土有责未能

如愿，而晚年却能躬逢抗战修史大成，岂非塞翁失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经是抗战胜利65周年，我仍然难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

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

诵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

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

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以此为序。

庚寅盛暑于实斋

（章开沅，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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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

解放所进行的正义战争。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

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远东战场的指挥中心。重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了巨大的历史功绩，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抗战爆发后，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集中其陆军和海军的主要

航空兵力，从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对重庆进行长达7年的战略轰炸，妄图

以此彻底“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达到“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目的。

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历史的研究和评价方面，国内外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动向。这就要求中

国学术界进一步挖掘史料，拿出成果，澄清疑虑，更好地为推动人类进步事业

和祖国统一大业服务。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加强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侵

略和奴役历史的研究，以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和加快发展的紧迫感，又要深

入研究日本侵略中国和亚太各国的历史，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戳

穿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谎言。

“重庆大轰炸”历时之长，范围之广，所造成的灾难之深重，在二战期间和

整个人类战争史上创下了新纪录。重庆大轰炸与七七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

杀、旅顺大屠杀、七三一部队细菌战等一样，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惨痛的牺牲和

巨大损失。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和

不容抵赖的铁证。但是时至今日，日军轰炸重庆的罪行并未受到法律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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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这对深受战争侵害的重庆人民来说是极不公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文

物资料的散失，幸存者和见证人的辞世将不可避免，特别是当前日本政府对

其战争罪行的恶劣态度，因此，抢救文物资料，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已经

时不我待。否则，造成的损失将难以弥补。

70多年来，中外学者一直在对重庆大轰炸进行艰苦的研究。但是与对南

京大屠杀、旅顺大屠杀、七三一细菌部队等日军罪行的研究相比，中外学术界

对重庆大轰炸的研究相当滞后，研究基础薄弱，研究成果不多，基本上还处于

分散自发研究、民间自发索赔的阶段。因此，日军轰炸重庆的情况不清，重庆

人民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数字不准，与“重庆大轰炸”的历史影响相比，我们的

研究成果影响不大，特别是未能进入西方主流社会。为此，中外学术界都希

望重庆学界对此高度重视，拿出一批研究成果，加入到揭露日军侵华暴行的

行列之中。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重庆历史学界、档案学界的同仁，秉承“中国

立场，国际视野，学术标准”的基本原则，从基础的档案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

入手，开始了重庆大轰炸的深入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从大陆中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图书馆、四川省档案馆和台湾国史馆、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国民党党史馆等单位搜集到一大批档案文献史

料，采访并搜集了几百位受害者的证人证言，整理编辑成《重庆大轰炸档案文

献》史料丛书出版。

《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史料丛书》，主要分为馆藏的档案文献、日志和证

人证言三类。

馆藏的档案文献主要内容包括：重庆市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等和台湾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国民党党史馆等单

位收藏的有关抗战时期日机轰炸重庆经过、人口伤亡、财产损失以及反空袭的档

案史料，抗战时期有关区县档案馆所藏的日机轰炸档案史料。

证人证言主要内容包括：经调查采访征集到的有关重庆大轰炸受害者、

见证人的证言证词等文字和图片资料等。

重庆大轰炸日志主要内容来自国内外公开出版发行和内部发行的有关

重庆大轰炸历史的报、刊、图书文献资料。

我们希望以此为重庆大轰炸的研究提供最基础的史料，作出最实在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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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献。

我们相信，开展“重庆大轰炸”调查与研究工作，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

义，有助于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戳穿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美化

侵略的谎言，防止历史悲剧重演；有助于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

精神，增强爱国主义情感；有助于深化中国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研究，

充分发挥历史研究“资政育人”的作用。

周 勇
2010年9月3日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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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

东指挥中心，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日军为了

彻底“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达到“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目的，集中其陆军

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从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对中国战时首都——

重庆进行了近 7年的战略轰炸。日机轰炸目标主要集中在重庆及其周边主

要城镇，以及各交通要道、军事基地，甚至包括城区的平民居住区、各类学校

医院、外国使领馆等非军事区，给重庆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为具体深刻地记录日军的暴行，展示侵略战争带给重庆人民的深重灾

难，见证这段民族的痛史，我们对部分重庆大轰炸的亲身经历者进行了长期

深入的巡记，搜集了大量的口述资料。在此基础上，选出近300份口述资料，

经过整理编辑，集结成书出版。

本书主要内容为1938年至 l944年受害者当事人、旁证人口述因日机轰

炸造成的损害情况。为保持口述史料的真实性，将部分受害者、旁证人的身

份证、签字、手印、家庭住址等内容收录本书，部分口述材料在司法部门进行

了公证。为尽可能保持口述史料的原貌，本书所选用的内容，未作改动，只是

稍作文字加工，主要是：口述史料的标题由编者根据材料内容提炼而成；删除

了与主题无关的内容；对个别明显错漏之处作了处理；难以辨认的姓名或其

他内容以“□”替代等。全书大体以史实发生时间先后为顺序，再以地区分

类，再分人口财产综合类、人口伤亡类、财产损失类进行编辑，对不同见证人

叙述同一事件的材料作了集中编排，以便从多角度反映历史。



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证人证言

史家撰写的历史，是全面、系统和富于理性色彩的。本书调查采访的口

述史，是通过大轰炸亲历者的直接叙述，将大轰炸对平民阶层造成的苦难经

历直接、真实和具体地呈现出来。由于口述者是大轰炸的亲历者或受害者，

他们的叙述必然具有丰富的情感和复杂的心理，通过展示这些普通平民的个

人记忆，使我们能够感受到历史具有的真实性、丰富性和生动性，给人们提供

更生动和更情感化的大轰炸历史认识途径，给人鲜活的感觉。这有利于我们

从多角度的、多层面地研究大轰炸的历史，能给读者提供更多的了解历史的

视角，有助于人们刷新历史的成见，也可以弥补档案文献史料的不足与缺陷。

随着岁月的流逝，大轰炸的亲历者将逐渐离去，健在者越来越少。若再

不及时作抢救性调查，这段历史的真实细节将会永远湮没而无人知晓。这更

加重了我们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由于口述者受时间长久、记忆不清、知识水

平、社会环境、民族情感和文化心理等诸多原因的影响，口述者的历史记忆难

免会不够全面、具体和客观，有时还掺杂有叙述者主观的观念、情感。所以，

我们尽可能地对口述史料进行了“考证”，将其与档案文献史料印证，努力使

之成为全面和客观的口述历史。同时，也请读者特别是史家鉴别。

编 者

2010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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