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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日中全面战争时期的中国政治，是以国民

党和共产党（中共）基于“抗日”的共同目标

而展开的政治合作为前提，并为了“抗日”而

动员中国所有资源作为基本特点的。但是，

1941 年国民政府军以违反军纪为借口，发动

了歼灭中共新四军的皖南事件，其对国共关系

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改变了中国政治的面

貌。笔者曾对 1938 年 11 月 7 日（中共六届六

中全会结束）到 41 年 1 月 5 日（皖南事变发

生前）797 日（“800 日”）之间的中共权力

中枢部分的实际状况（书记处与中央委员会的

关系，“中央”的含义，党军关系与军事委员

会，毛泽东的领导权）进行过分析和考察
1
。有

关此课题的设定，是考虑到中共于 1949 年夺

取国家政权时的组织架构是通过 1940 年代上

半期的延安整风运动得于实现的，那么对此前

的 800 日中中共内部权力运作规则进行实证，将对推断 1950 年代到 70 年代毛泽东时代的中

国政治的结构和特点的历史来源具有现实的意义。 

为了深化这一研究课题，本文以河北省涞源县为题材，对同时期的中共基层部分的实际情

况进行探讨。 
河北省涞源县位于山西省与河北省交界处，是太行山脉中的小盆地（图 1）。中日战争全

面爆发后，该县处于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以及山西省的接合处。同时，由于此地亦是

八路军以太行山脉为依托，在河北平原展开抗战活动的重要据点，自然成为日军与八路军进行

争夺的典型地区（图 2）。这个事实与本稿的研究对象涞源县“800 日”的相关事宜密切关联，

如（1）黄土岭战斗与阿部中将的阵亡，（2）对诺尔曼･白求恩的回忆，（3）夺取日军据点东团

团堡的战斗，（4）王二小故事的出现与传播等都不是作为单独的地方事件，而是作为构成与中

国抗日战争整体（或是历史言说）相关联的事件来理解的
2
。 

                                                  
1［田中 2008，2009］，关于 1938 年 11 月到 1941 年 1 月中共权力的中枢部分的党军关系的实际情

况，以组织史资料、年谱、电报为素材加以探讨。这篇论文的主要论点为:（1）虽制定了以集体指

导体制为前提的政治局、书记处的分工为基础的制度设计，但是在实际召开会议时，这样的制度设

计并不能充分行使其职能。（2）同时期的中共文件大部分都是仅仅记为“中央”的文件，其实是以

与住在延安的所有政治委员意见一致为前提的。（3）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包括了 1937 年 8 月以后

所有住在延安的军事领导者，但是，由于八路军在前线作战,委员会的意图和决策在事实上具体由

毛泽东主席、王稼祥副主席负责。 
2 2005 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为纪念抗战胜利 60 周年,举办了“伟大胜利”大型主题

展览（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等联合主办）。在该展览的小

 
【图１】涞源县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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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中日战争前期的涞源县的实际情况，依据 a.中共涞源县委编写的几份报告书，

b.《杨成武回忆录》等回忆资料，c.《涞源县志》《中共涞源县组织史资料》等编纂资料进行

复原并确认上述与涞源县 800 日相关联的（1）-（4）事例作为“战争与革命的记忆”在今天

的涞源是如何定位的。 

Ⅰ．作为地缘政治空间的涞源 

以涞源县为素材，考察 1980 年代以后县级市场、社会和行政管理变化过程的杨雪东［2002］，

对中日全面战争前期和今天的涞源作了如下的概括： 

（1）涞源县的基本特点是“山区、

老区、贫困区”，到 1980 年为止，共有

17 个乡镇，285 个行政村，共计人口 26

万人。［72］ 

（2）最初的党组织成立于 1934 年。

七七事变后，八路军 115 师独立团在涞

源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是晋察冀边区

和八路军第一军分区的主要组成部分，

两次被命名为“对敌斗争模范县”。抗

日战争时期，涞源县虽经历了数次日军

的扫荡，却坚持在中共的指导下进行了

政权建设。即减租减息（1938），三三制

选举（40），42 年村干部选举（42），43 年精兵简政（43)等。1945 年全县解放时共有党

支部 251 个，党员超过 13,829 人
3
。［73］ 

（3）1985 年和 86 年，涞源县被国务院和省政府指定为需要重点援助的贫困县，贫

困人口从 84 年的 19.9 万人减少到 98 年的 3.1 万人。［74］ 

在中日全面战争时期，作为地缘政治空间的涞源县，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 1，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华北地区，建立了亲日伪政权。即 1937 年 9 月建

立的察南自治政府，10 月建立的晋北自治政府，11 月建立的包括上述两政府在内的蒙古联盟

自治政府(蒙疆政权)。并在 12 月于北平另行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河北省涞源县不仅和山

西省交界，还和察南、晋北两政府辖地交界（图 2）
4
。 

    第 2，从中国政治史的角度来看，1937 年 9 月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后编成八路军的共 

                                                  
册子（全 25 页）里，收录有关（2）对诺尔曼･白求恩的回忆，（3）夺取日军据点东团堡的战斗的

照片（本稿的图 11 和图 12）。 
3 据《县志》的记载，1945 年 9 月中共支部数为 251 个，党员数为 11,533 人。到 1949 年 9 月时，

分别为 259 个，13,829 人［473］。 
4 同县纵向切断由东北部至西南部的内长城线，可以作为蒙疆政权统治涞源县的主张的根据。 

【图２】蒙疆政权和涞源县 
(［江口圭一 1988：61］笔者加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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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军队东渡黄河开赴前线。在山西省成功建

立联合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山西新军和敢死对)

后，八路军向太行山区进发，并对华北平原展开

攻势（图 3）。 

    第 3，通过以上种种情况，涞源就成了日军

与八路军在军事行动中的交叉点。1937 年 9 月

日军第一次进攻涞源的时候，国民政府的守卫

部队和政府官员全部撤退。从此以后，在中日全

面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军再也没有回过涞源县。

如此，中日全面战争时期的涞源县从军事角度

来说始终处于日军和八路军相对峙的状态之

下。 

Ⅱ. “涞源县 800 日”的论题是否成立？ 

    本人前著［田中 2008、2009］所述“800 日”的立论，是以中共中央的划分为前提的。与

此相异，本文是以中日全面战争前期社会基层的中共组织的实际情况为研究目的的。究竟“涞

源县 800 日”的命题是否成立? 以县为考察对象具有何种意义? 着眼于“涞源县”的根据何

在? 本文将逐一进行探讨。 

    ［晋察冀等编 1988］中，论述了晋察冀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8］ 

(1)创建阶段:从 1937 年的“七七事变”到 1938 年 10 月的粉碎日军二十五路的围剿； 

(2)强化阶段:从 1938 年 10 月到 1940 年

末的“百团大战”结束； 

(3)艰苦斗争和收复阶段:从 1941 年初到

1943 年末的日军“扫荡”作战的失败； 

    (4)局部反攻、全面反攻和大发展阶段:从

1944 年初到 1945 年 9 月抗日战争胜利。 

这四个阶段中，中日全面战争时期的中共

军队的人数推移如图所示(图 4) 
5
，并且，本

稿的研究对象“涞源县 800 日”，可以认定为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第二阶段（强化阶段）。 

    那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阶段”

                                                  
5 八路军人数“创建阶段”80,000（1937）-156,700（1938），“强化阶段”270,000（1939）-400,000
（1940）“艰苦斗争和收复阶段”305,000（1941）-339,000（1943），“局部反攻、全面反攻和大
发展阶段”507,620（1944）-1,028,893（1945）。从“创建阶段”到“强化阶段”显著增加，“艰
难斗争和收复阶段”出现减少和停滞。“局部反攻、全面反攻和大发展阶段”急速增加。 

【图３】八路军的活动和涞源县 

（［郭利民编 1993］笔者加笔） 

【图４】中共军队的发展 

（［池田等 200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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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强化阶段”是怎样的过程，涞源县和涞源县的“800 日”在其中又有怎样的历史定位呢? 

1）创建阶段 

6
 

1937 年 8 月下旬，八路军 115 师、120

师、129 师向华北前线进发。9 月 25 日，115

师在山西省东北平型关获得了抗日战争爆发

以来的首次胜利。10 月，115 师主力和八路

军总部南下娘子关方面，而副师长兼政委聂

荣臻则留守五台地区，率师独立团、骑兵营、

教导队、总部特务团 2 连、343 旅和 120 师

359 旅工作团等 2,000 余人着手建立抗日根

据地(中共北方局派遣王平，李葆华，刘秀峰

建立晋察冀临时省委)
7
。11 月， 晋察冀军区

(聂荣臻司令员兼政委)在五台成立，并划分

为四个军分区（图 5）。 

11 月， 晋察冀省委(书记黄敬)，军区机

关也转移至阜平。12 月，打退日军 20,000 余

人的八路围攻。这样被平绥、正太、同蒲、平

汉各铁路围成的晋察冀边区的核心地区就初

步形成了
8
。 

1938 年 1 月， 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

大会在阜平召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临时

政府)成立。此事由第 2战区司令员阎锡山向

国民政府行政院报告。1 月 31 日，行政院承

认并批准成立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边区

政府就正式成立了。边区政府设置冀西，晋东

北，冀中政治主任公署(专署)，并委派县长

（图 6）。 

4 月，晋察冀边区省委召开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冀中区也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

3－6 月，农、工、妇、青各界救国会也相继成立，会员人数超过了 100 万。 

日军在展开武汉、广州会战的同时，发起了“五台北围”作战计划，动用 50,000 余人从

25 路向晋察冀腹地的五台、阜平、涞源等发起攻击。对此，当地民众与 120 师 359 旅相呼应

                                                  
6［晋察冀等编 1988：9-14］。 
7 杨成武独立团向平绥路、汉平路北段挺进,攻克涞源、广灵、灵丘、蔚县、阳原、浑源、易县，

开拓了北部边区。 
8 1938 年 4 月，被西=平汉、东=津浦、北=平津、南=沧石路四面包围的冀中平原根据地建立。并

且在同年 3 月，八路军部队向平西、冀东地区挺进，10 月，留下部分部队留守，其余撤退。 

【图５】晋察冀军区的成立 

（［河北省等编 1983］） 

 

【图６】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 

（［河北省等编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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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抵抗，经过 48 天的激战，歼灭包括少将旅团长常冈宽治等在内的 5,300 余人
9
。 

在这个时期，成立了 2个政治主任公署、3 个专署、72 个抗日县政府，拥有人口 1,200 余

万人。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被评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

的模范区”。 

2) 强化阶段 

10 
战局以 1938 年武汉的失陷为转折点进入了僵持阶段。日军采取了新的占领方针，在华北

地区常驻部队 30 万，从 1938 年冬至 40 年春，以晋察冀根据地为主要对象，进行了三次“治

安肃清围剿作战”。即对冀中平原根据地的 5次大包围作战(1938 年 11 月-39 年 4 月) 
11
，对

五台、涞源、易县地区以及平西地区的“肃正”作战(39 年 5-6 月)，以及对晋察冀核心区的

冬季“扫荡”作战(39 年 10-12 月)。 

这个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方针转变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河北省主席兼冀察战区

总司令鹿鐘麟公开表态不再承认冀中政治主任公署和冀南主任公署，这也导致了国共间的

“摩擦”
12
。 

1939 年 1 月，中央北方分局(晋察冀分局)成立，其内部设立了 3 个区委(晋察冀、冀中、

冀热察)。并召开第二届党代表大会，根据中共六中全会的精神制定新的方针。 

平汉线以西的晋察冀军区在 1939 年 5 月-9 月的反扫荡作战中，投入 120 师 358、359 旅，

并在 10-12 月的冬季反扫荡作战中除第 1 分区所属部队，120 师特务团也参加了战斗，在雁宿

崖、黄土岭战役中，阿部中将阵亡。 

1940 年 7-10 月的“民主大选举”运动是根据 1939 年召开的北方分局青山组织会议的部

署展开的。并且 8 月的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双十纲领)确立了晋察冀抗

日根据地的基本方针。8-12 月的百团大战中，

晋察冀边区先后有 46 个团参加。 

这个时期的根据地范围不断扩大，还建立

了晋察冀(北岳)、冀中、冀热察 3 个战略区，

成立了 1 个行署、1 个办事处、13 个专署、90

个县政府，拥有人口 1,500 万余人（图 7）。 

在这里，我们可以重新确认晋察冀抗日根

据地的“创建阶段”和“强化阶段”的特征，

以及“涞源县 800 日”的定位。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同晋绥、晋冀(鲁)豫、

山东的各根据地一样，是八路军建立的根据地。

1937 年 10-11 月，由平型关战役后留守五台地

                                                  
9 在冀中地区，通过推倒城墙、破坏公路、修筑沟壑改造平原地形，还拆除了 24 个县城的城墙。 
10［晋察冀等编 1988：14-20］。 
11 1938 年 12 月，中共在冀中地区投入 120 师主力。 
12 典型事件有博野事件，深县惨案。与此相对，中共以“有理，有利，有节”为原则展开斗争。 

【图７】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40 年） 

（［河北省等编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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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 115 师副师长聂荣臻和师独立团等部队一同建立的。同根据地可划分为沿着太行山脉的

山区(晋东北、冀西)，华北平原(冀中)，以及联结张家口-北平-天津的平绥、北宁铁路以北的

冀热察地区三个部分。以五台、阜平为中心的山区构成了根据地的中枢部分。 

3)“创建阶段”时期的涞源县 

涞源县与阜平县相邻，与阜平县的东北部接壤。下面来考察一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建

阶段”时期涞源县的情况［县志 1998：24-25］。 

1937.8.28  日军三架飞机轰炸县城。 

9.13  日军第 5 师所属的第 9 旅团进攻县城。国民党 29 军 1 个连进行了抵抗最终仍被日

军占领(县政府官员向南逃亡)。 

9.25  八路军 115 师杨成武独立团在驿马岭西侧阻击了从涞源向平型关增援的日军(歼灭

日军 400 余人，残兵退回县城)。 

10.10  杨成武独立团1个营的便衣队，夜袭县城，日军部队向东逃窜(八路军收复县城)； 

10.11  涞源县民主政府在城东大庙成立(县长:王茂斌)； 

10 下旬  杨成武独立团以涞源为中心建立抗日根据地，部队扩编为独立第一师。 

11 月中旬  最初的人民武装:涞源游击队成立。 

11.25  杨成武独立师二团，猛攻王安镇的日军据点，歼敌 500 余人。 

11 下旬  日军分 13 路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并占领县城。之后被杨成武部队再次收复。 

12． 中共涞源县委成立(书记兼宣传部长:梁正中)。并成立白石口、插箭岭、灵吉、黑山

等 18 个基层支部。 

12.  涞源人民抗日救国会成立。 

1938.3.18  日军第四步炮骑团从紫荆关向涞源侵犯。企图打通涞易、涞蔚公路。 

3.24  日军在二道河杀害民众 28 人(二道河事件)。 

3.26  八路军进攻王安镇的日军据点(歼灭日军 300 余人)。 

3.27  日军 800 余人再次占领县城。28 日，在城关杀害民众 30 人。 

3.  梁正中、王国权在五台山出席晋察冀边区第 1 次党代表会议(涞源县在同会议中被评

为“对敌斗争模范县”)。 

4.13  县委与抗日民主政府处决汉奸尚朝宗、蒋凤岐、谭正勲等 7 人。 

4.  县委与各民众团体组织各种训练班。培养积极分子，发动民众推进减租减息、合理负

担政策(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建立农村支部) 

5.  涞源妇女为八路军缝制 1500 双布鞋。 

7.7  涞源军民在杜村召开七七纪念大会。杨成武司令员，罗元发主任以及县领导梁正中、

王斐然等出席大会，并检阅地方武装。 

如此，1937 年 9 月国民政府撤退后的约一年时间，涞源县经历了三次被日军占领又被八



 7

路军夺回的拉锯战。38 年 10 月，日军

第四次占领涞源
13
，直到 45 年 5 月 27

日撤退为止，始终控制着涞源县城。对

此，中共系政府将政府所在地转移至走

马驿、银坊、南马庄，继续展开对敌斗

争，这就表明，对涞源县的中共来说，

“创建阶段”与“强化阶段”是两个

完全不同性质的阶段。 

即，对于日本的华北统治来说，涞

源县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枢部分的

阜平县相邻，并且由日军占领(以日军

的角度来看，是最前线的据点，对八路

军来说，是游击区)。涞源县的状况反映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强化阶段”(涞源县的 800 日)

成为了日军与八路军军事对抗的焦点之一。 

    表 1 反映了中日全面战争时期中共涞源县委员会的情况。该县的中共党组织基本上是随

着八路军的到来而创立的。从 1937 年末的 220 人到 38 年末的 2,136 人，甚至到了 40 年末更

大幅度增加至 3,957 人。 

Ⅲ．关于资料的问题 

要解读中日全面战争前期“涞源县的 800 日”中中共的实际状况，有哪些资料可为借鉴

呢? 

首先是能够提供反映“800 日”基本情况的《涞源县志》，和一部编篡资料《中国共产党

河北省涞源县组织史资料 1933-1987》 (组织史资料 1991)，该资料提供了该时期，涞源县党、

政、军系统各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具体信息。 

其次，中共涞源县委员会编写的数份文献是可资探索中共组织与基层社会关系的未公开

史料(河北省档案馆所藏)。除此之外，还有未公开的史料《关于陆军中将阿部规秀阵亡的报告》 

(驻蒙军司令员冈部真三郎，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所藏)。 

此外，在晋察冀根据地的中心地——阜平发行的《抗敌报》《战线》等也有若干关于涞源

县情报的记载，其对于理解涞源县与晋察冀根据地的情况很有益处
14
。 

杨成武与聂荣臻的回忆录是理解“涞源县 800 日”当中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料
15
。 

另外，1938 年在涞源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晋察冀边区的中共地区委员会和公安总局工作

                                                  
13 1938 年 8 月，中共涞源县委发动群众数千人，对东西北侧的城墙进行拆除。 
14《河北省等编 1983》《晋察冀等编 1988》等资料集也给予了同样的定位。 
15 除此之外，作为当时的回忆资料，还阅览了《涞源县文史资料》。 

【表 1】中共涞源县委的组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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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刘玉著有抗日历史小说《奔腾的拒马河》(1994，中国工人出版社)
16
。从复原“涞源 800

日”的史料工作这个角度而言，把作者的实际体验和作为小说的创作部分完整分离是很困难

的。虽然如此，由于中日全面战争爆发时，涞源县并不存在中共组织，因此中共是作为外来者

跟随八路军一起来到涞源县的。此书对中共作为政治势力如何在涞源社会扎根和发展的过程

作了生动的描写，极具参考价值。 

Ⅳ．从县志来看“涞源县的 800 日” 

在这里依据《涞源县志》所收录的“大记事”对“800 日”进行日志式的概述［25-27］。 

1938.10  日军占领涞源县城(抗日民主政府转移至井子会、走马驿、银坊、南马庄、并

展开对敌斗争)。 

11.23  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救济委员会(对受日军侵害的灾民进行大规模的救济)。 

1939.1.  日军在县城成立伪政府。 

5.  涞源妇女捐献首饰給抗日民主政府(超过数千元)。 

7.2-8.29  持续 48 天的大雨。大部分的村庄被水淹没，死伤 720 余人，毁坏耕地

74,000 余亩，房屋 6,800 余座。 

11.3-8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 1 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在县东南的雁宿崖、黄土岭 2 度包

围正在发动扫荡作战的日军(日军阿部规秀中将阵亡)。 

11 初  加拿大籍外科医生白求恩率医疗队从易县管头来到涞源县孙家庄。在同村的全神

庙展开医疗活动。手术中感染细菌，之后于唐县黄石口村去世。 

12.  日军在涞源发动报复性“扫荡”。干部、民众 120 余人被杀，房屋 2 万余座被破

坏，1 万石粮食被抢夺。 

1940 春  由于去年的大水灾和日军的“扫荡”，解放区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县

委、抗日民主政府，展开春季生产自救和开荒运动。 

3.  日军征用民众修筑由县城至王安镇、水堡、腰站、唐县的公路。 

5 上旬  涞源县涌现参军热潮(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 

7.  民主大选举实施。通过三三制选出县、区抗日政权的领导人。 

9.22  百团大战第 2 阶段的重要战役:涞(源)灵(丘)战役开始。八路军独立师 3 团进攻

东团堡的据点。经过三天的激战歼灭守军 170 人。 

9.23  杨成武司令员指挥独立师 2团进攻三甲村日军据点。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共歼

灭日伪军 80 余人(逮捕日军 20 余人，伪军 50 余人)。 

9.23  印度巴苏华率医疗队到达乌龙沟，治疗在东团堡战斗中受伤的八路军战士。 

9.  涞源县召开第一届县议会。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选出议长(由县委书记李虓兼任，

胡少勲任副议长)。 

                                                  
16 共著者刘振堂是涞源小学教师，历任党、政府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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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八路军第 1 军分区所属部队在涞灵战役中进行了 56 次战斗，攻克东团堡、三甲

村、下北头、张家峪、北石佛、中庄、上庄、刘家嘴、白石口等 11 处据点，歼灭

日军近 600 人，同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12 下旬  涞源妇女会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赵伟任妇救会主任)。 

年末  日军在县东部、烟煤洞等地强行开采石棉。 

Ⅴ．从组织史资料来看“涞源县的 800 日” 

通过《组织史资料》，我们可以把握关于中日全

面战争时期涞源县党、政、军系统的各组织和社会团

体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关于县内中共区委员会与行政

区域变迁的记述， 包含了对解读后述中共涞源县委

员会文书不可缺少且极为重要的内容。从 1937 年 10

月至本稿考察的“涞源县的 800 日”，这一时期的涞

源县的政治演进有以下一些特点［16-17］。 

（1）1937 年 10 月，以八路军干部王茂斌为县长

的县政府成立，沿袭以前的行政区划，在 6 个区组织

抗日救国会作为临时行政机构（12 月，划分为 7 个

区）。 

（2）1938 年 4 月，7 个区的区党委和区政府（公

所）成立
17
，工人、农民、青年、妇女抗日救国会也相

继成立。 

（3）1939 年 4 月，根据日军占领县城并构筑新据

点等情况，将 7 个区改编为 13 个区。40 年初，统辖

全县武装的抗日武装委员会成立（武卫会），同时成

立了区级武卫会。2 月，涞蔚公路西侧的 10 个区编

入到广灵县 5 个区的管辖内。 

（4）1940 年 7 月，县委对游击区 5、6、7、8、

9、11、12、13 区进行改编，区委和区公所改编为 8

个区（1、2、3、4、5、7、9、10 各区）。 

 

                                                  
17 1938 年 1 月,通过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承认批准,晋察冀行政委员会作为地方政府获得认可。之后,

委员会设置的冀西、晋东北、冀中政治主任公署(专署)各自委任了县长。随着县政权性质的转变,

县内的区级行政机构之临时行政机构“抗日救国会”重组为正规的区政府公所。这期间涞源县长分

别为，王茂斌(军人,1937.10-11)，朱遵斌(军人，1937.11-12)，张苏(1938.1-2)，王斐然(1938.2-

1939.2)。［组织史资料 1991:20-21］。 

 
【图 8】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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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史资料》中，收录了《初创抗日根据地涞源县行政区划图》（1937.10-1937.12）

和《抗日战争时期涞源县行政区划图》（1942.7-1945.8）。与前者沿袭了以往的行政区划的 6

区编成相对，后者采用了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基本型的 10 区编制。如此可以理解 1939 年 4 月

以后的 13 区编制和 40 年 7 月的 8 区编制的改编是 42 年 7 月以后作为基本型的 10 区编制的

过渡阶段
18
。即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涞源县的 800 日”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涞源社会的转型期

这一论点提供了佐证。 

图 8 与图 9 分别是 1939 年 4 月-1940 年 7 月和 1940 年 7 月-1941 年 2 月的县行政区划

图，皆是参照《组织史资料》的记载，在《抗日战争时期涞源县行政区划图》（1942.7-1945.

8）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后制作的。 

Ⅵ．从中共县委文献来看“涞源县的 800 日” 

本人所能阅览的中共

河北省涞源县文献共有五

份，分别是《扩军工作总结

报告》1940 年 6 月 4 日，

《县选议员工作总结报

告》11 月 1 日，《关于争取

反扫荡彻底胜利的初步检

查报告》11 月 9 日，《1940

年宣传教育工作总结报

告》12 月 30 日，《关于双

十纲领材料》1941 年 2 月

1日。前四份是向上层组织

提出的报告书，后一份是

根据上层指示召开会议的

记录。这四份报告书中，《扩军工作总结报告》记载的县内行政区划是 1-13 区，对此，《县选

议员工作总结报告》《关于争取反扫荡彻底胜利的初步检查报告》《1940 年宣传教育工作总结

报告》记载的县内行政区划是依据 1940 年 7 月区划变更后的 1-10 区。以下透过四份报告书

中反映的关于战时涞源社会的实际状况进行简单描述。 

1) 扩军工作总结报告（1940 年 6 月 4 日） 

表 2 是报告书中所记载的扩军工作的总结表，是对县内各行政区实际状况进行的整理和

总结。依据各区是根据地还是游击区的不同，扩军工作的方法有本质上的区别，同时，对“政

                                                  
18 想要关注的是表 1 中区委数的部分，特别是 1939 年末为 13，40 年末为 8，41 年末，42 年末，

43 年末，44 年末，45 年 5 月分别为 9、9、10、10、10。 

【表 2】 扩军工作总括表 

  
原分配 

完成数 
青年成份 壮年成份 

党員数 洗刷数 実交数 
数目 工 農 工 農 

一区 25 42 7 23 3 2 1 7 35 

二区 20 70 2 34  9 13 25 45 

三区 15 47 1 9 2 12 6 23 24 

四区 15 35  13  11 2 11 24 

五区 20 27 4 7 3 5 1 8 19 

六区 25 35 5 12 4 2 6 12 23 

七区 20 21 5 6 1 5  4 17 

八区 20 24 2 11 2 6 2 3 21 

九区 40 36 1 13 2 11 4 9 27 

十一区 20 30 7 3 6 4 4 10 20 

十二区 20 61 11 20 5 8 17 17 44 

十三区 15 48 10 13 1 9 12 15 33 

総計 255 476 55 164 29 84 68 14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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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动员”与“行政动员”进行区分，前者是针对自觉参军的情况，与之相比，后者通过某种行

政上的压力来推行。本来应按前者的原则开展的扩军工作在现实中也可能掺入了后者的成份。 

各区(各村)间开展的征兵竞争，表明县发挥了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共同体的功能。对灾民

和“抗属”(有军人的家庭)的表彰和在生活上的照顾成为扩军工作能否顺利完成的基本条件。

报告也提到了扩军工作中的不足，比如，物质优待、欺骗、事实上的人身买卖等，（笹川・奥

村 2007）曾论述过的同时期四川盆地(重庆国民政府)的现象在涞源也同样存在。 

2）1940 年宣传教育工作总结报告（12 月 30 日） 

    本报告书由 a.一年来的总结，b.干部教育，c.支

部教育，d.对外宣传工作，e.对民众的宣传教育工作，

f.国民教育工作的六部分构成。其中“国民教育工

作”部分是反映1940年阶段涞源县政府掌握教育的实

际情况。以下，列举四份列表进行整理。 

(表 3)各区小学教育统计表； 

(表 4)学校数目与行政村数目比较表； 

(表 5)小学男女生人数比较； 

(表 6)游击区教育状况。 

 

这四份表中将县内行政区域划分成 1-10 区是依据 1940 年 7 月行政区划的改编。由于缺

少 6 区和 8区的资料，共计 8 区
19
。还有，其中提到游击区教育状况(图 15)中说明这个阶段的

2 区和 4 区是根据区
20
。 

                                                  
19 笔者认为，关于 6 区，在表 4 的备考中作为“现未成立”，表 6 在同区的“民校数 2”、“学

生数 40”是区划变更时的试行阶段。 
20 从表 3 和表 4 中可以推断出，由于日军与傀儡政权的统治，对包括县城在内的 1区在内的民主

政府的行动是非常困难的。 

【表 3】各区小学教育统计表 

  高小 人数 初小 人数 輪学廻校 人数 

一区             

二区     14 29 6 50

三区 1 5 14 215     

四区     18 36     

五区     3 68     

六区             

七区     15 148     

八区             

九区 2 50 25 490 1 29

十区 1 40 27 450     

共計       1436     

【表 4】学校数目与行政村数目比较表 

  行政村 学校数 
有学校村
荘百分数 備考 

一区 37       

二区 24 20 80   

三区 22 7     

四区 21 18 90   

五区 24 3     

六区 29 16   現未成立 

七区 23 15 50.3   

八区         

九区 23 27     

十区 29 27     

【表 5】小学男女生人数比较

  男生 女生 学生総数 

一区 73 21 94

二区 18 16 34

三区 195 20 215

四区 120 80 200

五区 50 18 68

六区       

七区 178 15 193

八区       

九区 310 180 490

十区 310 140 450

【表 6】游击区教育状况 

  小学校 学生数 民校数 学生数 

一区 4 94 2 90

二区         

三区 7 110     

四区         

五区 3 68 5 120

六区     2 40

七区 15 148 2 45

八区         

九区 25 490     

十区 97 45 35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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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是根据 1939 年和 1940 年的冬学运动（业余教

育）的情况整理的。2 区和 4 区的显著发展状况从另一个

侧面说明冬学运动是以民主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掌控为背景

开展起来的。 

 

 

 

 

3）关于争取反扫荡彻底胜利的初步检查报告（11 月 9

日） 

通过这份报告书可以了解民主政权如何对应日军和伪

政权扫荡活动的实际情况。表 8 是各区在 1940 年 12 月的

“冬季扫荡”中蒙受损失的统计，反映了此次军事行动的

重点是针对民主政府根据地的 2 区和 4 区。 

 

 

 

 

 

表 9 是对 2区内各村受害程度的整

理，它能具体反映出根据区中民主政权

对各行政村的掌控究竟达到何种程度，

极具资料价值。 

 

 

【表 7】冬学运动的情况 

    1939年 1940年 増加数 

一区 
校数       

人数       

二区 
校数 14 31 17

人数 280 640 360

三区 
校数   14   

人数   215   

四区 
校数 8 23 15

人数 120 460 340

五区 
校数   5   

人数   120   

六区 
校数   2   

人数   40   

七区 
校数   2   

人数   45   

八区 
校数       

人数       

九区 
校数   28   

人数       

十区 
校数 25 35 10

人数 500 450   

 
【表 8】 1940 年冬季扫荡各区损失调查统计(民国 19 年 12 月) 

  一
区 

二
区 

三
区 

四
区 

五
区 

六
区 

七
区 

八
区 

九
区 

十
区 

房間（間） 97 92 10 700      218

糧食（石） 115.7 175 200 250 37     500

什器（元） 823 17102.3         

牛（頭） 10          

羊（頭）  27  6       

ロバ（頭） 8 12  1       

負傷（人）  1      3   

死亡（人）  3  5    4   

【表 9】 二区损失调查统计（民国 19 年 12 月） 

村 名 

房
間
（
間
） 

糧
食
（
石
） 

什
器
（
元
） 

羊 ロ
バ
（
頭
） 

負
傷
（
人
） 

死
亡
（
人
） 

（
頭
）

銀 坊 60 46.34 2039  4   

吉 何 30 15.22 1150  1   

松樹台  3.6 410     

安南宅  24.72 3883.5  3   

上下台 21 15.28 1745 27    

北 壇  23 2600   1 2

張家純  4.77 236.3    1

雁宿崖  0.48 252     

銀炉台  0.56 1059.5     

下碾盤 11 27 3074  2   

西流水 30 0.01 40     

司各庄  5.38 427     

黄土嶺  3 65     

玉里溝  1 80     

陳家舗  1.2 40  2   

総 計 92 175 17102.3 27 1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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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议员工作总结报告（11 月 1 日） 

关于县议会议员的选举，上述的县志中，记载了

1940 年 7 月实施民主大选举，9 月召开第一届县议会，

县委书记李虓当选为议长。县委报告书中提到了县内

各区参加投票的男女人数（表 10）。 

这份表中的 6 区和 8 区究竟指哪个部分，关于这

个问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根据汇总的情况来看，

公民总数 72,897 人，投票人数 43,219 人，投票率为

59%。其中根据区的 2 区和 4 区的投票率分别高达 93%

和 84%，与包含县城在内的 1 区投票率仅有 32%的情况

形成鲜明的对比。 

 

 

 

表 11 是对当选人情况的整理。从报告书中可以看

出，选举工作中，比起选谁不选谁或选哪个派不选那个

派这个问题，更加重视如何让包括老人、病人、妇女、

少年等社会基层的所有成员参与选举。很明显，其目的

是通过投票动员推动地方社会对县政权的正统合法性

的认知。上表中提到女性、25 岁以下、贫农，以及中共党员等当选居多的情况，反映了这样的

事实。 

这种选举，在晋察冀边区的各县都并行实施，是应对国共合作关系前提下如何获取地方权

力的正统合法性的具体部署
21
。 

【表 11】 当选人的性别、年龄和阶级成份 

  

性 別 

50

歳
以
上 

25

歳
以
上 

25

歳
以
下 

成  分 

党 

員 

非
党
員 

男 女 
工
人 

僱
農 

貧
農 

中
農 

富
農 

地
主 

知
識
分
子 

正
式 

33 5 
6 25 7 1   12 12 1 4 8 26 12 

38 

候
補 

9 2 
  5 6     3 5     3 8 3 

11 

計 49 6 30 13 1  14 17 1 4 11 34 15 

                                                  
21 关于如何理解 20 世纪中国政治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权力、地方社会的 4 层构造，参

照［西村成雄 1991:49-53］。同时,关于日中全面战争时期的中共权力具有地方政府和地方权力两

面性的问题，参照［田中仁 2002:38-60］。 

【表 10】 参加投票的人数 

  公民総数 参選人数 
百分比 

  男 女 男 女 

一区 
15208 4903 

32 
8429 6779 3324 1579 

二区 
3842 3578 

93 
2240 1602 2064 1514 

三区 
7060 6089 

88 
3849 3211 3315 2769 

四区 
4643 3903 

84 
2608 2035 2207 1696 

五区 
5866 5061 

86 
3225 2641 3030 2031 

六区 
8844 3009 

34 
4374 3470 1942 1097 

七区 
7555 3922 

51 
4371 3184 2345 1577 

八区 
4960 3968 

80 
3869 2091 2121 1847 

九区 
4730 4379 

92 
2643 2077 2423 1954 

十区 
5175 4437 

85 
2887 2288 2579 1861 

総計 72897 43219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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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从四张照片来看“涞源县的 800 日” 

以上通过组织史资料和中共县委文献，对“涞源县 800 日”期间中共的活动与县内各区地

方社会的互动关系作了整理。 
由于涞源县是中日全面战争时期，日军与八路军的典型交战区域。涉及全国范围的政治

变化或是与中日战争相关联的事件都发生在“涞源县的 800 日”之中。现在以四张照片为素

材，对中国政治、中日战争与涞源地方社会有着何种内在的联系进行探讨。 

1）1939 年 11 月 7 日 击中阿部规秀中将的迫击炮 

图 10 是《涞源县志》与《杨成武回忆录》

中，解说并收录的照片
22
。1939 年 5-12 月的日军

针对晋察冀根据地山区的军事行动，是以围歼八

路军主力部队、隔断交通、进攻根据地据点为目

的的。聂荣臻的指导下的晋察冀军区灵活运用各

部队进行了应战的同时，当地的民兵组织和民众

团体的支援也发挥了不可缺少的作用。 

期间，阿部将军在涞源阵亡的消息连同其家

属的状况被朝日新闻报道
23
，蒋介石军事委员长也

向朱德总司令发捷报祝贺。 

2) 1939年 10月 白求恩大夫在涞源县孙家庄村的小庙

为伤员进行手术 

图 11 是《涞源县志》所收录的照片
24
。加拿大藉医生

诺尔曼・白求恩于 1936 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时参加了国际

纵队，同时还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38 年，受加拿大和美

国共产党的派遣，率医疗队奔赴延安。图为他正在为参加

涞源县雁宿崖和黄土岭的战斗中负伤的八路军伤员进行

治疗的情景。11 月，在手术时因感染细菌在邻接的唐县去

逝。 

 

 

 
 
                                                  
22 岳思平主编的《八路军》也收录了同样的照片。解说词是“1939 年 11 月，在黄土岭的伏击战中,

八路军歼灭日军中将阿部规秀以下 900 余人。图为八路军向日军阵地发射迫击炮弹”［179］。 
23 东京朝日新闻，1939 年 11 月 22 日朝刊第 11 版、夕刊第 1、2版、25 日朝刊第 7 版、26 日朝刊

第 11 版，27 日夕刊第 2 版。 
24《涞源文史资料》第 1辑（1996）中也收录了同样的照片。 

【图 10】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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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40 年 百团大战第二次战役中消灭敌士官大队后欢呼胜利 

上述题目是《杨成武回忆录》中所收录照片（图 12）

的解说词
25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晋察冀抗日根据

地》也收录了同样的照片。其解说词为“百团大战中晋察

冀某部队攻克涞源县东团堡。图为战士们在长城烽火台

上欢呼胜利”。 

究竟百团大战和攻克东团堡以及长城上的烽火台之

间有着何种联系呢？ 

百团大战是 1940 年 8 月-41 年 1 月之间八路军发动

的军事进攻，分别由以捣毁正太(石家庄-太原)铁路为主

要内容的第一阶段，以破坏交通线和夺取交通线两侧以

及渗入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为目标的第二阶段和反击日

军报复性“扫荡”的第三阶段组成。 

在构成第二阶段一部分的涞(源)灵(丘)战役中，晋

察冀军区各部队发动了对涞源县城及城内日军据点的夺取战。9 月 22-23 日，虽未进攻县城，

却夺取了包括三甲村和东团堡在内的十余处据点。其中与日军教导队(教训营地)170 人在东团

堡据点［县志 594-595］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八路军指挥部设在了可以俯瞰全县动向的长城

烽火台上，《杨成武回忆录》上面的照片是东团堡战斗后欢呼胜利的情景
26
。 

4) 东圈堡 

27敢死队留在墙壁上的壁书 

图 13 是《北支治安战》所收的壁书［361］。 

岳思平论述到:“受到巨大打击的涞源日军集中 3000

人的兵力发起猛烈的反攻，10 月 1 日夺回了被晋察冀军区

各部队攻占的大部分据点”［岳思平 2005：228］。《北支治

安战》也记述到:“中共军队之后从两个守备部队阵地(东圈

堡和三甲村)撤退时，在墙上留下了‘此阵地的日军守备部

队战斗英勇’的壁书后离去”［战史室 1968：361］。 

 

 

                                                  
25 刊登同样照片的《涞源县志》的解说词与之相同。 
26 在这次战斗中日军使用了毒气。1940 年 9 月 26 日，在阜平发行的《抗敌报》还特别发行了东团

堡和三甲村的号外。 
27 当时，“东团堡也被称为东圈堡”［战史室 1968：361］。 

【图 12】 

【图 13】 



 16

Ⅷ．中国抗日战争与涞源抗战 

还有一件涞源抗战与中国抗日战争相关联的事件， 就是王二小的故事。 

王二小于 1929 年出生于涞源县上庄。父亲是长工，母亲做一些针线活补贴家用。中日全

面战争爆发后，他成为儿童团员，平时当牧童管理牛群。1941 年 9 月 16 日，正在进行冬季扫

荡作战的日军在山中与二小相遇，令他带路。他灵机一动利用这个机会把日军诱至涞源县黑庄

乡狼牙口附近的八路军埋伏圈。发现上当受骗后的日军将二小杀害，日军也被八路军全歼。涞

源县青年救国会干部张士奎将事情经过向边区青年救国会汇报，并在《晋察冀日报》中刊登。

1942 年以此报道为题材创作的《歌唱二小放牛郎》(方冰作词・劫夫作曲)歌曲迅速传遍了全

国的抗日根据地
28
。 

王二小虽是在“涞源县 800 日”之后牺牲的，但是加入了儿童团的他之所以做出了献身

的举动，应该说与“800 日”的环境影响有直接的关系。 

在百团大战中，被八路军攻克的据点大部分不久又被日军夺回的事实，反映了涞源县一带

日军与八路军之间的兵力差距。另一方面，尽管日军控制了县城，1941-43 年涞源县的中共党

员数却稳步增加，这又做何解释呢
29
?关于这一点涉及到涞源的地缘政治空间在本稿研究对象

的“800 日”到 1940 年代前期之间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这一本质问题。至少对日军来说，始

终没有具备其作为新生政治势力来稳控涞源县区域社会的客观条件。 

1945 年 5 月 27 日，日军放弃县

城撤退至县城以北，随后中共涞源县

委与政府从东刘家庄返回县城。6 月

2 日，县委在东大庙举行全县群众庆

祝中共解放涞源大会（图 14），7 月

7日，县城的水心亭改名为烈士亭［县

志 29］。 

 

 

 

 

                                                  
28 老普“抗日少年英雄王二小”。 
29 问题所在为，图 4 所示的 1941-43 年中共系军队（八路军）的停滞、递减状况和表 1 所示的同

时期涞源县中共党员人数增加的倾向之间的关联性应如何理解。 

【图 14】涞源解放大会［县志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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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围绕涞源的战争与革命的记忆 

1978 年 12 月，中共召开了确立以邓小平

为领导核心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继

续革命论，中国由此从“革命”的时代转变为

“改革・开放”的时代，81 年又通过了“历史

决议”，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使党、国家

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

失”的动乱，对此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由此， 

以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的中国

革命的轨迹，被赋予适应“改革・开放”时代

的新内容，并加以重新定位。 

1988 年 9 月竣工的“雁宿崖黄土岭战役

胜利纪念碑
30
”，是涞源县具有代表意义的纪

念碑（图 15）。 

由于 1980 年代中国社会的巨变和 89 年

的天安门事件以及其后的东西冷战结束的影

响(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作为整合中国社会

的“革命”理念也需要重新诠释。 

（图 16）是 1995 年 9 月 3 日在“白求恩

手术室遗址”前落成的塑像。塑像的正面是

“白求恩大夫生平简略”，左右两侧分别是聂

荣臻和吕正操撰写的碑文。这里摘要背面的“祭白求恩大夫碑文”。 

白求恩大夫以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忘我的工作热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突出

贡献。白求恩大夫在涞源工作的日日夜夜，与涞源人民结下了深情友谊，中国人民怀念他，

涞源人民怀念他。时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

年纪念之际，中共涞源县委员会、涞源县人民政府、中共天津市河东区委员会、天津市河

东区人民政府决定联合修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染指的孙家庄小庙，并由共青

团涞源县委员会和涞源县民政局筹资施工修建，其中曾得到社会各界的慷慨解囊。（捐资

单位附后）在此表示谢意。为光扬白求恩精神，缅怀英烈，教育后人，立此碑以志永垂”。 

这篇碑文的作者与“雁宿崖黄土岭战役胜利纪念碑”同为涞源县及天津市河东区中共委

员会、人民政府，同时也刻上了社会各界捐款单位，这一点中可以看出， “改革・开放”

时期的中国社会也在发生某种变化
31
。 

                                                  
30 碑文上写有“中共涞源市委员会、涞源县人民政府 1987 年 8 月 1日立”的字样。 
31 作者曾概括了关于战后 60 年的终战纪念日（8 月 15 日）和抗战胜利纪念日（9 月 3日）日本及

【图 15】 雁宿崖黄土岭战役胜利纪念碑［县
志 1998］ 

【图 16】白求恩手术室遗址 
（2008 年 9 月笔者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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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历史小说《奔腾的拒马河》出版于

1994 年。在“后记”中，作者提到此书创作

的动机缘自1983年3月中共涞源县委在北京

召开的关于涞源抗日战争史及党史资料收集

座谈会［581］。1987 年以后，作者利用业余

时间，进行采访和收集相关资料，最终完成了

对此书的创作。编者按中写到“作者从一个

普通农民的角度，以农民特有的朴素眼光和

爱憎分明的态度，以他特有的逻辑，对身边发

生的众多史实，用他们熟知的方法加以演

绎”。书的首页是王国权、穆春林、高陆启、

崔洪春等县委书籍和县长的题词
32
，说明此书

提示的围绕涞源的“战争=革命”史话反映了

应有的“真实”而得到了社会的公认。 

1992 年的全面市场化(邓小平南巡讲话

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中国在实现

显著的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迎来了新的变

化。这也意味着后革命时代的到来，而社会

在如何看待“革命”这个问题上也自然会有

所改变。 

王二小希望小学是 1997 年由希望工程捐

建的。图 17 是校园内的塑像和花坛，是由北

京市王渊潭中学、华北大学北京儿童图书馆、上庄加油站等多方资助建成的
33
。这表明非党

和非政府的组织与团体已经开始参与“战争和革命的记忆”活动。 

涞源还有由农民建设的纪念馆。涞源农民赵顺成，自愿参加黄土岭地区的红色旅游项

目，个人出资 40 万元加上贷款 30 万元建成了纪念馆(图 18)
34
。 

在今日涞源，社会(及个人)乐于将涞源过去的“战争与革命的遗产”作为发展的资源加

以有效的利用，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 

                                                  
台海两岸的新闻社论［田中 2007］。1995 年 8-9 月，在日本国内围绕“国会不战决议”和台海两岸
围绕如何对待两岸关系等方面，在媒体空间的言论上出现了明确的且互相调整困难的对抗轴，从两
者之间能找到结构性的趋同关系。这篇祭文在这样的上下文中也可以作此理解。 
32 暮春林和高瑞启 1992-94，94-97 任中共县委书记，高瑞启和崔洪春 92-93，94-97 任县长［杨雪

冬：198，202］。 
33图 17 背面的碑文。 
34［老普 2005］。纪念馆的第一层的门口有“抗日战争胜利文物展览馆”、第二层的门口有“杨成

武纪念馆”的门牌。 

【图 17】王二小希望小学的校园 
（2008 年 9 月笔者拍照） 

【图 18】赵顺成建成的纪念馆 

（2008 年 9 月笔者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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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结 

    最后提出与本稿考察对象“涞源县 800 日”的历史视角相关的两个论点。 

    图19是今天中共东团堡乡委员会、东团堡乡人民政府正门的照片
35
。正面有毛泽东书写的

“为人民服务”的屏风，并且国旗和国徽的布置与北京中南海新华门的布置相同（图20）。 

由此可见 1949 年 10 月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革命，在中央―省(河北)―市(保

定)―县(涞源)―乡镇(东团堡)等各层都并列设置了政府和党组织，并且基层行政机构掌控着

末端的行政村，这样说来，在涞源县，这种格局早在中日战争前期的“800 日”中就已经基本

确立。 

    另外一个论点是，抗日历史小说《奔腾的拒马

河》中所提到的和“革命与战争”史话相关联的问

题。此书对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八路军一起来到

涞源的中共如何在涞源社会扎根和如何建立稳定

政权的发展过程作了生动的描写。书中提到在涞源

开展的抗战与革命，其具有如像白求恩一样的外国

医生愿为其献身般的崇高和普遍的价值意义。与此

相比，此书将“侵略者的日军”定格在干尽杀人、

强奸等丧尽天良坏事的反面。基于“以一个普通农

民的角度，以农民特有的朴素眼光和爱憎分明的态

度，以他特有的逻辑，对身边发生的众多史实，用

他们熟知的方法加以演绎叙述”的角度，完全可以

理解其对日军(人)形象的描绘。另一方面，又应该

如何勾画中日全面战争时期在中国各个领域生活

的“日本人”的实际状况，这是留给我们的另一个

重要的历史课题。 

  

                                                  
35 现在的涞源县共 6 个镇 11 个乡，其中东团堡乡人口为 1.43 万人，拥有 19 个村民委员会。 

 
【图 19】（2008 年 9 月笔者拍照） 

【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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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戦争前期における華北農村と中国共産党 

―河北省淶源県の「80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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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District of North China and the CCP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800 Days” at Laiyuan District of Hebei Province 
 

TANAKA Hitoshi（trans. by XU Weidong） 

 

要旨 

中国・河北省淶源県は，山西省との省境地域，太行山脈中の小盆地である。日中戦争勃発後，同

県は，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および山西省と接する地点に位置し，同時に八路軍が太行山

脈を拠点に華北平原に展開するうえで重要なポイントにあったため，日本軍と八路軍との間の典

型的な係争地域となった。このことは，戦争前期に同県で起った事例―(1)黄土嶺戦闘と阿部中将

の戦死，(2)ノーマン・ベチューンの記憶，(3)日本軍の拠点・東団堡の奪取，(4)王二小言説の形

成と展開―がいずれも単なる地方事件ではなく，中国抗日戦争全体（あるいはその語り）に関わ

る出来事であったことによって示されている。 

本稿では，日中戦争前期の淶源県の実態を，a.中共淶源県委員会が作成した数件の報告書，b.「楊

成武回想録」などの回想資料，c.「淶源県志」「中共淶源県組織史資料」などの編纂資料によって

復元するとともに，上述の 4事例が「戦争と革命の記憶」として今日の淶源でどのように定置さ

れているのかを確認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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