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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对沦陷区个人经济生活的影响
———董士账本( 1936—1942) 的证据

黄英伟 袁为鹏

(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836)

摘 要: 日本入侵对沦陷区人民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一位基层经理记载的日记账《董士账本( 1936—
1942)》详细记录了这一过程。日本入侵使账本主人失去了原本有规律的工资性收入，同时导致其家庭食品消费份额上

升。为应对变化，账本主人采取开源节流的方法，首先出租自住房而低价租住他房，其次增加文化品收入，与此同时，减

少洗澡修发等日常消费次数等。这些在在说明日本入侵打乱了沦陷区民众既有生活节奏，使得民众的生活变得日益

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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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战争通常会导致生活用品的供应紧张，进而

导致生活用品价格上涨、特别是生活必须品的食

品价格上涨; 同时战争也会使工作岗位减少，进

而导致劳动力价格的下降。对普通的百姓来说，

战争常常会扰乱他们的生活，包括工作秩序的打

乱、生活必需品消费支出上升、“高端”消费支出

的减少等等。本文将考察抗日战争对沦陷区民

众经济生活的影响，以图理解民众生活在抗日战

争前后的变化。
这一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首先，可以弥补微观视角审视抗日战争对民

众生活影响的不足。已有抗日战争对民众生活

影响的研究多从政治史、革命史或社会史角度出

发，侧重宏观事件的描述，而经济史角度，特别是

微观民众生活视角的研究较少。
其次，已有研究的研究对象侧重特定群体，而

忽视微观个体。如谯珊分析了抗日战争爆发后，

成都市民生活水平的变化，指出战争造成成都人

口激增、货物中断、商品短缺、物价上涨，市民生活

水平受到极大影响，工人、教师、公务员和社会底

层民众生活比以前困难。［1］姜良芹对抗战时期高

校教师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讨论，认为抗战时期高

校教师的生活基本落入到社会的底层。［2］王加华

讨论了抗日战争对华北作物种植结构的影响，指

出抗日战争使经济作物种植比率下降，而粮食作

物种植比例上升。［3］很明显，这些研究都是针对某

些特定群体的，具有总体上的认识，但遗憾的是抗

日战争对微观个体影响的详细研究并没有出现。
这可能是数据所限，因为跨越抗日战争前后的数

据较为少见，也可能是研究视角问题，许多学者尚

没有将研究深入到个体层面。
最后，突破将 1937 年作为时间分界点的限

制。就时间段上看，已有的研究多将 1937 年作

为分界点，此分界点之前的研究较多而跨越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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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较少。
本文将利用一份非常难得的跨越抗日战争

前后的个人家庭账本———董士账本，来研究抗日

战争对个人家庭经济生活的影响。我们将在精

读账本并将其做成数据库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

析。我们的分析分为工作变化、住房改变、食物

支出、服务消费支出和文化生活支出五个部分，

详细分析抗日战争前后的变化，以理解战争的

影响。
同时，本研究也拓展了账簿研究的广度。利

用账本对个人生活史研究是近年兴起的一种研

究趋势，对账本的研究有三种取向: 即账簿本身

的研 究、经 济 史 角 度 的 研 究、日 常 生 活 史 的 研

究。［4］而本文的研究将账簿研究的视角拓展到了

抗日战争时期。

二、账本概况

本研究所依据的主要基础资料是《董士账本
( 1936—1942) 》( 以下简称账本) ，及基于该账本

所构 建 的 数 据 库( 《董 士 账 本 数 据 库 ( 1936—
1942) 》( 黄英伟、袁为鹏，2015) 。① 该账本记录

的时间跨度长，账目条数多。《董士账本》为作者

田野调查时在民间收集所得，共两厚册，线装白

纸红格，并附有少量夹页和零星其他文件，共约
300 多页，质地和品色极好。账本记录的起止时

间是 1936 年 1 月至 1942 年 2 月，除中间有 15 个

月( 1939 年 4 月至 1940 年 6 月) 缺失外，7 年的

时间里共记录了 59 个月，合计 2497 条( 不包括

少量散页) ，平均每月 42．3 条、平均每天有 1．4 条

记录。
账本记录的内容非常丰富，涵盖日常生活的

方方面面。从整体上看，账本记录的内容分为两

大类，即家庭收入和家庭支出，且非常详细，几乎

每一笔收支都有记载。从内容上看更为丰富，几

乎包括了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记录的品种极为

丰富。在家庭收入和家庭支出中细分为各种小

类，从家庭用品到个人用品，从生活必需品的柴

米油盐到社会交往，以及婚丧嫁娶等等，个人生

活中的所有细节均有体现。
账本的记账方式是传统的日记账。记账方

式属于传统的四柱记账法，②每月开始都有上月

余额，中间是收入和支出，在每月月底有结余，是

完整的四柱记账方式。格式上属于腰格通天条

账式。③ 书写方式上使用苏州码子和防伪书写的

特殊字符式。在每年和每月的开头和结尾均有

总结，且在每页的末尾也有合计，同时混合使用

中国的农历和公历。④

此外，账本中还记录着社会变动和账本主人

心绪的信息。如反映日本入侵的“良民证”“警捐”
“宿县县城小隅口至新东门被炸”等。同时，账本

中除了账目信息以外，还有很多对账目进行解释

的小字，这些小字里暗含着账本主人的心态和社

会氛围，是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信息，如其中一处记

载账本主人父亲去世的痛苦，“父亲 于十月三十日

午时仙游，正三朝入殓。沅在符栈，得电回里，星

夜驰归，不能一面，泣血痛心，呼天抢地也”。这些

线索给我们研究账本主人信息提供了方便。
在深入分析之前，首先需要确定账本主人的

身份、活动范围、社会交往等信息。通过账本中

收支信息和小字记录的内容，通过多证据互证，

我们大致可以确定账本主人的身世。⑤ 账本主人

的职业应该是一个职业经理，账本主人是总部设

在上海的浙江兴业银行旗下的一个货栈经理，同

时还是一个不在村地主; 男性，年龄大概是 40 岁

左右; 其工作地点是安徽省宿县( 今宿州市) 的符

离集镇，⑥其家庭住址是江苏省武进区的湟里镇;

其活动范围基本围绕着工作地点和家庭地点，即

安徽宿县、南京、武进、上海等地。从账本信息可

以看出账本主人的生活较为富裕。该账本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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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不加说明的数据均来自原该数据库。
四柱记账法最早出现在唐朝中期，成熟于宋代，是一种会计核算方法，四柱即四要素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互关系。所谓“四柱”是指旧管、

新收、开除、见在四个部分，分别相当于现代的期初余额、本期增加额、本期减少额和期末余额，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旧管+新收=开除+见在。
腰格通天条账是指流水账所用的印格账簿，这种账簿的账页居中横贯一条线，称之为“腰格”，与腰格相垂直，并列有数条红线，称之为

“天条”。在两个天条之间是“行”，每行记录一笔账目。腰格之上通常是“收入”，记收入类账目，腰格之下是“支出”，记支出类账目。记账时

以时序为准，上下对齐，便于查验。
为方便读者，本文均将时间统一为公历时间。
我们确定的每一条信息均有 3 个以上证据。
符离集镇是历史名镇，盛产烧鸡，烧鸡产业形成于 20 世纪初，距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其出产的烧鸡被誉为“中国四大名鸡”之一，

1982 年获商业部颁发的“优质名特产品”证书，2008 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见，百年品牌“符离集烧鸡复兴之路”，新华网安徽频

道，2011．10．31) 。同时该镇交通便利，原津浦铁路在符离集设有车站，符离集站建于 1910 年，距北京站 875 公里，距上海站 588 公里。



时期的历史背景是解释问题的重要变量。账本

主人工作的地点是安徽省北部与江苏省西北部

接壤的宿县。宿县距南京 360 公里，在南京沦陷

之后，日军向北进军，1938 年 5 月开始轰炸宿县，

同年 5 月 19 日侵占宿县县城，12 月成立伪宿县

县公署，标志着宿县沦陷。《董士账本》记录的时

间恰好跨越了宿县沦陷前后时期，这为我们对比

研究日本入侵对沦陷区民众生活的影响提供了

难得的案例。

三、战争影响明显

( 一) 失去工作

战争最残酷的地方在于打乱原有的生活节

奏，破坏运输系统，打破市场均衡，使原有的商业

活动被迫减少或停止。由于商业活动的减少，致

使部分人员失业。我们所研究的《董士账本》的

主人就遭遇了这种情况。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在

攻陷了南京之后占领宿县，1938 年年底宿县沦

陷，工作在宿县的账本主人随即失去了原有的工

作，被迫逃难回乡下。这一经历充分体现在账本

中，具体为沦陷前其收入稳定而有规律，沦陷后

没有规律性。
沦陷前后账本主人的收入形成鲜明对比，沦

陷前有明显的规律性，沦陷后则否( 见图 1) 。由

图 1 可知账本主人家庭总收入在 1938 年 12 月之

前有明显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其变化周期为一

年，而 1939 年 1 月之后则没有发现这种规律。这

一变化的转折点恰好和其工作地的沦陷时间相

吻合，说明日军入侵打乱了原有的工作状态，账

本主人失去了原有的工作。

图 1 家庭总收入( 1936 年 1 月—1942 年 1 月)

分解收入构成发现沦陷前账本主人有明显的

工作性质收入。日军占领前的家庭收入主要由四

部分组成，薪金、膳费、奖金和其他( 类似金融产品

之类的分红) 。其中前三项都是明显的工资收入

形式( 如表 1) ，这三项收入在 1936 年 1 月至 1938
年 12 月间都是稳定的，具有明显的周期性。
“薪金”一般指正式的工资。沦陷前账本主人

的薪金每月均为 25 元，且非常稳定。只有到了
1938 年 12 月薪金为 75 元，该数字是正常薪金的三

倍。结合历史背景分析，此时宿县已经沦陷，公司

业务已经中断，此时的三倍于通常的工资应该是

公司业务暂停前的弥补，类似于遣散费之类的。
这一点和膳费相同。“膳费”一般是指家庭生活补

贴，实际上也是工资的一部分。沦陷前其膳费除

账本记录中的第一个月( 1936 年 1 月) 12 元以外，

其余每月均为 16 元，同样非常稳定。与薪金状况

相同，膳费一项在 1938 年 12 月同样发放了三倍，

即 48 元，再次证明公司业务暂时停止。① “奖金”
与现在的概念一致。每年年底发放，奖金数额为
62．5 元，是薪金的 2．5 倍，沦陷前的三年奖金数额

一致，都是 62．5 元。这三项收入记录充分显示账

本主人在宿县沦陷前拥有稳定的工作。
最后一项收入是其他收入，如从恒记等商业

机构获得的收入，还有出差补贴、办公津贴等等，

数量不等，有时高达 100 多元，有时仅几元钱。
同时还有一项能反映战争逼近的收入项，即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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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注意，在原始账本中有几个月的薪金和膳费是记录在一起的，即收入 41 元，我们在分析时进行了技术处理。



收入，在 1937 年 12 留守收入为 6 元，1938 年 1 月

没有记录此项收入( 我们推测应该也是有的) ，

1938 年 2 月是 6 元，此后的 3 月和 4 月都是 7 元。
结合当时的战争形势，1937 年年底南京已经沦

陷，此时人民预计宿县很快会沦陷，所以估计当

时账本主人的公司业务已经开始停止，但暂时还

留有工作人员驻守，所以会出现留守费用。
就收入水平来说，账本主人的收入状况算是

相当不错的。每月有将近 50 元的稳定收入，除

此还有一些零散的其他收入。这种工资水平与

北洋政府时期低等公务员的收入水平相当，北洋

政府时期“委任( 科员) 月薪一般 50－150 元，1933

年调整为 55－200 元”，［5］353北洋政府时期公务员

属于中等工资收入群体。同时与国立大学助教

的最低工资( 六级) 相近，民国时期( 1917 年) 国

立大学助教的最低工资( 六级) 每月 50 元。［5］388

远高于当时的低收入群体，在低收入中，低级警

察 13－16 元，低级职员 14 元以上，电力公里雇员
17 元以上，医院护士 15 元。［6］金陵大学美籍教授

史迈士在 1938 年 3 月至 6 月共调查了 5 万 8 千

多名南京市民，1937 年南京市民平均日工资仅为
1．01 元。［7］另一项研究发现，战后南京就业人员

的日平均工资只有 0．32 元，比站前就业人员日平

均工资 1．01 元降低了月 2 /3。［8］

表 1 沦陷前家庭收入( 1936 年 1 月－－1938 年 12 月)

年 月 薪金 膳费 奖金 留守 其他 总计 年 月 薪金 膳费 奖金 留守 其他 总计

1936

1937

1 25 12 6 43

2 25 16 0 41

3 25 16 0 41

4 25 16 100 141

5 25 16 30 71

6 25 16 3 44

7 25 16 0 41

8 25 16 0 41

9 25 16 1 42

10 25 16 3 44

11 25 16 80 121

12 25 16 62．5 207．3 310．8

1 25 16 0 41

2 25 16 6 47

3 25 16 46．2 87．2

4 25 16 1．2 42．2

5 25 16 1．2 42．2

6 25 16 9．2 50．2

1937

1938

7 25 16 11．2 52．2

8 25 16 25．2 66．2

9 25 16 1．2 42．2

10 25 16 2．2 43．2

11 25 16 1．2 42．2

12 25 16 62．5 6 70．02 179．52

1 25 16 0 41

2 25 16 6 1 48

3 25 16 7 1 49

4 25 16 7 25 73

5 25 16 68 109

6 25 16 0 41

7 25 16 6．55 47．55

8 25 16 5．2 46．2

9 25 16 0 41

10 25 16 6．4 47．4

11 25 16 45．59 86．59

12 75 48 62．5 136．47 321．97

但日军占领后，具有工作性的固定收入不再

存在，每月收入不再存在规律性。通过分析，此

时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商业收入和房租收入。沦

陷后三年的总收入分别为 970．75 元、735．32 元和

951．71 元，平均每年每月收入分别为 80．9 元、61．
3 元和 79．3 元，值得注意的是沦陷的总收入并没

有出现明显的下降。房租收入在账本中明确记

载起租时间和价格，“1939 年 3 月收入房租 14
元，起租”，由于数据缺失 4 月份之后直至 1940
年 6 月的数据不得而知，1940 年 7 月房租上升为

16．5 元，此价格一直维持到 1942 年 1 月。但在总

收入中虽然房租是最重要组成部分，但其所占的

比重却较小( 比例不到 10%) ，后面会具体分析房

屋出租策略。
对比沦陷前后，最重要的变化是账本主人失

去工作。分析两个时期的总收入和收入构成，前

期收入稳定且有规律，后期则无任何规律，说明

日军入侵前账本主人拥有稳定的工作，战争使账

本主人失去工作。
( 二) 食品支出比例增加

战争的另一个主要影响是生活必需品，特别

是食物供给的减少，进而导致食物等生活必需品

价格的快速上涨。对个人家庭来说会表现出家庭

食物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上升，即恩格尔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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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通常用恩格尔系数计算家庭贫困程度，即

计算家庭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

例，如果恩格尔系数越高则说明食品支出在家庭

总支出中的比例越高，则该家庭越贫困，随着家庭

经济条件的好转，其恩格尔系数会逐步降低。国

际上通常认为恩格尔系数在 59%以上的家庭为贫

困阶段、50－59%为温饱阶段、40－50%为小康阶段、
30－40%为富于阶段、低于 30%为最富裕。我们通

过计算董士帐本中的恩格尔系数来研究抗日战争

前后家庭状况的变化，结果如图 2 所示。

图 2 恩格尔系数变化情况

注: 图中“1936 上”的意思是 1936 年上半年，其他类推。因数据有部分缺失，1938 上半年仅为 1 月份和 2 月份，1942 上半年仅为 1 月份，

其余月份正常。此外，该系数有偏高的可能性，因为账本主人有时可能会将小的杂项记到食品里，但比例不会太大。

图 2 中的曲线明显分为两个阶段，日本入

侵之前即 1938 年之前恩格尔系数较低，之后则

飙升。具体分析，1936 年上半年至 1937 年下半

年均 低 于 0． 25 ( 分 别 为 0． 226 /0． 244 /0． 188 /0．
203) ，该系数属于最富裕阶段，说明账本主人过

着非常富有的生活。与此相反，1938 年上半年

恩格尔系数变为 0．605，此后除了 1939 年上半

年较低以外( 系数为 0．303) 其余时期均高于 0．
6，属于绝对贫困水平。此外，从账本主人的生

活状态也可以看出这种变化。日军入侵之前，

账本主人基本属于出入坐轿、家有仆人、顿顿有

肉的状态，账本中多次记录“行李力”“车力”等

苦力雇佣和各种“赏钱”，如“赏茶房 2 元”，“赏

倒便桶一角”等。账本记载与恩格尔系数反映

的情况相互应和。但在日军入侵之后发生了明

显变化，账本中“行李力”“车力”“赏钱”等的记

载明显减少。
在总收入并没有下降的情况下，恩格尔系数

的升高极有可能是食品价格上升导致的，这进一

步说明战争提升了食品价格。［9］

四、应对措施

( 一) 开源之一: 改换住房增加收入

日军入侵使民众生活变得困难，应对这种变

化是当务之急。董士账本的主人在日军入侵之

后失去了固定工作，同时食物支出比例大幅上

升，为应对这种变化，账本主人所采取的第一个

策略是改换住房。其做法是将自有的房屋出租，

然后租入一个比自有房屋价格低的住房，以换取

差价( 如图 3 所示) 。
图 3 显示，房租支出( 租入房屋) 价格一直低

于房租收入( 租出房屋) ，表明账本主人在改变住

房中获利，这是应对战争的策略之一。
房屋出租价格，1939 年 1 月为 14 元，然后于

1940 年 7 月上涨为 16．5 元，由于在此期间的数据

缺失，我们并不能清楚地知道是哪个月开始上涨

的。从 1940 年 7 月一直到 1942 年 1 月，出租价

格维持 16．5 元未变。房屋租入价格远低于出租

价格，同时租入价格不断上涨。账本主人 1938
年 5 月开始租入房子，此时每月租金 4．5 元，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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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维持到 1939 年 7 月( 或许更长时间，因为我

们的数据从 1939 年 2 月到 1940 年 6 月缺失) 。①

此后租房价格一直上涨，在有数据记录的 1940
年 7 月则上升至 5 元，1940 年 10 月上涨到 6 元，

1941 年 8 月上涨到 8 元，②8 月的价格一直持续

到 1942 年 1 月。从 1938 年 5 月到 1942 年 1 月，

共 45 个月，其租房价格上涨了 3．5 元，上涨幅度

为原房价的 87．5%，可见上涨幅度较大。但总体

来看，账本主人在房屋出租和租入中总体是获得

收入的。③

图 3 租房价格( 1938 年 5 月－1942 年 1 月)

从房屋改换的策略上也可以看出账本主人

的经营头脑。首先，账本主人具有提前预判的能

力。从时间上看，账本主人是 1938 年 5 月开始租

入房屋的，而其出租房屋的时间是 1939 年 3 月，

出租的时间比租入的时间晚 10 个月左右，这个

时间差说明在日军全面占领前，账本主人就已经

意识到危险的存在，所以已经着手安排后事。其

次，还表现在装修投资上。在出租自己房子之前

特意将房子装修了之后再行出租。1939 年 1 月
18 日记录了“付建筑费 1 元”、④2 月 3 日又记录
“付建筑费( 项源兴顺) 18 元”、3 月份记“付旧砖
1 方 3 元 5 角”“付车旧砖 3 车 3 角”“车垃圾 3
元”等，由此推测账本主人是在装修自己的房子

然后再出租，其装修时间与出租时间刚好吻合。
装修之后的房价应该高于没装修之前。

我们根据其他史料发现，账本主人出租的房

屋其价格并不便宜。如有记录显示，1936 年上海

霞飞路康绥公寓的一处房子“清洁幽静，设备齐

全，24 小时热水供浴。房租自然不菲，每月 40 余

元”，租客是上海《大公报》的两个青年记者，他们

要“节衣缩食”才能负担得起。［10］另外，1930 年，

上海一个公司的中等职员，其房租 10 元，是其月

薪的 20%( 月薪 50 元) 。［11］

( 二) 开源之二: 文化品收入

账本主人应对战争影响的另一个开源性策

略是增加书画作品收入。我们利用账本记载的

邮寄费用和邮寄次数来推测账本主人卖出自己

作品的情况，这里只是粗略的测量卖出作品的频

率，而并不能直接对卖出物的价值进行分析。
我们推测账本主人卖出自己艺术作品( 书法

或书画) 的根据是账本主人多次购买制作艺术作

品所需要的原材料，即纸、画轴之类的物品，如
1938 年 7 月“付旧立轴 1 个，1 元 5 角”，1938 年 7
月“付黄山寿 4 条、李正华字 4 条，4 元 5 角”，

1938 年 8 月“付美术史等书 2 角 5 分”等。在加

工之后通过邮寄的方式将作品寄出，而账本中详

细记录了邮寄的次数和每次邮寄所产生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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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虽然图 3 中 1938 年 11 月曲线向下凸出，即房租降低为 2．25 元，但我们推测此月也应该是 4．5 元，可能是账本主人将另外的 2．25 元记到

别处了。
注: 1940 年 12 月的租房价格记录是 6．3 元，我们推测多出的 0．3 元应该是类似税收之类的费用。
此处有问题需要说明，我们并不能准确知道账本主人出租和租入房屋的具体位置，我们能够准确知道的信息是账本主人在宿县沦陷之

后辗转回到了江苏常州的老家，因为账本上有详细的此次回乡路线的各处费用记录，而此次线路不同以往。以往账本主人走津浦铁路，而此

次是走京杭大运河线路，据推测是津浦铁路线已经被日本人占领而无法通行。
账本中都用繁体字写成，这里为了简化和易于理解都转化为简体字，下同。



表 2 邮寄费支出情况

总支出( 元) 平均每次( 元) 年总次数 年发生月数 月均发生次数

1936 2．6 0．33 8 6 1．33

1937 5．1 0．36 14 8 1．75

1938 16．37 0．58 28 9 3．11

1939 0．1 0．10 1 1 1．00

1940 0．5 0．50 1 1 1．00

1941 10．03 0．42 24 10 2．40

1942 2．9 1．45 2 1 2．00

所有年 37．6 0．482 78 57 1．37

沦陷前 8．63 0．332 26 29 0．9

沦陷后 28．97 0．557 52 28 1．86

我们从邮寄费用和邮寄次数的变化来间接

推测收入变化，推测的原则是如果邮寄次数上

升，或者单次邮寄费用上升，则说明寄出的物品

数量和质量上升，进而推测卖出的东西增多，因

此可以说明此项收入增加。
表 2 列出了分年邮寄费用和次数以及每月

发生的次数。总体上看，账本主人从 1936 年到
1942 年在所有记录的年份里，共发生邮寄行为
78 次、平均每月发生 1．37 次、平均每次花费 0．482
元。对比沦陷前后则发生明显不同，沦陷后无论

邮寄次数还是单次邮寄费用都大幅上升。从邮

寄费的次数上看，沦陷前每月仅 0．90 次、每个月

不到一次，而沦陷后为每月 1．86 次、差不多一个

月邮寄两次、或者 13 天就会寄一次，是沦陷前的

两倍多。从邮寄费用上看，沦陷前每次费用为 0．
332 元，而沦陷后每次为 0．557 元，单次邮寄费用

大幅上升，上升了 67．8%。无论是邮寄的次数还

是邮寄所发生的费用，在沦陷后均较沦陷前有大

幅度提升，一方面说明沦陷后账本主人为了谋生

必须加快邮寄的次数以获取更多的收入，另一方

面也说明每次邮寄的物品的数量在增加，这也是

为了获取更多的收入。总之，邮寄费用的发生说

明了账本主人经济收入压力在沦陷后变大，这也

是日本侵略使账本主人失去工作，而账本主人为

应对生活成本提高而做出的策略。
( 三) 节流: 减少服务性消费支出

另一个应对措施是“节流”，即减少日常消费

或降低消费频率。这一点，我们从账本中的修发

洗澡记录可以清晰地看出。账本主人是非常注

意个人形象的人，账本中的洗澡、修发或洗澡修

发( 文中统称为个人服务类消费) 的记录充分反

映了账本主人的生活状况。同时账本主人的这

一消费习惯在抗日战争前后的变化也反映出战

争的影响。如表 3 所示，我们列出了账本主人战

争前后的洗澡、修发次数和价格。
需要说明的是，账本主人在记载洗澡和修发

时，有时是单独记载的，即付“洗澡”多少钱或付
“修发”多少钱，但有时也会记载在一起，即“洗澡

修发”多少钱。这也是和通常的行为相符合的，

因为账本主人有时是单独的洗澡或修发，有时则

是洗澡和修发同时进行的，所以有三种记录方

法。我们将三种记录都展示出来，虽然不能完全

单独的考察一种行为，但也能从该记录中分析战

争对日常行为的影响。

表 3 沦陷前后洗澡、修发次数与价格

时期
洗澡 修发 修发洗澡 全部项目

次数 月均 价格 次数 月均 价格 次数 月均 价格 次数 月均 价格
月份数

所有年 22 0．39 0．305 56 0．98 0．300 18 0．32 0．432 96 1．68 0．326 57

沦陷前 19 0．53 0．295 27 0．75 0．226 15 0．42 0．427 61 1．69 0．297 36

沦陷后 3 0．14 0．367 29 1．38 0．369 3 0．14 0．457 35 1．67 0．377 21

注: 全部项目包括，洗澡、修发和修发洗澡。时间跨度为 1935—1942 年。单位为元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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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分析个人服务类消费次数。全部项目
( 包括修发、洗澡及修发洗澡) 的消费次数。在所

有 57 个月的记录中共发生了 96 次，平均每个月
1．68 次，即平均 18 天左右会发生一次。修发消

费的次数。单独的修发行为共发生 56 次，平均

每个月 0．98 次，大约每个月修发一次，当然这里

有低估成分，因为在修发洗澡记录中还会发生修

发行为，如果将修发洗澡中发生的修发行为计算

在内，则平均每个月修发 1 次多一些，或者说 20
天左右修一次发，这和常识较为相符( 注: 账本主

人为男性) 。洗澡次数相对修发要少很多，平均

每个月仅 0．39 次( 当然也是低估了) ，如果将修

发洗澡中的洗澡也计算为洗澡的话，则每月 0．71
次，即三个月洗澡两次。

其次，分析服务类消费的价格。其中洗澡的

均价为 0．305 元，略高于修发的价格( 0．300 元) ，

在普通的市场里洗澡价格高于修发是符合常识

的，而单纯的洗澡和修发价格均低于修发洗澡一

体的价格，修发洗澡一体价格为 0．432，这也和常

识相符。
再次，分析沦陷前后服务类消费的次数和价

格变化。全部项目的次数在沦陷前后几乎没有

变化，沦陷前月均 1．69 次、沦陷后月均 1．67 次，

沦陷后仅仅略低一点。但分类来看，沦陷前后有

巨大变化。洗澡，在沦陷前月均 0．53 次，但沦陷

后仅为 0．14 次，下降了 74%，幅度非常大; 相反，

修发次数从月均 0．75 次增加到 1．38 次，增加幅

度也较大; 修发洗澡综合的次数同样从月均 0．42
次下降到 0．14 次。由此我们可以推知洗澡或修

发与洗澡结合的项目均出现大幅度下降，这也是

战争影响的结果，也是应对战争带来变化的一种

策略。
最后，再分析沦陷前后的价格变化。虽然沦

陷前后全部项目的次数没有大的变化，但消费的

价格变化较大，平均价格从 0．297 元上升到 0．377
元，上升了 27%。在分类项目中，无论是洗澡还

是修发、或是两者的综合都出现了与次数不同的

变化，各类项目的价格均上升了。洗澡从 0．295
元上升到 0．367 元，上升了 24%; 修发从 0．226 元

上升到 0．369 元，上升了 63%，上升幅度远远大于

洗澡的价格。
总之，生活服务类消费价格快速上涨，账本

主人为应对变化减少了该类项目的消费。
此外，我们需要分析服务类消费价格随年度

的变化情况，从时间维度分析战争的影响。由图
4 可见，这些“服务类”项目的价格在有记载的年

份里呈明显的正 U 型变化，正 U 型曲线的谷底恰

好是该地区的沦陷时间，在沦 陷 前 ( 1938 年 年

底) “服务类”项目价格一直在下降，从 1936 年的
0．409 元下降到 1939 年的 0．177 元，然后反弹，上

升到 1942 年的 0．5 元，无论下降还是上升的速度

都是相当快的。

图 4 “服务类”( 洗澡、修发、修发洗澡) 价格随年度变化情况

究其原因，这些都是日本侵略活动导致的。
随着日本侵略活动的加快，民众心理出现不好的

预期，很多人开始逃离战争地区，总人数的下降

导致总消费人口的减少，同时消费能力的下降，

人民减少服务类项目的消费，而将钱储存或转移

到日常必需品的消费上，进而导致服务类商品价

格的下降，直到该地区完全沦陷。随着日本侵略

军的占领，他们转而开始恢复以往的秩序，稳定

市场，之后服务类项目价格开始回升。另一角度

也说明，随着战争的临近，生活必须品的物价开

始上升，民众为了应对物价的上涨和收入的下

降，减少其他不必要消费的开支，直到该地区完

全沦 陷，当 秩 序 稍 微 恢 复 后，该 类 消 费 再 逐 渐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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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结

战争无疑是残酷的，会对民众的经济生活造

成重要影响，但抗日战争时期的相关研究一直以

来缺乏微观层面的数据支持。本文利用一份高

质量 的 时 人 账 本 资 料( 《董 士 账 本 ( 1936—
1942) 》) 详细分析了战争的影响。

首先，最明显的是日本入侵使账本主人失去

工作，原本有规律的工资收入在沦陷后失去。作

为浙江兴业银行底层的粮栈经理，账本主人每月

有至少 41 元的固定收入，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

的收入。其次，食品支出在家庭总支出中的比例

在沦陷后明显升高，说明生活成本大幅上升。为

应对此种变化，账本主人将自己的住房出租，然

后租入低于自有房屋价格的房屋，以缓解经济压

力。同时减少非生活必须品的支出，如减少了修

发和洗澡的次数。与此同时，开辟了其他收入途

径，如表示卖出书画作品的邮寄次数增多。这些

都是因为日本入侵使沦陷区人民的生活发生了

很大变化。当然，战争的影响远不止这些，这一

研究仅仅是从数量上进行的分析，同时该研究也

仅是案例研究，不具有广泛代表性。整体上看，

账本主人的总收入在日军入侵后并没有下降，①

但其消费却更为节约，明显地反映出账本主人对

日伪统治不抱好的预期，将现金拿在手里时刻准

备应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沦陷区人民对

于日本占领的心态。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贡献: 突破了已有研究的

群体性，针对的是个体案例; 同时突破已有研究

将 1937 年作为时间分界点的限制，使研究跨越

了战争前后; 再者拓展了账簿研究的广度，使账

本研究深入到抗日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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