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次会议开得紧凑而热烈, 一批在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中取得瞩目成就

的海内外著名学者聚集一堂, 交流了最新的前沿进展情况,提出了许多有待

探索的问题。学者们来自五湖四海, 所持观点也代表着五湖四海。不同观点之

间进行了交流甚至交锋, 对学术研究的发展是大有益处的。学者们希望今后

再有机会来进一步讨论和探索。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美国旧金山召开“中日关系研讨会”

徐　勇

　　1996 年 12 月 6 日至 8日在美国旧金山史坦福大学召开了“中日关系研

讨会”,笔者应邀与会, 现将有关情况介绍如下。

该次会议由华人社团“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主持召开。参加会

议人数近 200 人, 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澳门、

韩国、马来西亚及欧洲等国家地区。其中华人及华裔学者专家占半数以上。中

国大陆学者出席会议共 6人。

6 日上午 9时会议揭幕,首先举行追悼二战受难者仪式。在悲愤哀痛的

“松花江上”二胡伴奏曲声中, 著名华人电视节目主持人杨华莎女士朗诵悼念

诗歌, 随即由大会主席、香港慕江英文书院院长杜学魁致开幕词。当天上午在

大会发言的有: 台湾实业界和文化界著名人士郭俊钅禾先生、美国默士达大学

谭汝谦教授、美国纽约罗切斯特理工大学朱永德教授。相继在大会上发言的,

共有 32 人。会议讨论涉及最多的问题主要有:

关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历史及现状。郭俊钅禾认为:战前日本军国主义

有三大支柱, 即天皇制、神国思想与财阀, 这三根支柱在战后都有潜伏下来的

势力, 并以不同形式复苏,正在对东亚与世界和平造成威胁。天津学者周启乾

认为: 日本军国主义还在蠢蠢欲动,世界人民必须提高警惕;日本正确认识历

史, 是发展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

关于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历史与现状 ,是与会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谭汝谦

认为: 有充分的历史资料证明,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而日本帝国扩张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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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先占论, 至今仍支配着日本政界领导者的心态。朱永德对过去一段时期

的保钓运动作了总结, 强调持有不同政见的同胞应该调整自我立场, 一致对

日, 才有可能取得新的成果。来自澳门和香港的代表则表示,还要采取租船登

岛等方式, 以实际行动打破日本的实际控制论,以有效地促成解决钓岛问题。

南京大屠杀是大会关注的重点。来自南京的孙宅巍指出,南京大屠杀的

历史仍直接影响着中日与其他各国关系,目前东京“东史郎案件”, 即东京地

方法院判决坚持正义立场, 并揭发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东史郎先生有罪一

案, 表明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正在行动”。

在涉及民间受害者对日索赔问题上, 美国律师 Karen·Parket 和 Gill-

ber t·Ha ir 等人批判了日本领导人否认战争罪行的立场, 介绍了搜集证据、

证词、诉状时效、进入法律诉讼程序等必要事项。韦玉华和凌渝郎分析指出,

日军在二战期间犯下的战争罪行, 破坏了国际法, 对日索赔具有法律依据; 同

时还强调加强道义和舆论宣传力量, 以促动日本政府转变态度。

日本学者松村高夫、增田博光、松井英介等人 ,就日军侵华战争期间使用

生物、化学武器的罪行作了演讲, 并就听众对日本政界当前若干问题的质疑

作了答辩。筒井晓子报告了日本人民对侵略的认识和反战活动。日本参议员

本冈昭次的秘书平川奈保美女士和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的代表一濑三和等

人介绍了日本人士发起的, 支持对劳工、慰安妇等遗留问题实行赔偿的行动

情况。在这些日本人士发言时, 会场上一阵阵的掌声充分表达了与会者对于

维护正义的日本朋友的敬意。

此外, 香港吴溢兴报告了日军在香港的军票案;美国 Greyo ry Rodr iguez

报告了日本虐待美军战俘和美军战俘的索赔情况; 我介绍了日军驻华北“防

疫给水部队”实际上从事细菌毒气战的研究状况。我强调鉴于当事见证人大

多年岁已高, 故有必要对日军侵华罪证进行“抢救”式的搜集与保护。

12 月 8 日中午, 由谭汝谦教授对会议作出总结, 并举行了庄严肃穆的

“南京祭”。与会者胸佩黑色绸带, 由华人音乐家汪洪夫妇使用二胡、扬琴伴

奏, 向在南京遇难的中国同胞举行祭礼。来自马来西亚的三名劫后余生者黎

森全、杨振华等人撩开衣服,展示身上伤疤, 再度控诉了日军暴行。

会议期间决定建立推动抗战史实研究的基金会,由多次提供资金的杜学

魁、臧大化、、郭俊钅禾等人主持。会议还决定在中英文教育, 特别是在美国的

中小学中文教材中补充抗战内容, 使年轻一代对过去的历史永志不忘。该工

作由中文教育工作者许笑浓、徐孝华等人负责组织联络。会议决定在媒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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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网络领域加强宣传与资料传输工作 ,由多媒体电脑实业家袁介媚等人担

任联络工作。

会议期间,还放映了《黑太阳——南京大屠杀》、《阴魂不散的七三一部

队》等影片,组织了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悼念受难同胞的图片、诗歌作品展。世

界抗战史实维护会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 ,纽约罗切斯特理工大学教授朱永德

当选会长, 香港慕江书院院长杜学魁担任名誉会长。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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