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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九一八事变
7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

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办的“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

日关系 ———九一八事变 7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于 2001 年 9 月

16 日至 9 月 18 日在北京昌平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史学会会

长金冲及、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白介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

历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和院学术委员会秘书长郭永才、中国社会科

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董事长秦孝

仪 ,以及来自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学者 100 余人。

会议提交论文 40 篇 ,主要涉及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中国政局

与外交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侵华罪行 ;日本右翼思潮的历史与

现状。现就会议的主要论点做一简述。

一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中国政局与外交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荣维木的《九一八事变与中国

的政局》认为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局的发展变化具有分裂的现实

与统一的趋向并存的明显的双向性 ,后者最终成为主导中国政局

的决定因素。值得总结的重要教训是 ,日本正是利用中国的分裂

而施展侵略阴谋 ,使它对中国的局部侵略到全面侵略步步得逞 ;而

日本的侵略最终又弥合了中国的内部裂痕 ,使中国形成了抵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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侮必需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事实证明 ,中国分裂是引发日本全

面侵华的内部原因 ,而日本的侵略又是促成中国统一的外部原因。

对于绥远抗战 ,以往的观点说法各异 ,但往往猜测多于分析。

北京大学历史系杨奎松的《1936 年绥远抗战始末》,利用了阎锡山

和蒋介石的档案 ,并综合《徐永昌日记》,对绥远抗战的始末、内幕

做了深入细致地分析 ,指出 :绥远抗战虽然就其主要作战而言并无

中央军直接参预 ,“但此一抗战从始至终都是在蒋的主导之下进行

的。如果按照蒋的打法 ,绥远抗战应有更大的战绩。无奈晋绥由

阎锡山管辖和指挥 ,阎以及多数山西军政要员的态度 ,却极度担心

对伪蒙军主动出击 ,可能惹恼日本关东军 ,引来灭顶之灾。绥远抗

战中途停止 ,未能达到蒋预想的结果 ,既非张学良东北军内部不稳

的影响 ,也非简单地因为关东军 11 月 27 日夜一纸声明的恐吓。

它很大程度上是主帅与前线司令官意见冲突 ,调和不下的一种结

果”。作者还分析了蒋介石以战迫和的心理和决策。

军事科学院罗焕章的《中国共产党与东北抗日战争》,论述了

从东北沦陷、七七事变一直到反攻阶段开始后中共领导的东北抗

战的全过程 ,指出 :东北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开始最早、

持续时间最长的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对中国抗日战

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作用和贡献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段晓微的《试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成立

发展》,论述了在国共合作基础上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成立、发

展的过程及影响 ,认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合作成功是国共两

党的共同努力。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陈小冲的《九一八事变 :一个台湾的视

角》、澳门中西创新学院副院长霍启昌的《浅释“九一八”与香港华

人民族意识的澎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张量的《澳门同胞

支援祖国抗战初探》三篇文章 ,分别论述了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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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抨击、他们的反战斗争和对祖国的向

心力 ;九一八事变后香港华人民族意识的澎湃高涨 ;澳门同胞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下 ,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义卖筹款、奔赴

抗日前线。

复旦大学历史系吴景平、王晶的《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

间的上海银行工会》分析了随着九一八事变前后至一二八事变前

后中国政局的变化 ,上海银行公会的相应变化 ,其所关注的问题从

本业扩展到国内时局 ,对上海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从消极自保转

趋积极投入 ,反映出上海银行公会在民族危机紧迫之下民族主义

意识的强化。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上田贵子的《九一八事变前后

的东北工商业者》,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工商业者的两个群

体 :部分离开东北 ,在关内组建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另一部

分留在东北 ,虽然他们没有公开反抗日本侵略者 ,但他们在保护民

族工商业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他们的消极抵抗应有别于少

量的汉奸工商业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建朗的《日本与国民政府的

革命外交 :以关税自主交涉为中心的考察》一文 ,论证了九一八事

变发生前几年 ,国民政府发动了一场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

“革命外交”。自 1927 年初已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的英美两国 ,逐渐

获得了中国民众的好感 ;而日本政府不愿调整政策以顺应中国形

势的变化 ,仍然以旧思维和旧方式拒绝承认中国有宣布旧约终止

的权利 ,并曾想抵制中国实施暂行国定税率。在中国争取关税自

主权的斗争中 ,日本陷于孤立状态 ,最终取代英国成为中国政府和

人民最主要的对立面。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王真的《九一八事变与苏联的不干

涉》,分析了苏联不干涉政策的原因是 ,把九一八事变看做是中国

内部事务 ;国力尚不强大 ,避免直接卷入中日冲突。作者认为 ,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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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能把“不干涉政策”说成是“鼓励日本对中国放手的侵略”,但

是 ,苏联在实行不干涉政策过程中表现出较明显的民族利己主义

因素 ,影响到中苏关系的发展。

武汉大学胡德坤、费泉蕙的《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时期中国

外交政策浅论》,分析了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经过失误和曲折 ,实现

了从避战求和、经以战求和 ,到以战求援的三个阶段的转变。认为

不能简单地把这时的中国外交概括为求和外交 ,因为这一时期的

中国外交是建立在抵抗的基础上的 ,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其

主流是抗战外交。

台湾学者刘维开的《蒋中正先生的东北经验与九一八事变的

应变作为》一文 ,分析了蒋介石“先安关内 ,再图关外”的心理 ,并对

“铣电”与“蒋张会面说”进行了考证。台湾学者邵铭煌的《从抗争

到和解 :汪精卫对九一八国难的回应》一文 ,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

的蒋、汪合作 ,认为这时的汪精卫发生了极大改变。

二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侵华罪行

北京大学历史系臧运祜的《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的华北谋

略》,论述了九一八事变前土肥原贤二特务机关在天津策动“石友

三工作”,事变后土肥原机关又策动了两次天津事变 ;1932 年日本

对“山东地方及华北”的对策 ;1933 年日本在天津的“板垣机关”,

以原直、奉、皖系军阀人物为主要对象 ,实施华北谋略 ,迫使华北当

局求和。认为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的华北谋略 ,大多数均以短暂

的失败而告终 ,但其活动配合了九一八事变的发动并构成华北事

变的前奏或一部分。

辽宁省党史研究室谭译的《万宝山事件的远因近因及教训》,

分析了被称为九一八事变导火线之一的万宝山事件的远因与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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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远因即日本利用朝鲜移民问题 ,挑拨中朝农民关系并制造冲

突 ,然后再以“保护韩侨”名义出动军警 ,迫使中国方面让步 ,制造

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排华惨案 ;近因指日本政府制造万宝山事件的

直接的军事目的 ,是配合关东军侵略东北的军事行动。中国社会

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齐福霖的《三名日本少壮派将校与九一八事

变》、韩国新罗大学裴京汉的《中日战争时期中国的东亚联盟运

动》,分别就日本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阴谋策

动九一八事变和由日本东亚联盟协会于 1939 年至 1941 年在北

京、南京、广州等地组建东亚联盟团体的活动进行了论述。

江苏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孙宅巍的《论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认

定的历史演变》一文 ,分析了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认定的四个阶段

的历史进程 ,指出 :“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认定的历史进程的考

察 ,从一个侧面清楚地证明 :30 万以上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在

南京大屠杀中遇难 ,是铁一般的事实 ,是经过历史反复检验得出的

正确结论。”

吉林社会科学院解学诗的《关于“特殊工人”的若干问题》,论

述了“特殊工人”的来源和数量 ,指出 :日军将在华北讨伐、扫荡中

抓捕的战俘与和平居民大批送往东北 ,以“特殊工人”之名强制使

之服劳 ,是更为典型的强制劳役模式。作者据统计资料考证 :到日

军战败投降 ,进入东北的“特殊工人”有 20 万人左右。中国社会科

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居之芬的《关于日本对华北强制劳工的掠夺与

统制若干问题考》,利用日伪档案考证 ,认为 :日本在华北本地企业

矿山使用强制劳工人数约为 300 万人 ;1940 年至 1942 年日本在

华北大规模修筑军事工程强征民工人数应达百万人以上 ;日本在

蒙疆使用强制劳工人数为 40 余万人。河北社会科学院何天义的

《初论日军枪刺下的战俘劳工集中营》,论述了日军在华战俘劳工

集中营的设置及类型、摧残战俘劳工的状况及手段、奴役战俘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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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残害战俘劳工的特点及罪行。

河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谢忠厚的《华北北支 (甲) 第 1885

细菌战部队之研究》,对这支防疫给水 ———细菌战部队的建立、组

织系统、罪行事实进行了研究 ,指出一八五五细菌战部队是侵华日

军继七三一部队之后在中国建立的第二支细菌部队 ,它与其它日

军细菌部队密切联系 ,成为日军进行大规模细菌战的重要基地和

战略交点 ,该部队在细菌工厂中使用数千名抗日军人和居民进行

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 ,在华北战场上配合“三光”作战 ,使用细菌武

器残害中国军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农伟雄的《“九一八”后日本对

热河的鸦片毒品侵略》,论证了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指定热河为伪

满洲国鸦片种植区的鸦片种植、经营状况 ,鸦片收获量从 30 年代

末的近 1000 万两增加到 1941 年以后 1400 万两左右 ,成为热河的

支柱产业。日伪政权在当地低价强购后向华北、华中等地高价倾

销 ,以鸦片的暴利换回作战物资 ;每年还有相当数量的纯利通过秘

密渠道流入日本大藏省的金库。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苏智良的《试论日军在东北实施的慰安

妇制度》,考察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日军慰安所的出现、东北慰安

所的概况及“慰安妇”的遭遇、东北慰安所的分布与概况。认为东

北地区是日军“慰安妇”实施最早、制度最完善的地区之一 ,“慰安

妇”人数应在 65100 —74400 人之间。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郑会欣的《步向全面侵华战争

前的准备 ———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财政的破坏》一文 ,分

析、考察了九一八事变后到七七事变前日本强占东北海关 ,掠夺关

税收入 ;阻挠西方对中国的财政与经济援助 ;操纵华北走私 ;破坏

中国实施币制改革等破坏行为 ,认为 :尽管日本政府与军方在对华

侵略方式上略有不同 ,但其战略步骤是互相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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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的《抗战时期沦陷区的

电影检查》,分析了抗战时期在日本扶植下的沦陷区伪政权实行的

不同形式的电影检查制度 ,指出 ,沦陷区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电

影检查 ,形式虽有异同 ,但其实质都是为日本侵略中国服务的 ,是

为了禁止可能出现的反映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独立精神和民族

感情的影片而设置的。

复旦大学历史系乐敏、赵健民的《侵华日军在浙江地区的图书

文物劫掠》一文 ,通过对日军对浙江地区的武力侵犯、日军对图书

馆的破坏和图书掠夺、日军对文物的破坏和劫掠三个方面的调查

论证 ,揭露日军破坏中国文化、在浙江地区劫掠图书文物的罪行。

三 　日本右翼思潮的历史与现状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郎维成的《“独走论”再评析》指出 :

日本右翼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把九一八事变归结为关东军“独

走”,推卸日本天皇及其政府这一重大国际事件中的责任 ,是不符

合历史实际的。作者从日军军队统治、侵华共识、昭和天皇是否

“虚君”和“和平主义者”等方面分析 ,认为 :昭和天皇是日本发动侵

略战争的最高统帅。“独走论”是日本战败前夕 ,昭和天皇与其近

臣为维护“国体”而将发动战争的罪责转稼到军部身上的阴谋。

北京大学历史系徐勇的《两战间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及其对外

扩张理论》,剖析了日本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根源及其特点 ,比较分

析了民间法西斯的主要代表大川周明、北一辉的对外扩张理论和

少壮派法西斯军人石原莞尔等的对外扩张理论 ,认为 :“日本法西

斯扩张理论的基本特点在于 ,为论证对外战争的必要性 ,最大限度

动员民众投入战争。它们遍及思想文化各领域 ,花样繁多、内容庞

杂。既有对于传统武士道、日本主义、天皇中心论等思想的兼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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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 ,更主要是一批现代法西斯理论家、活动家针对时局提出各种论

述 ,以及军部各决策机构制定策案纲要所确认的指导思想 ,表述形

式五花八门 ,极富于诡辩性、多样性、独特性、应用性与丰富性。”

国防大学党史教研室何理的《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右翼运动

剖析》一文 ,从日本军国主义与民主主义二律背反、右翼运动与法

西斯主义和以维护天皇制度为核心国体意识三个方面 ,剖析了近

代日本的右翼运动。作者还指出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猖狂活动和

日本国内右倾保守化的政治倾向 ,凸显出 30 年代日本右翼运动的

影子 ,尽管它还不是日本社会的主流 ,但亦应引起亚洲国家和日本

人民的警惕。

黑龙江社会科学院步平的《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历史考察》指

出 :出现引起亚洲国家谴责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教科

书绝非偶然 ,需要结合日本教科书从战前、战中到战后的变化过

程 ,联系战后日本社会关于历史教科书多次发生的风波 ,思考风波

的深刻的社会原因。战前到战中日本教科书贯彻以天皇为统治核

心的“皇国史观”教育 ;战后日本的和平进步力量批判了“皇国史

观”,促进了教科书的“改善”过程 ,但在国际冷战结束和世界进入

全球化经济时代、日本国内经济多年停滞、社会不安的背景下 ,教

科书出现了“改恶”局面。这种“改恶”现象 ,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

表现。右翼企图在教科书中掩盖侵略事实 ,掩盖日本人的战争犯

罪。这种历史观是对战后历史认识的严重倒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卞修跃的《〈新历史教科书〉与

战后日本国家的历史认识》一文 ,根据日本新版扶桑社的《新历史

教科书》及送审的“白皮书”等资料 ,探讨了日本国家错误历史认识

的形成原因 ,认为 :战后日本社会对其侵略历史的错误认识 ,是有

历史、思想、国际环境、经济诸多基础的。而“这一版本的教科书中

所宣扬的历史观 ,正是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政府、日本国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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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近代以来对外侵略历史的错误认识的典型反映”。

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辛培林的《日本侵占中国东北

的“理论”与当代右翼歪曲历史的谬论之剖析》,将当年日本侵略者

侵略东北时期散布的“满蒙并非中国的领土”等 6 条谬论 ,与今天

日本右翼文人的“唱合”比较 ,论证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理论”

和当代右翼分子的谬论以及它们之间的一致性、继承性。日本宫

崎公立大学王智新的《战后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演变及其根源探

讨》,追溯了教科书问题的历史演变 ,认为 ,教科书是根据具有法律

性质的官方文件《学习指导要领》来撰写的 ,而《学习指导要领》是

由文部省编写制订 ,因此教科书问题的责任在日本政府。日本琉

球大学高岛伸欣的《教科书问题与全体日本国民的责任》则认为 ,

出现教科书问题 ,一些有良知的人也存在认识上的缺欠 ,是因为战

后政治上没有追究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 ;思想上没有肃清福泽谕

吉“脱亚入欧”的思想。

(本 　刊)

(责任编辑 :刘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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