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中,在指导统一战线工作取得胜利的过程中,使党和人民武装巩

固和壮大,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 这是中国共产党致胜

的决定性原因。

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历史, 不论在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上, 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都是光

辉的一页。重温这一段光辉的历史, 我们要认真吸取其丰富的宝

贵经验,发扬国共两党为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共同合作的优良传统,

所有炎黄子孙携起手来, 为振兴中华而共同奋斗!

(作者程中原,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荣维木)

澄清历史 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 

! ! 2005年 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孙宅巍著的 澄

清历史 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 , 40. 3 万字。该书
分十章论述、探讨了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的多重关

联、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与时空范畴、

安全区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历史地位、性暴力在南京大屠

杀中的位置与特点、新发现的埋尸资料及其诠释、民众的

抵抗、∀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界定、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影

响、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并附录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

会搜集的日军暴行记录 47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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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大公 周刊的宣传内容毕竟与日伪当局的∀正面#宣传

有一定距离,也不为南京日军当局的所有人所接受, 尤其遭到日

∀中国派遣军#中那些主张把战争进行到底的顽固分子的反对。日

军当局不愿看到日占区的人民真的被鼓动起来, 形成要求日军撤

出中国的强烈舆论。1945年 7月 10日,就在 大公 周刊第 14 期

将要出版时,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通过陈公博,下令

伪首都警察总监李讴一查封了该刊。南京 大公 周刊的出版与被
查封,反映了日本当局在日暮途穷时的矛盾、反复的阴暗心理。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南京的所有日伪传

媒几乎都在这天断了气, 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作者经盛鸿,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刘 ! 兵)

论反法西斯盟国的对日作战 

! ! 2005年 6月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徐康明有关第

二次世界大战史论文选集 论反法西斯盟国的对日作

战 , 42万字。该论文选集选取 21 篇文章, 从反法西斯

同盟的无条件投降政策与日本有条件投降的前因后果,

中、美、英三大盟国在中缅印战场的对日作战, 二战斯间

美、苏的对华政策这三个部分分析、论述了反法西斯同盟

国的对日作战。

∃87∃

日伪时期南京新闻传媒述评



作用。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工作, 也为新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

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今天的卫生防疫工作,

也不无启迪。

(作者: 温金童、李飞龙, 河北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 03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李仲明)

南京沦陷八年史 (上下册)

! ! 2005年 7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经盛鸿著

的 南京沦陷八年史 (上、下册) , 96. 4万字。该书分十

二章论述了沦陷前南京的人口与经济文教发展、日本在

南京地区的挑衅与间谍活动、南京的沦陷与南京大屠杀、

日本的∀以华制华#政策与南京的伪政权、日伪时南京的

社会控制与特务统治、日本在南京的殖民性经济掠夺、对

南京的∀文化大屠杀#与思想奴化、日军的∀慰安妇#制度
与南京的慰安所、日本的毒化政策与南京的烟毒、日军一

六四四部队的秘密试验、驻南京的西方侨民及其对日抗

争、南京地区的抗日斗争与南京光复。并附录了南京沦

陷前后大事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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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见的态度呢? 难道由自己来主动澄清历史事实真相的举动就

是出自所谓∀自虐的#历史观吗? 难道我们不应该尽快地打破这种

封闭的现状,站在新的立场上来重新对待和反省医师在侵略战争

中的罪责吗?

德国的医师会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对纳粹大屠杀给予

协助的行为,于 1989年发表了∀反省声明#, 为什么日本的医学界

不能这样做呢?

(作者竹内治一, 日本医师会代议员,已故)

(责任编辑:刘 ! 兵)

中国抗日战争论纲 1931 1945 

! ! 2005年 5月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刘庭华著的 中

国抗日战争论纲 1931 1945 , 32. 5 万字。该书上篇论

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意义、地位、特点与作用, 国共两党

的策略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两个战场的作战与

配合, 敌后根据地与人民军队的状大发展等; 下篇就战争

遗留问题与 21世纪的日本战略走向论述了日本侵略中

国百多年历史, 日本的有条件投降, 日本右翼势力猖獗的

历史渊源,并批判日本右翼在南京大屠杀、化学战、细菌

战等方面的谬论。并附有∀中国战场八年抗击日本陆军

兵力统计表#等抗日战争资料表格 2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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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人维护抗日战争史草根组织的先驱;是研究日本侵华史的

优秀史学家。在他有生之年里,他不知策动了多少维护抗日史的

活动,不知启发了多少人,他不知撰写了多少论著,实是鞠躬尽瘁。

引用一句吴太太常跟我说的话: 老头子真是把命都拼了进去。但

是他却交代子女在他身后不要为他举行丧礼, 也不要为他开追思

纪念会。

他 3月 20号病逝旧金山以后,没有葬礼,也没有追思会,就这

样走了,就这样静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人世。

(作者胡华玲,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荣维木)

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 

! ! 2005年 7月齐鲁书社出版了由何天义主编的 二战

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 ,共 5卷 225. 1万字。揭示了日本

侵略中国期间, 被日军强掳到日本北海道煤矿、九州岛煤

矿、本州金属矿业、日本各地土木建筑、日本各地港湾装

卸及造船共计 55个公司、135个作业场的 4万中国劳工

的苦难经历。编者从近十年来新征集采访的 1000多人,

400万字的口述资料中, 选取了 500多人, 250 万字的史

料编辑而成。史料集深刻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时

期残酷迫害中国劳工的侵略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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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贡献。张根福剖析了 东南日报 内迁后的出版活动。欧阳恩良

的论文 抗战时期的贵州民俗文化调查研究 讲述的是内迁后高校

的学者在贵州所展开的民俗调查研究。潘洵和李桂芳的论文描述

了内迁后科技社团的活动及其影响。

(陈言)

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 

! ! 2005年 6月昆仑出版社出版了王向远著的 日本对

中国的文化侵略 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 , 29 万
字。该书分十四章,论述了日本侵略华战争期间,日本右

翼学者,文化人配合日军对中国实施的各种∀文化战#:思

想宣传战、学术情报战、奴化教育战、新闻舆论战、宗教文

化战、文学艺术战等, 揭示了文化侵略的方案、策略、实施

途径、方式及其危害, 指出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方策的

设计者,并非在朝的政府官员,而是在野的民间学者、文

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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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资物价看沦陷时期北平人民生活 ,何岩巍的 沦陷时期的北

京教育 ,张雅晶的 试析台湾日据时期诗歌中的抗日精神 , 沈望

舒的 完善中国抗战文化圣地 强化国防教育形象载体 等。

(赵亚迅)

日本右翼言论批判

∀皇国史观#与免罪情结的病理剖析 

! ! 2005年 6月昆仑出版社出版了王向远著的 日本右

翼言论批判 ∀皇国史观#与免罪情结的病理部析 , 22

万字。面对日本右翼学者打着反对∀自虐史观#的旗号,

极力复话∀皇国#史观, 为日本侵略中国及亚洲的历史翻

案,作者以一名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义愤, 奋笔疾书,

批判林房雄、西尾干二、渡部升一、滕冈信胜、小室直树、

田中正明、东中野修道、小林善纪等日本右翼文人的言

论、著作,对他们美化和否定侵华历史、推卸侵略罪责、敌

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右翼历史观做了深入的部析与批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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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曾向日本政府先后提出了 5次解决的劝告, 但日本政府至今仍

未理睬。

会议结束时通过的 呼吁书 , 于 5月 23日交给了日本外相町

村信孝。 呼吁书 指出: ∀我们呼吁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尽全力清
算过去遗留的问题。日本政府应当与高龄的受害者们一起坐下来

直接对话并向他们谢罪。为此,日本国会应当尽快制定一条法律:

企业和自治团体应当弄清战争中强制劳动的实际情况;日本历史

教科书应当记载忠实于历史的,近邻各国也能正确评价的内容; 日

本公民应当考虑为了恢复与亚洲以及世界人民之间的信赖关系作

为公民该做些什么。#

(刘宝辰)

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

( 1931 1945)  

! ! 2005年 6月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胡澎著的 战时

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 1931 1945)  , 28. 8 万字。该
书分七章论述了昭和初期、九一八事变后准战时体制下、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的妇女团体,太平洋战争期间妇女

团体的统合,战时官方妇女团体的活动、特征及作用,妇

女团体纳入战时体制的原因分析,日本近代的妇女团体

演化的规律及∀受害#与∀加害#的双重角色。并附录日本

近代女性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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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抗战学术研讨会#在河北迁西举办

! ! 2005年 8月 12日, 由民革中央、中国抗战史学会主办, 中共

迁西县委、县政府承办的∀长城抗战学术研讨会#在河北省迁西县
召开。当日上午,与会代表参加了喜峰口长城抗战纪念碑揭幕仪

式。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周铁农为喜峰口长城

纪念碑揭幕。民革中央联络部部长郑建邦, 中国抗战史学会副秘

书长荣维木,中共迁西县委副书记、县长纪纯, 喜峰口民营企业家

张国华分别代表民革中央, 中国抗战史学会, 中共迁西县委、县政

府,迁西县各界群众向喜峰口长城抗战纪念碑敬献花篮。代表们

参观了喜峰口长城抗战旧址。长城抗战将领后裔代表吕植中宣读

抗战著名将领后裔关于征集长城抗战文物的倡议书 。
当日下午, 代表们参加学术研讨会。京津学者、迁安县代表、

抗战将领后裔江绍贞、金以林、潘荣、侯杰、张书明、冯炳如等发言,

对长城抗战的人物、背景、作战过程、民众支援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李仲明)

日俄战争史料集 
! ! 2005年 3月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关捷、董

志正、田久川主编的 日俄战争史料集 , 65. 2万字。该

史料集从理论著作、档案史料、地方志、中国报刊记载的

日俄战争、俄国人论俄日战争、日俄战争史、日俄战争在

旅大、日俄战争与战事、日俄战争图片等中国、苏联、日本

多方面史料编辑而成,较全面地反映了日俄战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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