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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论

20 08 年中日关系史研究述评. 荣维木、高士华. 抗日战

争研究, 4

笔谈 抗日战争和中日关系史研究 .步平等.抗日战争

研究, 1

近年来抗日战争研究若干创新观点综述. 黄爱军. 党史

研究与教学, 3

第二届海峡两岸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鑫、罗

存康.抗日战争研究, 3

论 十五年中日战争 与 八年抗战 .王桧林.抗日战争

研究, 1

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的变迁. 郭德宏. 近代中国与文

物, 1

抗战对中国民众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 徐慧清. 齐鲁学

刊, 2

中国抗日战争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迁. 阎玉田. 河北学

刊, 1

东北地区日本侵华史学术研究特点及成果简述. 黄志

坚.历史档案, 4

近三十年来 逼蒋抗日 方针研究述评 ! ! ! 兼及回忆录

的史料价值.衡朝阳. 兰州学刊, 8

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年会暨江桥抗战学术研讨

会综述.吴丽华.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6

台湾地区对西安事变与张学良研究述评. 于丽、田子

渝.抗日战争研究, 3

海峡两岸纪念武汉抗战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晓

叶.中共党史研究, 1

论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若干不同 ! ! ! 兼论国际友

人视野中的国共抗日.王峰、李艳梅.延安大学学报,

3

国民参政会性质研究述评 .陈一容、张国镛. 抗日战争

研究, 2

国、共、伪三方对三民主义政治符号的争夺. 伍小涛. 广

西师范大学学报, 12

南方局史初探 ! ! ! 纪念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七十周

年. 郑洪泉、王明湘.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2

抗战时期中国科学化进路. 李丽.江苏大学学报, 5

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基本格局 ! ! ! 战时中国文学

地理研究之二. 王维国.学习与探索, 1

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艺术表征 ! ! ! 战时中国文学

地理研究之三. 王维国.人文杂志, 2

2008 重庆∀抗战文学与文献# 国际学术研讨会 综述.

郝明工.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1

2009 年重庆 文学史料与抗战文学 学术研讨会暨中华

文学史料学学会近现代史料学分会年会综述. 王学

振、李文平.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4

民国文学史 框架与 大后方文学 . 李怡. 重庆师范大

学学报, 1

论抗战大后方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 朱丕智.重庆师

范大学学报, 1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王

元周. 抗日战争研究, 1

重庆成立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并启动相关研究项

目. 潘洵.抗日战争研究, 2

二 日本侵华与暴行

日本近代以来对华认识研究现状分析. 周维宏.日本研

究, 3

近代日本侵略扩张的文化探析 ! ! ! 兼论二战以来日本

难以认罪的原因. 尹业香、郭定.湖北社会科学, 10

浅析日本大陆政策形成的思想渊源. 苑基荣. 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

简析 攻日论 之说的出现 ! ! ! 20 世纪中叶日本 中国

人的日本观 研究一侧面.叶伟敏.史学集刊, 3

历史上东京与旅顺的 东方会议 . 王珍仁.东北史地, 3

∃盛京时报%与九一八事变. 齐辉.民国档案, 3

论 九& 一八 事变前后∃盛京时报%的舆论宣传与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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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齐辉、林晓婵.辽宁大学学报, 5

也谈 九& 一八事变 的后果.祝曙光. 江汉论坛, 9

石射文书 与 1938 年宇垣对华 和平外交 谋略. 武向

平.抗日战争研究, 1

世界新闻史上的丑闻与笑料 ! ! ! 日本新闻传媒对侵华

日军进攻南京战役的多次不实报道. 经盛鸿.安徽史

学, 5

绥西战役后日本驻蒙军在五原留守问题上的分歧述

论.丁晓杰. 民国档案, 1

论日军进攻中国的第二条战线. 杨黔云、程利. 军事历

史研究, 2

近代日本对华金融政策研究. 庞宝庆、潘德昌. 日本研

究, 3

中日债务 ! ! ! 析战前日本财阀对华经济侵略. 李宗远.

抗日战争研究, 2

日本财阀和帝国主义 ! ! ! 以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为例.

(日)坂本雅子.抗日战争研究, 2

日本对华经济战中被忽略的一面 ! ! ! 日本在华公债政

策研究( 1931! 1945) . 戴建兵. 申玉山. 抗日战争研

究, 2

试论抗战前日本华北走私及其影响 ( 1935. 8 ! 1937.

6) .袁成亮. 苏州大学学报, 1

日本侵华经济资料选译.马晓娟译. 近代史资料, 120

日本侵华战争与 回教工作 .王柯. 历史研究, 5

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国家神道.王海燕. 抗日战争研究, 1

一座殖民侵略的 假宫殿 ! ! ! 同德殿.宋伟宏. 东北史

地, 2

日本的文化侵略 ! ! ! 以 关东州 的图书馆事业为中

心.陈洋等. 东北史地, 4

近代日本作家的 满洲 游记述评.常骄阳. 日本研究, 1

日据朝鲜时期日人所著汉籍研究. 傅德华.安徽大学学

报, 5

历史与历史学家:海外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争议综述. 魏

楚雄.历史研究, 5

南京大屠杀受害者 PT SD初步研究.张生. 抗日战争研

究, 4

民国名人笔下的南京大屠杀.马思睿. 抗日战争研究, 4

南京大屠杀期间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吗? . 朱成山.

南京社会科学, 10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 1937 ! 1985) . 刘燕军. 抗日战

争研究, 4

是档案揭秘还是主观臆断 ! ! ! 与王岚研究馆员商榷.

杨夏鸣.学术月刊, 3

武断比 臆断 离真相更远 ! ! ! 答杨夏鸣教授. 王岚. 学

术月刊, 3

抗战时期 重庆大轰炸 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 周勇. 重

庆大学学报, 1

西方主流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分析 ! ! ! 以∃基督

教科学箴言报%为例.张瑾、高瑜.西南大学学报, 1

抗战时期重庆民众对日军轰炸的意识演变 ! ! ! 以

1938! 1943 年∃国民公报%等报刊为主体的考察. 鲁

克亮、刘琼芳.西南大学学报 , 1

1943 年秋日军发动鲁西细菌战述评. 赵延垒、沈庭云.

军事历史, 6

历史档案记录的常德石公桥和镇德桥的鼠疫之研究.

陈致远、朱清如.抗日战争研究, 1

简论日本 毒品祸华 问题. 齐磊、胡金野. 近代中国与

文物, 2

日军战时的俘虏政策与管理 ! ! ! 日军对中外俘虏管理

的比较研究. 李力.社会科学战线, 4

二战时期日本的盟军战俘集中营及其监管制度. 郭洪

茂. 社会科学战线, 4

日本在中国境内盟军战俘营机构分布考察. 武向平. 社

会科学战线, 4

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考略. 杨竞.历史研究, 1

日军 奉天俘虏收容所 的信函检查与对美情报收集.

焦润明、王铁军.历史研究, 5

关于 沈阳英美盟军战俘营 之史实再考订. 王铁军. 辽

宁大学学报, 3

通化防卫体制 与辽源盟军高级战俘营.李倩.社会科

学战线, 4

日本侵华战争的国民责任探析. 付启元.学海 , 4

日本基督教会战争责任初探. 徐炳三.抗日战争研究, 1

三 抗日救亡与局部抗战

东北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之一.王晓兵.世纪

桥, 10

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十四年抗战. 王连捷.长白学刊, 4

东北救亡总会 会旗暨对东北民众抗日斗争的再认

识. 杨小东.辽宁大学学报, 3

东北抗日义勇军人数考. 孔令波.军事历史研究, 3

江桥抗战始末. 孔令波、黄志新. 世纪桥, 9

江桥抗战之作用与影响. 孔令波.世纪桥, 10

辽阳义勇军 兵变失败 的真相 ! ! ! 中共奉天特委给党

中央的有关报告考释.王连捷. 东北史地, 5

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历史地位及其不幸结局. 魏宏运. 史

学月刊, 4

山东人民对抗日战争的主要贡献和历史经验. 王景昌、

王宇光. 军事历史, 2

口述、性别与上海抗战史.陈雁. 史林,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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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国运:抗战时期桂林美术界的文化救亡行动. 柴

刚.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2

四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

两个口号 论争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田刚.

东岳论丛, 9

论中共在福建事变关系中的历史贡献. 马若义. 长白学

刊, 4

瓦窑堡会议 抗日反蒋 方针透析.王崇文. 党史文苑, 7

中共代表参加了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吗 .戚厚杰.

抗日战争研究, 2

南方局的新闻工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 .王仕勇.

重庆社会科学, 8

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述论. 王凤青.青海社会科

学, 3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党派合作模式及成因

的探析.刘洁、杜海燕.社会科学战线, 8

抗战时期中共广东政权与国民党保甲制度. 沈成飞. 中

共党史研究, 4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山东乡村社会控制管窥. 李君. 东岳

论丛, 7

抗战时期妇女指导委员会与妇女宪政运动. 夏蓉. 民国

档案, 2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

员会.夏蓉. 中共党史研究, 8

妇女指导委员会与抗战时期的妇女动员. 夏蓉. 抗日战

争研究, 4

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西北青年救国会.陈颍、

王伟民.党史文苑, 4

保盟 对抗战敌后战场医疗工作的贡献. 华伟. 军事历

史研究, 4

皖南事变研究中两个问题的再探讨.李亮.上海师范大

学学报, 3

皖南事变 的经验教训.房列曙.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4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上层对中共的态度 ! ! ! 以∃王世杰

日记%为中心的再考察. 左双文、何健. 中共党史研

究, 1

联合政府 口号的博弈论分析.祝天智. 长白学刊, 2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中间党派的政治抉择. 汪朝光. 学

术月刊, 2

五 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

与敌后战场
1. 政治

论抗日战争时期党的领导能力建设.王洲.郑州大学学

报, 2

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适当先进性建设的政治基

础 ! ! ! 论延安时期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基本经验. 郝

琦、刘建德.延安大学学报, 5

六届六中全会在党的建设中的作用论析.任晓伟.党的

文献, 4

抗日民主政权的人权立法. 李青.史学月刊, 11

论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人权保障.梁瑞敏、申玉

山. 山西师大学报, 4

民主政府法制建设的新篇章 ! ! ! 山东抗日根据地人权

保障立法及司法制度概论.林明. 东岳论丛, 1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援用国民政府法律问题

论析. 欧阳湘.抗日战争研究 , 3

抗日根据地时期中共基层干部群体 ! ! ! 以晋西北抗日

根据地为中心的研究.岳谦厚、董春燕.安徽史学, 1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的演变. 梁丽辉. 延安大学

学报, 6

平北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李吉敏.河北师范大学学

报, 2

试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 李蓉. 中共党史

研究, 11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秘密工作. 陈福荣. 延安大学

学报, 6

东方 雅典城邦 ! ! ! 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的启示. 高

晓林、韩平.学术论坛, 2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动员. 张国茹. 延安大学学

报, 1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支部建设. 张国茹.兰州学

刊, 5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雇工权益的保障.孙卫芳. 求索, 4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保障雇工权益研究.王强.党的文

献, 6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的成绩及经验. 罗凯、郭

虎子. 党史文苑, 8

淮北根据地纠正淮中、泗阳两案述评. 于化民. 抗日战

争研究, 3

论延安时期党在保密工作中形成的优良传统. 加东. 延

安大学学报, 6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张远新. 马克思主义研究, 11

延安整风方向和目标的发展与变化. 宋金寿. 中共党史

研究, 9

试论古田会议对延安整风运动的影响. 兰雪花、曾庆

裕. 延安大学学报, 6

抗日战争中后期中国共产党对西方民主的借鉴. 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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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段炼. 党史研究与教学, 5

论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政权诉求的演变. 占善钦. 抗日

战争研究, 3

2. 军事

丰富多彩的抗日游击战争.马广志. 文史月刊, 8

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的谈判斗争 .丁家琪、

李鹏聪.军事历史, 4

论抗日根据地兵器工业的建立与兵工企业之运作. 曹

敏华.抗日战争研究, 1

忆山东抗日战场的最后一战 ! ! ! 临沂攻坚战. 吴瑞林、

吴继云.军事历史, 5

新四军东进的重大战略意义 ! ! ! 纪念新四军东进 70

周年.唐培吉. 党史研究与教学, 2

新四军 发展华中 考辨.王建国. 抗日战争研究, 1

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路线新探.房列曙. 江淮论坛, 4

谁对新四军皖南部队的严重损失负责. 房列曙. 安徽史

学, 5

3. 经济 社会

论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物价变动. 张照青、张帆. 广

西社会科学, 9

阶级斗争的变奏:平山土地问题新论( 1941 ! 1943) . 徐

进.党史研究与教学, 4

革命乡村阶级结构与土地关系之嬗变 ! ! ! 以晋绥边区

西坪村为例.张文俊. 兰州学刊, 10

抗战时期晋西北农村土地流转实态分析. 张玮. 晋阳学

刊, 3

中共减息政策实施的困境与对策 ! ! ! 以晋西北抗日根

据地乡村借贷关系为例.张玮 .党的文献, 6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私营工业. 王晋林.抗日战争研

究, 1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公营工厂工人待遇探析 .康小怀.

兰州学刊, 5

1941! 1942 年中共陕晋农村调查研究. 秦燕. 党的文

献, 2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米脂地主经济. 岳谦厚、郝东

升.中共党史研究, 6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太行根据地社会调查刍论. 马维

强、行龙. 中共党史研究, 5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展览会与边区社会发展 .黎见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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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可荣. 宁夏社会科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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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社与武汉抗战时期的募捐.周俊利.湖北社会

科学, 1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难童救济教养工作述论. 许雪莲.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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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建 声中的国民政府荒政考析 ! ! ! 以贵州为例. 莫

子刚.贵州社会科学, 9

从战地救护到社会服务 ! ! ! 简论抗战后期中国红十字

会的 复员 构想.吴佩华、池子华.民国档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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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常云平、陈英.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2

抗战时期的成都乞丐教养所.孙荣. 文史杂志, 6

抗战时期四川公共卫生事业述论.张玲. 史学集刊, 1

抗战时期贵州现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李娇娇. 徐州

师范大学学报, 5

抗战时期甘南藏区医疗卫生建设研究. 毛光远. 西藏大

学学报, 4

抗战时期国统区 抓壮丁 现象剖析.冉绵惠. 史林, 4

川徭& 川灾& 川政 ! ! ! 抗战前夕四川的统一化进程.

黎志辉.抗日战争研究, 4

抗战内迁与沿海省份内地城市的现代化 ! ! ! 以福建为

个案. 林星.抗日战争研究, 2

日军大屠杀前的南京建设成就与社会风貌. 经盛鸿. 南

京社会科学, 6

1941 ! 1945 年贵阳城市管理体制述评 ! ! ! 以∃贵阳市

政%为文本依据.黄沛骊. 贵州社会科学, 1

九& 一八 事变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选择. 龚鹏. 社

会科学家, 8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市商会的社会活动. 张静. 抗日战争

研究, 2

抗战时期的黄陵祭祀典礼. 李俊领、殷定泉. 扬州大学

学报, 5

秘密社会与政治势力之博弈 ! ! ! 以 黔东事变 的同善

社为例. 梁家贵.甘肃社会科学, 2

4.思想 文化

1940 年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员的选举 .郭金海. 自然

科学史研究, 10

论文协在抗战时期的历史形象变迁 ! ! ! 以历届常务理

事为中心. 段从学.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4

1937 ! 1949 年中国地质科学的艰难发展 ! ! ! 基于建制

化的分析. 杨小明、李强. 山西大学学报, 5

关于抗日正面战场文学的问题.秦弓.重庆师范大学学

报, 1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诗歌观念及其艺术价值. 熊辉.重庆

社会科学, 5

重庆陪都文学及其话语空间. 苏光文.重庆社会科学, 4

重庆雾与中国抗战文学. 张武军.西南大学学报, 2

试析陪都重庆的文学期刊. 郝明工. 重庆师范大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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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伪政府财政特点分析. 潘健.福建论坛, 9

日本侵略政策演变中的汪伪政府财政.潘健. 史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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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沦陷区女性文学的一种解读. 朱念. 南京社会科

学, 2

民族认同视野下的 40 年代大陆沦陷区乡土小说创作.

王文胜. 江海学刊, 1

日本侵华时期日伪在沦陷区实施的社会教育述论. 吴

洪成、张华.东北史地, 2

近代日本对阜新煤炭资源开发权的攫取 ( 1908 !

1935) .王广军. 社会科学辑刊, 2

日本在辽鸦片政策研究( 1905! 1945) . 赵朗. 社会科学

辑刊, 4

日本对近代东北水田农业的渗透与地方政府的对策.

金颖. 日本研究, 4

满洲国 的国籍问题与日本的政策. 吕秀一. 东疆学

刊, 4

九一八事变后, 满铁攫取我国东北铁路路权始末.郭铁

桩.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1

九一八 事变后日本攫取中国东北铁路权探析. 张洁.

辽宁大学学报, 6

伪满时期东北地区粮食生产变迁的研究.于春英.中国

农史, 3

伪满时期水稻发展研究. 于春英.社会科学辑刊, 3

满铁与日本向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 王玉芹. 社会科学

战线, 10

日本 满洲移民 政策对中国东北移民活动的影响. 孔

艳波. 日本研究, 4

试析日本侵略者在吉林建立的 集团部落 . 王玉芹. 东

北史地, 5

满铁附属地日本人小学校教育述评. 谢忠宇. 东北师大

学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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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者对东北沦陷区教师的全面控制. 刘战. 东北

史地, 5

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对图书馆事业的统治和破坏. 霍学

雷.东北史地, 2

论 满映 的女明星形象及其文化内涵. 丁珊珊. 江苏社

会科学, 4

从蒙古军政府到蒙古自治邦 ! ! ! 蒙疆政权 的形成与

消亡.祁建民.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5

日本最高顾问更迭与伪蒙疆政权时期的民族问题. 丁

晓杰.安徽史学, 3

日本对伪蒙疆地区龙烟铁矿和大同煤矿的调查与掠

夺.赵春水.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5

日伪时期蒙疆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及活动述论. 丁晓

杰.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3

日本在伪蒙疆政权时期实行的报刊及广播统制. 丁晓

杰.党史研究与教学, 1

论 蒙疆政权 的教育政策 ! ! ! 以蒙古人的初等和中等

教育为中心. (日)田中刚著、孟根译. 内蒙古师范大

学学报, 5

伪蒙疆时期蒙古学校教科书编辑与使用情况浅析. 张

建军.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1

抗战时期日本对蒙疆地区留日学生政策述论 .徐志民.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5

论日本对华北沦陷区的统治政策. 张鹏、白纯. 军事历

史研究, 3

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沦陷区工业综述.汪敬虞.中国经济

史研究, 1

日伪统治时期的北京市政建设和管理. 王煦.近代中国

与文物, 2

日伪统治时期北平的中小学教育. 陈兆肆.北京社会科

学, 2

日伪时期的南京郊县农业.经盛鸿. 中国农史, 4

论汪伪南京市宣传处对公共娱乐场所的管制 .王翔. 扬

州大学学报, 1

从 接收 到 重组 ! ! ! 租界沦陷初期日本当局对上海

的经济政策取向.甘慧杰. 史林, 4

战时沦陷区内民族资本与日方的 有限合作 问题 ! ! !

以上海刘鸿生企业为例.蒋宝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

究, 1

从∃孽海花%∃续孽海花%人物谈 看上海沦陷时期的掌

故热.符静. 湘潭大学学报, 6

广州沦陷时期保甲制度的推行及其特色. 沈成飞. 广东

社会科学, 4

论日据时期台共政治大纲中 台湾独立 的真实内涵.

宋帮强.台湾研究, 3

日据时期的台湾工商业. 纪欣榕著.近代史资料, 120

从祖国接受和反思现代性 ! ! ! 以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的

祖国之旅为中心的考察.朱双一. 台湾研究集刊, 4

抗战时期福建台湾籍民在崇安的垦荒研究. 黄俊凌. 台

湾研究集刊, 1

战后台湾民间宗教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范纯武等.文史

哲, 1

国民政府战后对台湾的工业接受及其影响. 陈谦平. 史

学月刊, 10

抗战初期中共组织在香港的恢复与发展.莫世祥.中共

党史研究, 1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驻港企业研究 ( 1937! 1941) . 张晓

辉. 抗日战争研究, 2

二次大战结束前香港的华人商会. 李培德. 华中师范大

学学报, 3

八 中外关系、

国际援华与华侨抗日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民外交运动论略.印少云.徐州

师范大学学报, 5

国民外交运动的一次新探索 ! ! ! 辽宁国民外交协会的

缘起及其活动述评 .张万杰. 辽宁大学学报, 1

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 1937 ! 1941) . 洪岚. 华南师

范大学学报, 4

国民政府确立诉诸国联政策之原因新论.左世元、罗福

惠. 兰州学刊, 5

抗战前夕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危机应对 ! ! ! 以国民政府

三任外交部长的更替为中心 .陈立中、刘大禹.求索,

12

抗战时期中共对国联政策的演变. 洪岚. 近代中国与文

物, 1

中国 战时大国 地位得而复失的原因探析 ( 1941 !

1945) .熊杏林. 求索, 8

试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的外交政策. 王玉全、栾

雪飞. 史学集刊, 5

试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的外交政策.王玉全.社会

科学战线, 8

国民政府与敦巴顿橡胶园会议. 刘晓莉.民国档案, 3

抗战胜利后国际形势对国共战略决策的影响. 高军峰、

李跃新. 史学月刊, 4

战时日美国际关系理念的冲突及其对中国的争夺. 赵

志辉. 社会科学战线, 10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关系的演变. 董海鹏.

党史文苑, 9

试论抗战期间中共与美国的军事情报合作. 方小强、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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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军事历史研究, 专刊

离合之间:战后国共美苏在东北的多边关系. 陈任远.

求索, 10

抗战结束后美苏对华政策的变化及其对国民党政权的

影响.张军亭. 中州学刊, 3

评析 1931 ! 1945 年苏联对华政策.易新涛. 党史文苑,

3

日苏中立条约在中国的争议及其政治延伸. 邓野. 近代

史研究, 6

皖南事变与苏联对华政策.王真. 中共党史研究, 1

试析抗战胜利前后苏联对华政策对国共两党关系转折

的影响.闫兴德. 世纪桥, 10

论共产国际在福建事变问题上的失策及其原因. 卓志

宏.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6

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中共建国目标的调

整( 1935! 1938) . 徐玉凤.东岳论丛, 12

论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的认识. 孙

泽学.中共党史研究, 9

共产国际与延安延安整风运动. 张喜德. 中共党史研

究, 4

英国在远东的双重外交与天津租界危机. 傅敏. 民国档

案, 3

中英处理救助 里斯本丸 战俘义举述论. 唐洪森. 民国

档案, 3

抗战时期中加军事关系评析.潘兴明. 史学集刊, 1

1931! 1945 年加拿大与中国的关系. 潘迎春. 民国档

案, 4

中国中暹协会史料( 1939 年 11 月) . 昕匀选辑. 民国档

案, 2

中韩合作抗战时期韩国在华期刊出版考. (韩)李光烈

等.西北大学学报, 3

论抗战初期英美民众援华制日运动. 韩永利、方长明.

民国档案, 1

抗战时期苏联援华飞机数量及机型. 赵广军 . 军事历

史, 1

外籍医生与抗日根据地的卫生建设. 邵晓秋、温金童.

兰州学刊, 5

日本对南洋华侨的调查及其影响( 1925 ! 1945) . 纪宗

安、崔丕. 中国社会科学, 1

论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侨资引进政策. 张赛群. 华侨大

学学报, 1

论南京大屠杀期间西方侨民的宣传贡献. 经盛鸿. 江海

学刊, 1

九 人物(共产党、国民党、爱国

人士、汉奸、外国人)
论毛泽东在确立抗日战争战略思想上的全球意识. 李

浩、贺菊莲.甘肃社会科学, 4

感谢 就是感谢 ! ! ! 毛泽东说要感谢日本侵略 评

议. 张振鹍. 抗日战争研究, 4

毛泽东获悉西安事变的首份电报究竟是谁发的. 孙果

达. 军事历史研究, 4

浅谈东北抗联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著作学习和贯彻

的意义. 尚金州.黑龙江社会科学, 5

毛泽东与抗战胜利前后党的城市工作. 王金艳、杜君.

东北师大学报, 2

论朱德在抗战初期的历史贡献. 沈振新. 军事历史研

究, 4

周恩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贡献.李和平.世纪

桥, 2

1936 年 12 月 17 日周恩来与张学良西安会谈的再探

讨. 叶扬兵.抗日战争研究, 2

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蒋介石会面问题新证. 张天社. 抗

日战争研究, 3

周恩来与抗战时期的叶挺. 卢权、褟倩红. 党史研究与

教学, 3

周恩来与东北民族解放事业. 王连捷.学术论坛, 12

论延安时期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李振印. 延边大学学报, 3

抗战时期晋西北的地租、租率及其变动 ! ! ! 以 1942 年

张闻天调查为中心的研究.张玮. 中国经济史研究, 3

抗战时期中共政权建构下的租佃关系与雇佣关系 ! ! !
以 20 世纪 40 年代张闻天在晋陕农村调查为个案.

刘玲. 求索, 4

陈毅朱德与 毛泽东军事思想 概念的提出. 赵宝云等.

党史文苑, 7

聂荣臻对抗战时期游击战略的丰富. 俞小和. 近代中国

与文物, 4

聂荣臻与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 周治龙.党史文

苑, 12

论延安时期陈云的党内民主思想. 秦位强.兰州学刊, 2

抗战初期徐特立对张治中的统战工作. 梁堂华.湖北社

会科学, 1

宋时轮在雁北. 宋任远.军事历史, 2

曾山与抗战前期东南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和建设.

徐京. 中共党史研究, 12

论曾山在华中抗战中的重要贡献. 刘金菊、吴海昌. 党

史文苑, 12

俞秀松在新疆的革命活动与贡献. 陈宇明、祁若雄. 中

共党史研究, 12

刘少卿在新四军第五师. 张肇俊.世纪桥, 8

刘澜波抗日救亡活动之武汉篇. 张万杰. 武汉大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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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2

罗炳辉与军事统一战线.赵宝云等. 军事历史, 4

林一:八路军出色的女情报科长. 赵勇田.百年潮, 9

阎宝航与第三届太平洋国际学会 ! ! ! 兼论∃田中奏折%

出笼风波.王连捷. 社会科学战线, 2

发动一二& 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 ! ! 周小舟. 麻星甫.

北京党史, 1

胡风在 国际宣传处 任职情况考. 吴永平.江西社会科

学, 9

从冯雪峰的秘密使命看 两个口号 论争. 赵歌东. 东岳

论丛, 9

近年来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研究述评. 汪菁华. 安徽史

学, 6

致命的洁癖 ! ! ! 王实味与托派. 郭继宁、郑丽丽. 兰州

学刊, 2

30 年代蒋介石对日思维 ! ! ! 以∃敌乎? 友乎? ! ! ! 中

日关系的检讨%一文为中心的考察. 彭敦文. 民国档

案, 2

蒋介石与 1935 年中日苏关系的转折. 鹿锡俊. 近代史

研究, 3

从∃蒋介石日记%解读 1937 年 12 月的南京形势. 家近

亮子 著,王雪萍 译. 民国档案, 2

信任的流失: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 王

建朗.近代史研究, 3

冷战的预兆:蒋介石与开罗会议中的琉球问题 ! ! ! ∃琉
球:战争记忆、社会运动与历史解释%补正. 汪晖. 开

放时代, 5

联苏、和共、抗日: 1937 年宋美龄的政治选择. 左双文、

曾荣.广东社会科学, 2

宋美龄与新生活运动.关志钢. 深圳大学学报, 2

宋美龄与战时儿童保育会.肖如平. 晋阳学刊, 5

宋子文的人际关系与战时重庆官场异动. 郑会欣. 史

林, 6

宋子文与战后 开放外汇市场 政策. 宋佩玉、张向东.

史学月刊, 7

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 未看清形势 吗? . 张大军. 河北

师范大学学报, 1

陈诚与两广事变、西安事变. 李良明. 党史研究与教学,

4

试论杨虎城的知识分子政策 ! ! ! 兼论西安事变爆发的

原因.武端利.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 1

福建事变前后陈铭枢等人与共产党的交往. 邵雍. 晋阳

学刊, 3

对 1937 年 7 月 28日以宋哲元名义签发的 作战命令 

再考析.李惠兰. 近代史资料, 119

略论李烈钧的抗日主张. 许海泉.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2

陈仪与日据下台湾研究. 褚静涛.南京社会科学, 2

为抗日而死的台籍志士 ! ! ! 翁俊明. 林欣捷. 党史文

汇, 8

中国知识界对国联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不同反应 ! ! ! 以

胡适、罗隆基和胡愈之为例的考察. 郑大华. 刘妍.

抗日战争研究, 1

寻求危机的转圜: 蒋廷黻与东北问题述论. 张玉龙、钟

昌火. 东北史地, 2

沈钧儒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 杨强.历史教学问题, 3

郭沫若与抗战戏剧理论. 苟兴朝.文史杂志, 6

论郭沫若 1937! 1949 年间的自传写作. 袁祺. 齐齐哈

尔大学学报, 6

诗与政治的共鸣: 1940 年代的郭沫若及其抗战历史剧.

贾振勇. 东岳论丛, 8

抗战时期的文人流徙与文化传播 ! ! ! 以老舍为考察中

心. 陈建宁.福建论坛, 12

作家 与 战士 意识的交互显现与抑制 ! ! ! 延安时期

丁玲身份认同现象的个案分析. 颜琳. 社会科学辑

刊, 3

流亡中的日常意义沉思 ! ! ! 源自抗战时期丰子恺的经

历. 朱小田.抗日战争研究, 4

走向妥协的人与文 ! ! ! 张爱玲在抗战末期的文学行为

分析. 解志熙.文学评论, 2

西南联大时期冯至的小说创作及其外来影响 ! ! ! 以
∃伍子胥%为例. 杨绍军.学术探索, 6

淞沪会战中杨惠敏献旗之真相. 胡现岭.史学月刊, 5

卢作孚对重庆大轰炸粮价高涨的因应措施 ( 1940 !

1941) .简笙簧. 中国经济史研究, 4

真宗教家必爱国 ! ! ! 论抗战时期的马相伯. 薛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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