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顾共同抗战史 开拓研究新领域

——

“

中 韩 第十 三 次抗 日 历 史 问 题 国 际研讨会
”

综述

高晓燕

年 月 日 ， 由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主办 ，
中共汤原县委 、县政府协

办的中韩第十三次抗 日历史问题国际研讨会在黑龙江省汤原县召开 。 来 自 中韩两国的 余位专家学者

参加了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 会上 各位专家学者围绕中韩两国的抗 日 战争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

一

、 关于东北抗 日 联军

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张世撒研究员 阐述了 年代东北抗 日联军的成立与朝鲜人的活动 ，认

为中 国国 民政府和中 国共产党政权对中 国关内和东北地区活动的朝鲜人反 日独立运动给予了不小

的支持 ，
比其他国家更早地表现 出对朝鲜的独立及其未来问题的关心 。 延边大学金成镐教授认为 ，

自 年朝鲜被 日本强制
“

合并
”

以来 ，朝鲜爱国志士纷纷来到 中国东北地区 ，继续进行反 日 民族

革命斗争 。 年后 根据共产国际
“
一国一党

”

的组织原则 ，他们大都加入了 中 国共产党 ，并在其

统一领导下 肩负着
“

双重革命使命
”

，进行抗 日 武装斗争 。 这
一

段历史既是中 国东北抗 日革命史

的一部分 ，又是朝鲜民族反 日解放斗争史的重要内容 因此 ，现在中 国和朝鲜半岛的史学界论述这
一

段历史时 应该
“
一史两用

”

、

“

历史共享
”

，要超越过去以单
一的民族史和国家史角度研究历史的

传统 。 黑龙江大学郭渊教授利用大量原始资料 阐述了东北磐石地区抗 日 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深人

分析了九
一八事变后 ，磐石地区抗 日 民族统

一

战线形成的社会基础 。

二、 关于伪满洲 国研究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车霁虹研究员分析了 日 本殖民统治下东北农村基层政治结

构 认为伪满洲国 的基层行政和组织结构充分体现了其特有的殖民统治特点 即沧陷初期基层统治

的
“

警察化
”

、沦陷中期基层统治的
“

日 本化
”

、沦陷后期基层统治的
“

协和化
”

（ 协和会参与政权 ，在

基层行政中起重要作用 ） 。

韩国东国大学对外交流研究院曹健研究员的 《 日 帝末期关东军内朝鲜人兵力动员与被害》
一

文 ，

利用翔实的资料 ，论述了 年末关特演施行后 关东军开始在殖民地朝鲜实施征兵制度 至少有

万名左右的朝鲜人被强征人伍 。 他们最初被安置在苏
“

满
”

边境一带构筑防御工事 ，战争末期被

强迫代替 日 本人进行 自杀攻击 。 战后 ，部分朝鲜人与 日军
一

起被苏军俘获 ，
关押到西伯利亚收容所 。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敬荣副研究员 ，分析了伪满劳动统制政策 认为 日本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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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 国东北地区进行的 年殖民统治期间 制定 、颁布和实施了大量的奴役 、剥削 、残害中 国人民

的政策 、法令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其劳动统制政策 。 如
，
日伪统治者从颁布 、实施 《外 国劳动

者取缔规则》 ，到制定强化劳动统制 的《劳动统制法 》
，
再到战争后期颁布

“

全民皆劳
”

的 《劳务新体

制确立要纲》 实质是无尽地压搾和迫害中国人民 ，
以服务其侵略战争政策 。

三 、 关于 日 本战时政策

韩国东亚问题研究所宋炳卷教授 ，提出 了
“

战争时期 日 本的东北亚地区政治经济认识
”

问题 。

他认为战时 日 本相继提出 的
“

日满支经济集团 （ 同盟 ）论
”

、

“

大东亚共荣圈论
”

等 ’都是近代 日本军

国主义扩张欲望的产物 ，
目的是将朝鲜 、 中国东北和关内地区逐渐纳入 日 本侵略战争政策的轨道 。

韩 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的柳俊其研究员 ，在论述 日本殖民统治与朝鲜平壤地区实力派的关系时 指出
“

日本利用朝鲜总督府的强制力 ，试图强制朝鲜地方实力派协助其进行侵略战争
”

；

不过 ，在

年代初到 年代初 主导平壤地区社会运动的朝鲜地方实力派人物与 日 本合作的事例很少 ； 然

而 到战争末期 ，这样的事例反倒多了起来 。

四 、 关于战后遗留问题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希亮研究员 ，认为 日 本当局和右翼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绪 ，是

导致 日 本战争遗留问题久拖未决的重要原因之一 。 同时 他还指出了 战后 日 本社会产生这种狭隘 、

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诸多因素 。 如 ，感情记忆的错位与 民族主义的释放 ；

“

脱亚论
”

的执拗
；

“

文

化特殊论
”

的荒唐 ；右翼分子的终极 目标是使 日本成为政治 、军事大 国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

究所的徐志民副研究员 以 《 日本人的
“

日 中战争
”

称谓》为题 ， 阐述了 日 本人在不同时期 尤其当今

日本人的历史认识和战争观 ，深入分析了
“

支那事变
”

、

“

大东亚战争
”

、

“

太平洋战争
”

、

“

日 中战争
”

与
“

十五年战争
”

等各种称谓产生的背景和实际内涵 指出近代 日 本政府和军部为发动全面侵华战

争 先后寻找了两个所谓的
“

师出有名
”

的
“

名称
”
——

“

支那事变
”

和
“

大东亚战争
”

，
并在 日 本新闻

统制下成为 日 本在中 国各地烧杀抢掠等战争暴行的官方名称 。 日本人对
“

日 中战争
”

的不同称谓 ，

体现了 战后 日 本社会远未达成共识的战争责任认识 。

五、 关于历史档案整理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郭洪茂研究员 ，在发言中介绍了尘封巳久的 《近现代 日 本涉华

密档》 （ 陆军省卷和海军省卷 ） ，并强调今天将其整理出版的重要意义 。 首先 ，为还原 日本明治维新

以来对外侵略的历史 ，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 其次
，对于研究近代 中 日关系史 、 日 本侵华史和 日 本外

交政策史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 最后 ，这批档案文献内容广泛 ， 涉及中 国 的政治 、军事 、社会 、

思想 、文化 、民族 、边疆等各个方面 ，对于中 国近现代史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

会议结束后 与会学者还参观了 以抗联红色历史为主的汤原县历史博物馆和位于亮子河林场

的抗联第六军密营遗址 。 中韩两国学者在小兴安岭的密林深处 体验了 当年抗联战士
“

火烤胸前

暖 ’风吹背后寒
”

的艰苦战斗环境 ，从而使学术交流与实地考察很好地结合起来 。

〔作者高 晓 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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