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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

日 ， 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剑桥大学 、牛津大学 、哈佛大学 、 日

本 日 中关系史研究会 日本组织委员会 、西南大学等单位共同主办的中 日 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五

次会议在中 国重庆西南大学召开 。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
“

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的中 日战争
”

，来 自

美国 、英国 、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 、 日 本 、韩国 、印度 、 中 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近 名代表 立足

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宏观背景 围绕战时经济 、社会 、政治 、对外交往及国 际关系 、军事 、文化 、抗战

大后方等几个主题进行了广泛深人的探讨 。

一

、 战时外交及国际关系研究持续推进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在抗战时期 ， 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也在抗战时期 ，战时外

交研究与抗战的胜利 、中 国大国地位的确立均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 因此 该领域一直以来就是抗战

史研究的热门领域
，
中 日 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四次会议也曾对这

一主题进行过专题探讨 并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 从本次会议来看 相关与会论文共计 篇 学者们或从双边关系 ，或从多边关系 ，或

从利用新刊史料 ，或从探讨研究方法等方面 持续推进对战时外交及国际关系的研究 。

从 世纪 年代初期到 年代后期 ，
中共对美政策似乎经历了

一

个循环
，
从反对美帝国主

义开始 历经争取与美国友好合作 最终又 回到反对美帝国主义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章百家研究

员 《革命时代中共对美政策的起源与演变》
一文 ， 革命时代中共对美政策的起源与演变进行了梳

理
，并分析和探讨了影响中共对美政策的主要因素 。

有关中美合作所的研究 ， 近年来已逐渐摆脱军统人员 如沈醉 回忆录的限制 采用 台湾
“

国 防

部
”

内部资料和
“

国史馆
”

典藏的档案文献 ，做出 了相对较为持平的结论 。 台湾
“

国史馆
”

吴淑凤纂

修的 《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泰越的工作》
一文 ，利用

“

国防部
”

军事情报局新解密的部分档案 ，

通过对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泰国 、越南工作的检视 来分析中美合作所成立前后中 国与泰国和越

南的关系 进而探讨此时中美合作所在泰 、越的作为 。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左双文教授 《 世纪 年代中期张群调整中 日关系的努力及其

策略》
一

文 ，
通过对 世纪 年代中期张群面对剑拔弩张的中 日关系所做努力及其具体策略的分

析 ，认为张群虽被国 民党内及社会上不少人视为亲 日派的一员 ，执行 了蒋介石的对 日 妥协政策 ，但

他在外交部长任上的所作所为 ，与他的前任是有明显区别的 在谈判中也未对 日 本作出任何明显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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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 年武汉保卫战之际 ，具有特殊意义的
“

保卫马德里
”

口 号 ，
引起了 国共两党的共同关注 。

美国亚利桑 那大学 麦金农 ） 教授
“

：

一文指出 ，
这一 口号具有两方面的意义 ：

一

是将其比作中国的持久战 ，鼓舞军民士气 ；
二

是服务于 国内外媒体宣传 将中 国抗 日 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结合起来 弓
丨起国际同情及支持 。

此外
，
重庆大学杜俊华副教授《论抗战时期史迪威与宋子文关系之嬗变》

一

文对战时史迪威与

宋子文之间关系的变化进行了剖析
；
韩国济州大学郑炯儿讲师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对国 民政府

外交成果的再考察》
一

文 ， 以国 民政府和美国关系为讨论对象 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 民政府外交

进行了重新思考 西南大学熊斌博士后 《抗战时期 中国 国 民外交协会述论》
一文梳理了抗战时期 中

国国 民外交协会活动 ，并就其战时的历史贡献作了简要评价 。

中 日 战争不仅仅是中 国的抗 日 战争及 日 本的 日 中 战争 。 发生在 世纪三 四十年代的中 曰 战

争 ，有极其广泛的参与面 ，
无论是英国 、美国 、苏联等战时大 国 ，

还是印度 、韩国 、越南 、緬甸等殖民地

国家 ，均参与其中 。 同样 ，对中 日 战争的研究 ，也不能局限于中 日两 国的视角 ，
而应有全球的视野和

全球学者的参与 。

中 日 战争时期 韩国在中 国建立流亡政府 、组建光复军 ’开展抗 日 斗争 。 韩 国新罗大学裴京汉

教授 《韩 国人的 中 日 战争
—— 年前后时期韩国光复军对国际形势的认识》

一文 ， 以当时韩国光

复军出版的两种主要刊物 《韩国青年 》 、 《光复》作为研究对象 ，对刊物中有关国 际形势的认识及其

如何发展演化的过程进行了集中分析 ，
从而揭示了在抗 日 战争中最具转折意义的 年

，
韩 国独

立运动所处的 国 际形势以及在这种形势下韩国 、中 国以及周边其他国家对韩国独立运动的认识 。

印度在 中 日 战争 中扮演 了 多重且复杂的角 色 。 印度德里大学东亚研究所 教

授在
“

，

”
一文中 ，从印度反殖民运动来看中 日 战争对印度

的影响 ，指 出中 日 战争对印度民族运动兴起 印中 、印 日等多边国际关系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 作者

认为战前中 国往往向东看 而在战时则有向西看的必要 此时的中 印关系较为密切 。 不过 ，西藏地

区的战略地位因战时中 印运输路线开通而 日渐突 出 ，为以后 中印冲突埋下了伏笔 。

二战结束后 ，对德国 和 日本的战争犯罪分别进行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 建立战后新的国

际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 。 如何认识与评价国际审判的意义 与处理新的战后国际关系有密切的关

系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步平研究员的《东京审判与
“

东京审判史观
”
——

关于东京审判

研究的方法论考察》指出 ，在东京审判问题的研究上 ，
至少需要厘清三方面的问题。

一

是关于东京

审判的基本判断 需要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战后 国际形势的需求 、国际社会对侵略战争的谴责的

大方向的角度进行把握 、认识东京审判的正义性 ；
二是在 日本右翼对东京审判的攻击上 ，需要科学

地把握其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本质
；

三是要准确地认识到美国在东京审判 中所存在的缺陷 。

另外 宁夏大学张天政教授的 《 年前后英 、法扣留我外运偿债货物弓
丨起的交涉》

一文 通过

对 年英法扣 留中国外运偿债易货事件的分析 揭示了 战时中 国易货偿债的曲折历程 ，
也弥补

了战时 中 英、 中法经济关 系研究 的不足 ；
荷兰学 者 、 西南 大学 张 克雷 ） 博士

“

：

■ 文
，
通过对战时

外交官 、军事专家 、记者 、特殊组织等在华活动的梳理分析 ，从内在视角去展示在当今西方社会几乎

被遗忘的战时中 国首都重庆的国际性 以及重庆拥有的独特的历史遗产 。 重庆市档案馆唐润明研

究员 《二战时期中国政府首倡同盟国家联合作战及其评价》
一文 分析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 国政

府主动倡导 同盟各国联合作战的种种努力 。 日 本东京大学吉井文美博士 《 日 中 战争下的开滦煤

矿》
一文利用英国 、 中国及 日 本有关开滦煤矿的史料 从政治外交史的视角探讨了战时开滦煤矿特

殊的多元博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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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战时经济社会研究不断深入

战时经济社会研究 ，
历来是抗战史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 。 就此次会议来看 ，该方面论文达

篇之多 ，约 占与会论文总数的 。 在战时经济方面 ，
有考察战时 中 国工业发展的 ，有关注战时银

行变迁的 ，有剖析战时经济统制政策的 还有定量分析战时对外贸易 的 ，从不同角度推动 了战 时经

济方面研究的深人 。 战时中 国經济包括沦陷区和大后方两个部分 ，
以往分述较多 合论较少 ， 即较

少将战时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 ，考察其在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 的地位 。 日本信州大学人文学

部久保亨教授 《战时中国 的工业发展》

一

文 ，综合考察战时中 国各地工矿业动 向 ，加深了我们对

世纪中 国经济整体发展过程的理解 。 该文指 出在
—

年间重庆国 民政府统治下的工矿业

生产持续增长 ，支撑了 中国 的抗战力量 ；
在 — 年间 日本占领下的东北 、华北 、华中等地 为

支撑侵略战争 ， 日本也致力构筑战时经济体系 。 年后 ，全国范围内 的工矿业生产均呈现出下

降趋势 ， 年后尤其严重 。 他 同时也指出 战时新设或增强 的生产设备及随之产生 的技术转移 ，

多数为战后的 中 国经济所继承。

日本成城大学林幸司副教授的 《 日 中战争与重庆银行业》
一文 ，探讨了 日 中战争时期重庆地区

银行的环境变化以及各银行业的应对过程
；
西南大学张朝晖副教授 《 世纪 年代国 民政府对县

银行的制度建设与困境述论》

一

文 以县银行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 世纪 年代为例 ，论述了 国

民政府对县银行的制度建设与困境 ；韩国仁川 大学金志焕教授《抗战时期中 国 国 民政府的棉业统

制政策》
一文 以实施棉业统制政策的农本局为中心 ，对战时 国 民政府棉业统制政策的内容及性质

进行了分析
；
日本群马大学今井就稔副教授《 日 中 战争初期上海租界经济与重庆 国 民政府 》

一

文 ，

对中 日 战争时期上海租界经济与重庆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 ；
日本大阪产业大学木越义

则副教授《太平洋战争时期中 国 的对外贸易 》
一文

， 以重庆海关总税务司 贸易资料为中 心 ，对太平

洋战争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数额进行了定量分析 。

在战时社会研究方面 ，有关注下层民众的 有分析边疆工作人员的 有诠释民间战争记忆的 有

剖析难民垦殖计划的 还有论述战时红十字救护总队的 学者们眼光下移 推动战时社会方面研究

不断深入 。 关于中 日 战争期间或在之前来华的 日 本人的研究 ，除了满洲移民和出征士兵外 ，
较少受

人关注 ， 日 本新潟国 际情报大学小林元裕教授 《中 日 战争爆发和华北的 日 本侨民
——以北平 天

津为 中心》
一文 以 中 日 战争爆发前居住在北平 、天津的 日 本侨民为例 从

一

个崭新的角度探究了

在华 日本侨民是如何面对战争 、如何被动员的 ，加深了对战时社会民众生活样态的认知 。

关于中 日 战争时期国 民党政权边疆政策的研究 ，少有从国家与民族 、社会关系视角的探讨 。 日

本庆应义塾大学岛 田美和博士在《 战时的边疆政策
——

围绕
“

边疆工作人员
”

的形成》
一文中 利用

台湾 中研院农林部档案 、朱家骅档案以及《边政公论》 、 《 中国边疆》等文献资料 聚焦战时国 民政府

的边疆政策 ，
讨论了 战时围绕边疆问题展开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

世纪 年代前后 记忆史研究在中国兴起 并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
一

。 广西师范大

学唐凌教授在 《关于 日 军侵占桂林及周边地区的 民间记忆
——

以 广西灵川县定江乡 为考察重点 》

一文中 运用记忆史研究方法 ，从
“

逃难
”

、

“

日军抢夺 、破坏 、屠杀
”

、

“

民众人性
”

、

“

日军败退
”

四个

方面介绍了民间的历史记忆 分析了这些记忆中所蕴含的历史信息 ， 并从下层民众视角 ，对 日 军的

所作所为以及民众在抵抗 日军侵略中 的表现 、意义进行了评价 。

此外 ， 美 国布 朗大学 张倩雙 ） 副 教授
“

”
一文

，基于战时 、战后大规模的人 口迁移是如何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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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识 、乡情及家的归属感的问题意识 ，从 — 年的较长时段来考察难民垦殖计划的多重性

质 ；苏州大学戴斌武博士后 《抗战时期 中 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防疫工作述论》
一文 对战时中 国红

十字会救护总队的防疫工作进行了梳理 探讨了救护总队开展防疫工作的努力 以及实施防疫措施

所取得的效果 。

三 、 战时政治研究继续受到重视

战时政治研究也是本次会议关注的重点领域 ，论文共计 篇 ’分别从政治人物 、跨国组织 、国 家

与民众 、中共发展 、政治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

对战时政治人物研究 ，蒋介石研究仍是关注的热点 ，学者们利用蒋介石的个人档案 、文电 、 日 记

等资料 从多角度对蒋介石进行了研究 。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段瑞聪教授在《蒋介石与抗战初期总

动员体制之构建》
一

文 中 通过考察抗战初期蒋介石的动员理念 、 国民政府有关总动员实施机关变

迁及其法制工作之进展 ，探讨了 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构建总动员体制 的过程及其存在的问题 。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黄 自进研究员 《拥抱国际主流社会 ： 蒋介石的对 日 外交战略 》

一

文 ，

聚焦九
一八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 中 日 两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国际社会认同的角力过程 ， 以

及蒋介石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从一个新的角度解读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对 日外交政策 丰

富了学界对此一阶段国 民政府外交政策 的认识 。

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赖小刚教授在
“

”
一

文中 利用统计学及文本分析方法 对蒋介石 日记内容进行归类分析 ，

勾勒出蒋在战时所关注的焦点 内容 。

日 本大东文化大学鹿锡俊教授 《蒋介石对苏德战争的预测及因应》

一

文 ， 围绕蒋介石的对苏

观 、对德观 、 日德关系观、苏德关系观 蒋介石何时预测到苏德关系变化 ，蒋介石如何应对苏德战争

等几个方面 的问题 详细剖析了蒋介石对苏德战争的预测及 因应 。

在跨国组织 、 国家与 民众 、政治制度研究方面 。 英 国 牛津大学 米德 ） 教授在
“

：

一文指出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中国 的短暂经历表明 ， 中 日 战争的影响持续存在 ，战后世界新秩

序的形成带来挑战和机遇 同时也改变世界对民族国家的态度 。

一方面 ，
二战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

侵略斗争 同盟 国的胜利为包括非西方国家在内 的很多国家带来了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可能 ；另
一

方面 战争也强调了构建跨国组织的紧迫性 。 同时 要理解战后世界的全球化趋势 就有必要了解

中国所扮演的角色 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华工作的进退维谷 、冲突纠纷 、协同合作是了解中国

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途径 。

抗战时期 ， 中国 国内形成了新的利益关系体系 但原有利益空间的基本结构依然存在 ， 国家 、基

层和民众仍为国内利益空间的三大结构 。 四川大学陈廷湘教授《战时特殊利益空 间 中 的 国家 、 基

层与民众——从抗 日 战争时期兵役推行侧面切入 》
一

文 ，
以 四川县级档案馆藏战时档案为基础 从

征兵问题及抗战荣军养护问题切人 ，阐论抗战时期中 国利益空间中 国家 、基层与民众三大结构之间

的复杂关系 ，
以图说明处于 自然状态下的人的直接利益任何时候都会在社会生活的基本关系构成

中起到决定作用 ，超越直接利益的行为取向只能通过政治和观念整合造就 ，
而这种整合涉及社会文

化更新 对其难度必须有充分认识 。

抗战爆发后 ， 中共迅速向华北出动 并快速发展起来 。 这一局面的形成 ，与战前该地区的特殊

局面 、战时战场形势及中共策略均有密切关系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黄道炫研究员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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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初期 中共在华北的进人和发展》
一文 ， 以省为单位 ，从中共进人的方式 、不 同地区政治军事力量

的运用及其相关关系等方面探讨了 中共势力在华北的发展壮大 。

此外 ，
日本津田塾大学中村元哉副教授 《战时 中国 的宪法制定史 》

一

文 以 年的五五宪草

和 年的中华民 国宪法为分析对象 对战时中国宪法制定史进行了剖析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刘萍编审 《 年蒋介石裁冗移民令的缘起与流产》
一文结合 中 国大陆及 台湾地区所藏

档案 对 年蒋介石裁冗移民令的背景 、计划与措施进行了全面论述 并从理想与现实的角度深

入探讨了流产的原因 。

四 、 抗战军事史研究领域不断拓宽

抗战军事史研究是抗 日 战争史研究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 ，颇受学者们关注 这次会议也不例

外 ，相关论文共计 篇 有新方法的尝试 有新视角的探讨 ，有新史料的挖掘 ，
还有老 问题的新解

读 均从不同侧面拓宽 了该领域的研究范围 。 英国剑桥大学东亚研究院 方德万 ）

教授在
“ ”

一文中指出 ， 目前中 国主流的抗战

叙事是从
“

中国是受害者
”

及
“

抗战爱国民族战争
”

两个方面来解释抗战史 这在一定程度会影响抗

战的描述或叙事 ， 因此 他尝试着运用
一种新的军事叙事方法描述抗战 ， 即通过对战时一些重要战

略 、 战役 ，如国 民党的游击战 、焦土战 ， 日本的
“
一

号战役
”

，中共的人民战争的梳理 客观地分析中

日 战争 。

东京大学加藤阳子教授《从军事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中 日 战争——关于兴亚院的历史定位》
一

文 ，从回应《 日美关系史
——

开战前十年 》作者海因理克斯提出 的战争诱发内在理论切入议题 ， 围

绕兴亚院设立的背景及过程中 日本政府内部 、政府与陆军海军 、陆军与海军 、陆军中央与现地军队

之间的种种利益考量与争夺展开论述 分析得以支持 日本方面作出决定及判断的内在理路 。

日本上智大学笹川裕史教授提出从
“

总力战
”

视角来审视 世纪之中 日 战争 、国共

内 战 、朝鲜战争与 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 ，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二者关系的视角 。 他在《 中 国

的总力战与基层社会 中 日 战争 国共战争 朝鲜战争 》
一文 中 ， 以 出征士兵家属 的援助工作

为焦点 考察中 国基层社会在中 日 战争 、国共战争 、朝鲜战争等战争环境下所引发的种种变革 ，并在

与被置于同样总力战环境下的 日 本社会的对比中 这种变革进行了简要地评价和定性 。

抗战时期 中 日空战已有不少研究 ，
但是基本上限于全面抗战时期 。 杭州师范大学袁成毅教授

《 世纪 年代初 日本军事航空力量的崛起与对华初战 》
一文 着力关注 世纪初 日本军事航空

力量的发展 ，认为 年代初 日 本航空军事力量对锦州与上海及周边城市所实施的较为成功的作战

与空袭行动 更加刺激了 日本发展军事航空的欲望 ，与此同时 ， 国 民政府也深感此种作战方式的威

胁 逐步开启 了应对 日 本空袭的各项防空举措 。

抗 日 战争时期 ，苏联是否向中共提供了武器援助是
一个历史悬案 多年来 ， 由于档案资料的限

制 学界很难对这个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说明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孙艳玲副研究员在

《抗战时期苏联援助中共武器问题初探》
一文中 利用俄罗斯 、 中 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档案文献 发

现了一些极具价值的线索 ，初步认定抗战前期苏联确曾秘密援助中共武器及军事装备 ，不过数量极

少 作用有限 。

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日本军队与德国军队战争暴行的 比较研究 ， 是
一

个新颖而又着力不多

的课题 。 有西方学者从确认纳粹暴行是人类历史上最大暴行的立场出发 ，否定这一课题的价值意

义 ，认为两者不可比较 。 中 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马振犊研究员则在《二战时期德 日 军队大屠杀罪行



	

潘洵 赵 国壮 第 二次世界大 战 背 景下 的 中 曰 战 争研 究

比较初探》
一文中认为 ，纳粹屠犹与 日军的在华暴行是两个并存的客观事实 ， 既然都是 同类的战争

暴行 就可以进行具体的比较分析 即使在客观上两者存在着性质的差别 也应通过 比较研究而不

是武断地进行事先的结论与否定 。

台湾
“

国史馆
”

的张世琪《抗战时期敌后游击战的再认识——以忠义救 国军为例
—

》

一文 ，在新近公开的戴笠史料 、

“

国防部
”

军事情报局档案 、

“

国史馆
”

典藏 的蒋 中正
“

总统
”

档案 、 国 民

政府档案以及抗战时期军事委员会及第三战区档案等重要原始档案的基础上 重新检视由戴笠及

军统局所建立的忠义救国军 。

武汉大学李少军教授 《论抗战前在长江流域的 日 本海军陆战队》
一文 ，

基于该部队的 由来、何

以成为 日 本海军在长江流域发动战争得力工具的问题意识 考察抗战前该部队在长江流域的活动

历程 ，并分析其形成及特点 。 西南大学谭刚副教授 《 年四川 的
“

特种工程
”

与对 日 轰炸 》
一文 ，

运用 中 、美 、 日 三方资料对
“

特种工程
”

的修建原因 、使用进行探讨 ，并对其作用进行客观评价 。 台

湾
“

国史馆
”

萧李居助修 《应战不求战 ： 国 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 的和战抉择》
一文由 中国 军队的部队

整编与饷械问题以及华北地方实力派的态度问题出发 分析中国方面的顾虑 ，
以理解采取不求战态

度的 因素 ，并阐 明
“

应战不求战
”

立场与方针对事变处置所造成的影响 。 台湾中 国 国民党党史馆王

文隆的 《战时中 国国 民党在澳 门的情报工作
一

》
一文 以收藏于中 国国 民党党史馆的史料

为核心 ，梳理了 战时中统在澳 门的情报工作 ，从而拓展了抗战军事史的研究领域 。

五 、 抗战大后方研究引人关注

从 年以来 重庆市实施了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 ，
经过几年的努力 抗

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取得 了令人瞩 目的成就 。 在此次研讨会上 ，有关抗战大后方研究方面的论

文数量达 余篇 ，约占论文总量的 。 从学者构成来看 除了 中 国学者外 ， 日 本 、澳大利亚 、韩

国 、荷兰等国学者也广泛参与其中 。 从研究议题来看 研究领域呈不断拓宽 、深人的趋势 广泛涉及

政治 、军事 、 经济 、文化 、体育 、艺术 、社会生活 、城市 、交通等众多方面 ， 标志着
“

中 国抗战大后方研

究板块
”

的正式形成 。

西南大学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主任周 勇教授《关于中 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几个基本

问题 》
一文 针对抗战大后方研究的现状及存在 的缺失 对抗战大后方的研究对象 、抗战大后方的

研究价值 、抗战大后方的地位与作用等涉及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 。

西南大学潘洵教授《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人 口伤亡调查统计研究》
一文 ，针对过去重庆大轰炸

人 口伤亡调查统计的复杂性和局限性 充分发掘翔实可靠的原始档案 用实证的方法详细考证了 日

军轰炸重庆造成的人口伤亡人数 力图得出 日军轰炸重庆造成的最低人 口伤亡数据 。

曰本大东文化大学内 田 知行教授 《战时陪都重庆市的市 内交通系统 》
一文 对战时的重庆市内

交通系统进行考察 ，
以图弄清 当时的交通系统是如何保证战时居民 出行的 ，论述了战时陪都重庆的

市内交通系统经历的从
“

传统人力交通工具
”

到
“

现代公共交通工具
”

的缓慢变化 。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黎志刚教授 《 民生公司与战时重庆的发展》
一文 ，从抢运宜昌滞留物资 、

促进后方企业发展 、乡 村建设 、企业文化等 四个方面 分析了 民生公司在战时重庆发展中 的作用 。

重庆大学张瑾教授 《废墟上的
“

救赎
”

：重庆大轰炸期间的宋美龄 》

一

文系统梳理宋美龄在应对大轰

炸的实践活动 并讨论了其塑造的 战时首都抗战形象及其意义 。 重庆社会科学院李重华研究员

《积健为雄 ：抗战时期陪都体育赛事》

一

文 ，对战时重庆的体育赛事作 了细致介绍和论述 。

西南大学刘志英教授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保险业述论》
一

文 ，
对战时大后方保险业的发展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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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业务进行了考察 分析了抗战大后方保险业的特点及其作用 。 西南大学 吕进教授《研究大后方

抗战诗歌的五个向度 》
一文 从五个方面 回答了该项研究应该如何着手及主要研究对象问题 。 西

南大学张守广教授《抗 日 战争与中 国大后方地区工业化进程的启动 》
一文 考察和分析了战时中 国

大后方地区现代工业进程的启动和初步发展的情形 、特点 、意义及局限 。 西南大学张武军副教授

《抗战文学书写与重庆城市形象塑造》
一

文 分析了八年抗战期间重庆和中 国现代文学的双向互动

关系 。 西南大学赵国壮讲师《从丝业融资看抗战时期后方蚕丝业的发展 》
一文 ，基于对四川丝业股

份有限公司战时融资活动考察 从行业融资角度来分析战时后方蚕丝业的发展情况 。 西南大学耿

密博士 《抗战时期大后方工人跳厂 问题论析》
一文 以重庆地区为切入点 ，对战时后方工人跳厂问

题进行了探讨。 西南大学李俊博士后《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农业推广及其影响 》
一

文 ，分析了抗战大

后方农业推广的兴起及影响 。

六 、 战时文化变迁研究与档案文献整理进一步拓展

日 本广岛大学水羽信男教授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 中 国 的民主主义运动
——以 战国 策派为中

心》
一文以战国策派林同济 、 雷海宗 、陈检、沈从文等人为分析对象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 国 的民

主主义运动之间关系进行了探讨 。 西南大学凌承纬教授《艺术大家 、和平卫士 、文化使者
——

论张

书旃》
一

文 探讨了抗战时期著名 国画家张书旅的艺术成就和对抗 日 战争的独特贡献 。 西南大学

虞吉教授《

“

〈木兰从军 〉陪都被焚事件
”

的史论新解读》
一文 ，重新解读了抗战时期电影 《木兰从

军》被焚事件背后交织的历史及现实缘由 。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 ，史料的整理 、编辑出版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之
一

。 本次会议有三

篇文章关注抗战档案文献 。 美 国 国会图 书馆亚洲部宋玉武先生 《美 国 国会图书馆藏中 日 战争

— 文献》
一

文 ，详细介绍了美国 国会图书馆各部所藏各类 中 日 战争文献资料 。 重庆市

图书馆任竞 、 唐伯友先生 《胡佛研究所馆藏抗战档案文献现状调查及概介》
一文 从综合 、政治 、经

济 、军事 、外交 、社会等六个方面对胡佛研究所馆藏抗战档案文献进行了调查 。 重庆市图书馆王志

昆研究员 《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中心建设述略 》
一文 对重庆 中国抗战大后方文献中心的

成立 、建设情况进行了介绍 丰富了与会学者对相关馆藏抗战文献的了解和认识 。

诚如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研究员在开幕式中所言 ， 中 日 战争国际共同研

究对于推动学术研究 、促进学术交流 、增进学者友谊具有重要意义 。 而此次会议的召开 ，
还成功地

完成了 中 日 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的承前启后与薪火相传 ，

一批青年学者参与到国际共同研究中来 表

明后继有人 ，对于推进中 日 战争国际共同研究 必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

〔 作者潘洵 ，
西 南大 学重 庆 中 国 抗 战 大后 方研 究 中 心 教授 ； 赵 国 壮 ， 西 南 大 学 重庆 中 国 抗 战大

后方研究 中 心讲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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