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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对近代中国之影响
”

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年 月 日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召开 。 讨论会旨在探讨战争对近代 中 国所产生的影响 汇集了来 自 澳大

利亚 、加拿大 、 日 本及中国 内地和香港的学者 ，会议召集人昆士兰大学历史系黎志刚 （

教授及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 教授均认为 战争所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存在于战争进行

的过程之中 这种影响往往延续至战后并且遍及各个领域 。 由此 ，
以 战争及其衍生物为切人点 将

有利于加深我们对于近代中国乃至当代中国所形成的种种格局和现状的理解 。

由于这次讨论会涉及广泛 ，本文只介绍和抗 日 战争和近代中 日关系史有直接关系的部分 。

本次研讨会主题演讲中香港浸会大学麦劲生 （ 教授的《黄海海战的几个主

要问题 ：关于汉纳根报告 （

—

》 采取以往较少见到的西方史料 ，对时任李鸿章海军顾问 、

德国退伍军官汉纳根 （ 的报告 ，进行爬梳整理 ， 为黄海海战研

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

会议中发表的学术论文 ，
有 以下特色 ：

一

、 注重新史料新方法的运用 ： 在
“

战争与回忆 的场次中 ， 教授的 《战争与流行文

化 ：前传 》 ，另辟蹊径 通过年画作品来探讨民间的画匠是如何认识战争的 ，进而探讨底层民众对于

战争的认识和记忆 ，他还阐释了 日军是如何通过年画等流行于民间的文化形式 ，来向 民众进行意识

形态灌输并以此塑造 自 身的正面形象和对手的负面形象 。 以图像分析方法 ，试图描绘当时 民

众眼中的义和 团与外国人形象 进而指出画中 日本人具有西方形象的问题 显示出 当时中 国百姓的

国籍与地域概念是相当模糊的 。

二
、 关注军阀与社会转型之关系 ：

“

军阀与社会转型
”

这
一

场次昀演讲主要探讨作为战争的衍

生物 ， 同时也是战争主体之一的军人 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 以往中 国学界对

军阀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各派军阀的派系斗争 ，而对军阀评价也以负面居多 ，而本场演讲则尝试为学

界提供
一

种新的思路来考察这
一

问题 ：

一方面主讲人将研究重点 由 战场转向军阀在社会转型 中所

扮演的角色 另一方面也尝试摒弃成见 以一种客观立场重新对军阀进行评价 。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

大学粟明鲜博士的讲题为 《桂系军阀与 年
“

六一运动
”

》 。 在该演讲中 他围绕
“

六一运动
”

这
一

历史事件 从地方社会发展的视角 ， 阐释了李宗仁 、 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与蒋介石所领导的 国

民党中央政府在对 日 斗争策略上的冲突 ，
以及他们作为地方势力与蒋介石的 中央势力之间的权力

斗争 。 他认为 ’ 年左右中国 出现的
“

表面上的统
一局面

”

及蒋介石放弃
“

攘外必先安内
”

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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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 与桂系等地方军阀的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 关于韩复榘对山东省乡村建设运动所产生的影响

这
一

课题 ，在过去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 不少讨论韩复榘在主政山东时期所推行的经济社会建

设的论文 亦鲜有提及韩氏与乡村建设运动之间的关联 。 在本场演讲中 ，昆士兰大学历史系杨彦哲

所发表的《军阀与乡村建设 ： 以邹平为例 （

—

》论文 ， 以 年至 年在 山东省邹平

县所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为例 通过军阀韩复榘与梁漱溟之间 的互动 探讨军阀在推动乡村变革方

面所发挥的作用 。

三 、 侧重探讨战时商业与外交 ：在
“

商业与外交
”

的场次中 ，黎志刚在 《战争对卢作孚与 民生公

司在战时重庆商业活动的影响 （

—

》 中详细介绍了卢作孚所领导的 民生公司在抗 日 战争

时期的运作及战时经营管理的问题 以及卢作孚本人如何运用非常手段动员其公司力量为抗战提

供支持 。 他进
一

步就民生公司对大后方城镇规划与文化思想上造成的冲击和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

析和讨论 。 昆士兰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吴晓璐的 《卫生 、制服与认同 ： 战时重庆 的 日 常生活》
一

文 通过卫生 、消费 、制服等社会 、经济 、文化诸层面 ，探讨战争对重庆市民 日 常生活的影响 。 她以制

服为 出发点 ，
通过考察公司 、工厂女工 、大学生等对战时服装的要求与变化 探讨战时重庆民众 日常

生活 中的生活方式之变化 。 甘肃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杨军伟副教授 ，在 《 年代的 日 美关系与抗

日 战争的爆发》
一文 中认为 正是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在中 日 战争问题上采取孤立外交政策 放任

了 日 本的扩张 最终导致其开展全面侵华行动 。

四 、 重点解读战争科技与士兵 日常生活 ：最后一场演讲的主题为
“

战争对士兵的影响
”

，这一主

题亦可算是本次研讨会的最大特色所在 。 由香港浸会大学邝智文博士 、昆士兰大学袁子贤先生及

教授所作的三篇报告将研究对象锁定在武器装备和 日 常生活这一通常为人所忽略的角

落 ，从下层军人的视角对战争进行解读 。 邝智文的报告以 《诡秘战术的代价 ： 奉军
一

》为

题 详细介绍战争中 的新科技 ，
如何帮助地方军阀进行现代化军事建设 。 他通过新式科技的采用所

引起的奉军装备 、训练 、军人素质及战略战术上的转变 ，分析了这些转变给士兵 、 当地社会 特别是

奉系的经济和外交所带来的影响 。 他系统性总结了奉军在现代化武器与军备上的发展 指出 武器

的进步亦影响到了军人生活 。 过去对张作霖的评价 ，多从政治层面去理解其与 日本 、国 民政府的竞

合关系 ；但邝智文认为 ，我们或许可 以从奉军军需的现代化 、与地方关系 ，来理解张作霖的某些政治

作为 。 袁子贤 以一位国民党军人的 日记为基础 ，撰写 了 《抗战时期 国民党军人的 日 常生活 》 ，作者

通过研读这份珍贵的一手资料 ，尝试还原抗战时期 国军士兵这一群体在战时的真实生活状态 。 而

同样来 自 昆士兰大学历史系的 教授在 《家庭 、复员 士兵与战后 日 本的伤残生活 》
一文

，

则将研究对象从中 国移转到 日本的普通士兵 ， 透过电影与 口述访谈 描述了战后 日本对于退伍

及伤残军人的处置 聚焦于 日本军人在战后如何回到家庭与社会 ， 以及他们的战争经验和记忆 ，又

如何影响他们人生观 、精神状态与家庭关系 。

这次讨论会的主办方也邀请了诸如社会学 、传播学 、政治学 、 文化史等方面的专家共同参与讨

论并发表他们的成果 ，这
一举措也大大丰富了本次研讨会的内容 。

〔 作者黎志 刚 ， 澳 大利 亚 昆 士兰 大 学历 史 系教授 ；袁子 贤 ，
昆 士 兰大 学 历史 系 博 士候选人 ； 杨彦

哲 ，
昆 士兰 大 学历 史 系博士研究生 。 〕

责任编辑 ： 高士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