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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一

日
，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蒋介石研究群在台北举办了

“

国共关系与中 日 战

争
”

国际学术研讨会 ，与会专家学者共提交相关论文 篇 。

会议开始 ， 中研院院士陈永发做了主题演讲 ，他特别指 出
，
有别于 国 民党敌后工作以军事力量

为考虑 ， 中共深耕敌后势力于农村 ，建立起党与农民的互信模式 。 他亦建议思考战时 中共发展的脉

络 ，需纳人中共成为敌后民族代言人等因素 。

讨论会中 ，关于战前研究方面 林志宏指出 ，九一八事变后 ， 中 日 双方都试图对
“

满蒙
”

的 内涵

进行学术重构 ， 日 本是想藉以达到分化中 国而中国是为 了反制 ；
黄 自进认为 ，

“

满洲国
”

成立后 ， 蒋

介石鉴于 日本政军对华政策的不同调 ，特以反共结盟为诉求 ，冀得 日 本外交系统之支持 ，来抵制关

东军的华北独立运动等侵华计划 李君山指出 在列强环伺下的 年初 ，蒋介石希望透过孔祥熙

访英来建构中英同盟 抵制英 日 和谈 英国则以选择中立立场响应 ，
使得蒋介石放弃亲英联美的努

力 ，走上联苏制 日 的道路。

在 世纪 年代初期 ， 中 日政府内部均有待解决的问题 。 伴随国民党统治基础扩大 蒋介石

国 民党 需思考面对强大的 日 本 ，应如何进一步强化中 央集权 。 金以林从人材切人 ， 指 出
“

政学

系
”

给蒋介石提供了关于党国 的政治设计与人事意见 ，蒋介石也利用
“

政学系
”

加强与党外 、 中共的

沟通交流 在处理国际交涉和财政金融等难题上也借重
“

政学系
”

的人材 。 张瑞德则从组织运作着

手 ， 由
“

侍从室
”

角度说明 国民党从内部文书作业 、组织运作等层面以达到集权中央 目的 。

至于战争一方的 日 本如何肆应问题 户部 良一分析了驻广州武官矶谷廉介与佐佐木到
一

的对

华 、对中共认识的变化 。 曹大臣分析了 日共创始人佐野学有关中 国革命运动的思想变迁 。 刘杰指

出战时外交系统与军部之间差异
，
在于外交官想透过政党派系而非武力来控制 中 国 。 森靖夫则分

析了陆军省整备局长山胁正隆所写的 《北支事変备忘 》 ， 来论述当时影响 日本设定国家总力战的

因素 。

在战时研究方面 经盛鸿指出 年进人中 日全面战争后 ， 中国面临如何对抗经济 、 军事均占

优势的 日本 ， 国共高层所依据中 国国土辽阔的地理特性 故而采取持久消耗战与运动战的战略 后

期 国民政府以部署西南大后方为主 ， 中共则采敌后游击战 ，各 自利用了不同地区的地理特性 。

有鉴于一些战争史研究未参考原档与抄录战史之弊端 ，林桶法通过分别代表国共双方之 《 中

央 日报》与 《新华 日 报》对长沙会战的描述中 解读国共对于战役报道之异同 来凸显历来军事史的

局促 。 王奇生运用时人 日记为研究题材 论述至战争末期 ， 国军因物资贫乏与征兵制度的不完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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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中 国在军事上的困窘 ，
呈现资料研究的新面向 。

中 日 战争期间除国共一致抗敌外 亦是国共两党寻求全国发展的契机 。 战时中共势力逐渐扩

大 ，是学界论述关注的焦点 。 黄道炫与杨奎松分别从华北和晋东南 （ 太南 ）地区的个案研究 ，来说

明中共深耕敌后农村的情形 。 前者强调华北快速发展与战争情势发展 ，来说明 中共统
一

战线的成

功与其群众政策有密切相关之处 后者分析当地农民支持中共之主要因素在于道德理想层面 以及

中共坚持不懈解放农民之努力 。

西村成雄指出 国民党为整合全国资源而设置国 民参政会 ，虽将其定位为咨询功能 ，然该会所代

表的政治委任制度化 除影响国 民党之外 还对战后国家与政府的布局有所关连 亦使中共有参与

国 民参政会的机会 。 陈红民以 四川治理问题作为主轴 ，论述蒋介石为有效地加强控制 四川 使其归

属 中央 ，
而以兼任四川省主席的模式 ，来遂行其意志 。 张力透过浙西战事 （规模虽小但却有积极意

义 ） ，来说明长江流域国民党的势力变迁 。 香港问题过去较少论述 ， 李盈慧从国 （代表吴铁城 ） 共

代表廖承志 在港澳党务工作的角度 ，论述两党在香港竞争与合作的模式 。 吴启讷透过青海马家

军从清末民初至战争末期的演变 ，来说明近代青海穆斯林面临军政势力的双重 自我定位 （合作与

独立 ） 、双重身份认同的倾向 （保教与忠君 ） 、政治立场与国家政局中 的角色选择 （反共 ） 复杂的现

象 。 朱泫源以 台湾三民主义信徒李友邦 从联俄容共到国共内 战所经历中 、台 、 日 的经验 来说明历

史相对性之性质 。

而国际关系研究方面 ，波多野澄雄指 出 日本政府为改善 日 苏关系 避免苏联参战 在战争末期

开始思考与 中共合作的可能性 ，
而产生

“

容共政策
”

与
“

对支新政策
”

， 间接造成共产党力量的增进 。

久保亨认为 在战争初期 ， 国 民党希望通过提高对苏联经济的评价 改善国 民党与苏联之间的关系 ，

以便获得更多的苏联对华之军事援助 。

林泉忠与陈谦平均 以开罗会议为中心 讨论战后国 民党对亚洲的布局 ，前者以琉球作为研究切

入点 ，指 出中 国曾提出未来由中美共管的建议 ，企图造成琉球地位未定论的模糊空间 ；后者说明 中

美建构战后东亚新秩序 ，
以及苏联因素的介入 遂使中美建构的东亚 国际秩序的路线产生歧异 。

杨天石着重讨论了美苏两强介入重庆谈判 的历程 ，鹿锡俊论述了 中共从苏联手 中获取关东军

武装时就留用大批 日人 ，之后在医疗卫生、军工生产 、军事教育与空军奠基等方面 又留用了大批技

术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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