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抗战时期西南边疆与民族
”

学术研讨会综述

段金生 郭 飞平

年 月
一

日
，
由 云南 民族大学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 日 战争研究 》编

辑部 、中共龙陵县委县政府联合举办的
“

抗战时期西南边疆与民族
”

学术研讨会在云南龙陵召开 ，

来 自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复旦大学 、南京大学 、南开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和大学的 余名学者与会 ，

围绕抗 日 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 、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社会与 民族政治 、抗战时期西南边疆地缘政治与

国际关系 、抗战时期西南边疆史地研究等议题 ，进行了深人的交流与讨论 。

一

、抗 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 抗 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 因此 抗 日 战争与中华民族

的复兴成为与会学者们关切的重要议题。 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步平指 出 ， 中 国人民 的抗

日 战争过程艰苦卓绝 ，对国际社会影响巨大 。 到 年 ， 日本陆军近 的兵力被牵制在 中 国战

场 ，有力地支援了苏 、美 、英等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 。 抗 日 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 是中华民族的壮

举 ；抗 日 战争的胜利 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 向复兴的重要转折点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郑大华认为 从民族关系的视角解读抗 日战争史 具有其独特的

内涵 。 中 国近代民族主义是民族危机 日 益加重的产物 其兴起 、发展和高涨都与帝国主义尤其是 日

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关 具有对外反抗和对内建设两个面向 ：
即对外反抗帝 国主义侵略 ，追求民族

解放和国家独立 对内寻求中华民族的认同 建立一个独立 、 民主和富强的国家 。

二
、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社会与民族政治 抗战时期 ， 国民政府西迁 ’西南边疆成为抗击 日本侵

略的大后方 在战略物资供应 、交通运输等方面为支撑全国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郭飞平认为 抗 日 战争与西南边疆民族的向心与合力关系应作深人探

讨 。 抗 日 战争对云南边疆与民族地区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 抗 日 战争 的爆发 ，打断了 中央

与云南地方关系的调适过程 ，对边疆地方与 中央关系形态产生 了多重影 响 。 其次 为抵抗 日本侵

略 国 民政府西迁 客观上加强了云南边疆民族与内地的联系 。 再次 ，抗 日 战争的爆发 加强了云南

边疆各民族人民保家卫国 的国家认同感、民族认同感 ， 以及使命感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左玉河认为 抗 日 战争客观上强化了西南边疆民族的 民族与国

家认同 主要含有三个层面的内容 一是认同
一个民族 即 中华民族 ；

二是国家的认同 ， 即对中 国 的

认同 ；
三是文化的认同 。 今后的研究可从西南边疆民族这个主体出发 加快与加强 口述史料 、 民族

文化记忆等方面资料的采集工作 ，
以便观察这些认同 的演变 ，尤其在抗战时期 ，

一般民众的民族与

国家认同发生了什么样的复杂变化 。

云南民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洪崇文认为 ，滇西抗战退役军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 ，受过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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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与战争磨炼 在个人综合素质各方面较普通民众具有
一

定优势 。 然而 ，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 ，

未能让他们在服务边疆 、稳定边疆 、 团结边疆各民族方面做出应有贡献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徐思彦也认为 ，退伍士兵是个失声的群体 ，现有研究对战俘 、劳工等 问题

做了
一

定的探索 但对退伍士兵这个群体的研究还有待进
一

步加强 。

三 、抗战时期西南边疆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 抗战时期 西南边疆不仅是抗战大后方 ， 同时也

是抵御 日 本侵略的前沿阵地 ，其间的政治 、军事 、经济活动背后 ，往往隐藏着缘于复杂地缘政治关系

上的国际力量博弈 。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张永帅认为 ， 通过对郑友揆 、韩启 桐编 《 中 国埠际贸易 统计
—

》 中有关云南蒙 自 、 思茅 、腾越三关资料的整理 ，可 以发现三关在国 内埠际贸易中角色

的不同 反映出云南 口岸一腹地与中 国各地经济联系的基本特征 ，而这种经济联系在此 年间的变

化 ’则是国 内国际形势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 中国经济空间布局与区域联系的表现之一 。

红河学院历史系范德伟认为 ， 年滇西沦陷史迪威的责任不可推卸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建朗则认为 滇西抗战与中国远征军等问题 是
一

个世界性战

争中的盟国合作问题 涉及复杂的 国际背景 是一个非常值得深人研究的领域 。 史迪威与蒋介石关

系的变迁及其背后的经纬 国内外文献资料与学者的研究成果都十分丰富
，
对于

一

个客卿将领到异

国指挥作战 ，应该如何进行评价 目前仍有进
一

步探讨的空间 。

复旦大学历史系吴景平也认为 ，
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关系仍然值得进

一步研究 例如宋子文如何

介入二人关系 、在美国如何与罗斯福交涉等问题 ，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四 、抗战时期西南边疆史地研究 近代中 国先后兴起过两次边疆研究的高峰 ， 即晚清西北边疆

史地之学与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边疆研究 。 尤其后
一

时期 大量边疆史地研究的专业刊物 、 研究

社团及高校教育机构先后出现 大批边疆研究的著作相继出版 。 然而 由于学者研究主 旨和思路的

差异 ， 目前对前者关注较多 ，对后者学术史的探讨 则相对较少 。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段金生认为 ，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边疆研究虽然在发展趋向上具有
一

致性及前后承接性 但各 自时期的表现存有较大差异 。 就西南边疆史地研究而言 ，直至 年前

后 ，伴随国民政府陪都战略决策的基本成型 西南边疆才受到更多的关注 。 抗 日 战争爆发后 大批

科研机构 、高校迁到西南各省 政府 、学术团体 、个人等 都对西南边疆史地问题十分关注 ， 留下了大

量的调査资料 、调査报告 、学术专著 为研究这
一

时期的西南边疆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为进一步

深人开展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研究学术史的探讨奠定了 良好基础 。

五 、龙陵抗战文化的保护与利用 今年是滇西抗战胜利 周年 龙陵是滇西抗战的主战场 承

载了众多重要的历史记忆 县境内的松山战役遗址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战场

遗址之一 ， 因此 ，加强龙陵抗战文化保护与利用的理性思考 对于深化当前抗战文化的研究具有重

要价值 。

中共龙陵县委副书记赵国志介绍了龙陵县在滇西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及 当前以松山战场为主体

的抗战遗址的保护与利用现状 。 步平认为 ，滇西抗战是中华民族团结
一致的重要表现 非常值得深

人探讨 。 西南大学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周勇结合重庆抗战文化保护与利用的实践经验 ，

才龙陵抗战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提出 了
一些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 作者段金生 、 郭飞平 ，
云南 民族 大学人文 学 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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