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举行纪念“七七抗战”60周年学术研讨会

　　今年 7月 18日—20日,台北举行了一次纪念“七七抗战”60

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次学术研讨会是由台湾地区中国历史学会、中

国近代史学会联合主办的, 联合大学历史系、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等

单位协办,出席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学者一百多人,除台湾地区学者

外,还有大陆学者和美国、日本、韩国学者。

　　提交会议的论文共 35篇, 内容广泛涉及抗日战争时期政治、

军事、经济、文化、思想和沦陷区等研究领域。论题内容包括: (一)

卢沟桥事变前后国内情况: 《独立评论》的抗日主张(武菁)、庐山谈

话会(吕芳上)、国防参议会(刘维开)、国民政府与冀察当局(曾景

忠 ) ; (二)抗日军事: 山东军民联合抗战(吕伟俊)、武汉抗战 (毛

磊)、东北军(周毅)、远征军与滇西抗战(谢本书)、妇女战地服务工

作(梁惠锦) ; (三)经济文化: 抗战时期中国西部开发(魏宏运)、战

时首都重庆(梁侃)、国民政府的经济管理体制(王家典,杨树标)、

沿海存盐抢运(何思目迷、地方财政(侯坤宏)、走私活动(林美莉)、孤

岛时期上海经济(谢文孙)、国民政府与汪伪政府在侨界的宣传战

(李盈惠) ; (四)中外关系: 平准基金(吴景平)、萧振瀛工作(邵铭

煌)、国际联盟关于日本在华产销毒品的争议(张力) ; (五)日本侵

华与沦陷区:日本占领区的鸦片政策(朴 )、从军慰安妇政策(吉

见义明)、汪伪政权党政军结构(王克文)、汪伪海军(马幼垣)、日伪

统治下的华北农村经济(曾业英)、日伪统治下的南京(朱宝琴)、沦

陷时期的上海电影(傅葆石) ; (六)台湾志士抗日和日军士兵反战:

国共对峙下的台湾志士(林德政)、日本士兵反战(姬田光义)、台籍

志士与国民政府复台(张瑞成) ; (七)收复沦陷区:国民政府的复员

准备(林桶法)、东北接收(陈立文) ; (八)纪念与研究: 台湾海峡两

岸抗战胜利 50周年活动比较(张瑞德)、韩中日学者对韩国独立运

动的认识比较(金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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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讨会上,学者们就每篇论文进行评论和讨论, 发言踊跃,气

氛融洽。

(京中)

北京市档案馆举行卢沟桥抗战老战士座谈会

　　1997 年 9月 20日, 卢沟桥抗战老战士座谈会在北京市档案

馆举行。参加过卢沟桥抗战的原第二十九军马玉槐、马步先、王力

军、刘昭、吴江平、荣相颐、傅锡庆及其亲属, 二十九军将领亲属

——佟兵、赵学芬、李惠兰、张权等 30余人应邀出席。老战士们回

顾了 60年前卢沟桥事变的历史, 讲述了中国守军英勇抗战的事

迹。在南京的二十九军老战士朱军、高林中向座谈会提交了书面发

言,老战士孙文涛委托其子孙一平为代表出席会议。座谈会前,老

战士们参观了北京市档案馆举办的, 以“中华民族不可侮”为题的

北京地区抗战史料展。

(刘苏)

日本将公开有关东京审判的文件

据日本《每日新闻》1997年 11月 16日报道, 日本外务省于 15

日决定,将在明年年初全面公开从 1946年开始的为期 5年的东京

审判的有关文件,文件内容贯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九一八事变

到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日本战犯的审理过程。虽然美国等国家过去

曾经公开了有关东京审判的大部分史料, 但大批公开日本政府所

保管的有关文件, 尚属首次。据报,这批文件共有 140种 650余册,

其中包括记录日本政府对策的史料。联系到日本国内关于“东京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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