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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 9月 13日至 14日, 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美国的日

本侵华研究学会联合主办的�第四届日本侵华史学术研讨会�, 在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会议室召开。来自中国、美国的专家学者共 50

余人与会,就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暴行、战争遗留问题、对日外交

�新思维�等有关历史及现实的学术热点问题进行了交流与讨论。

中国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记者和人民网及 918 网

的代表采访了会议。

一  关于九一八事变及日本侵华暴行问题

九一八事变已经 72周年, 对其原因、过程及影响仍是这次会

议研讨的重点。北京大学历史系荣天琳通过回忆自己亲身经历的

�九一八�和日本的侵略暴行, 指出: �九一八�以后日本对华侵略进

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日本占领了东北后在东北实行殖民统治、进行

奴化教育;而且现在日本仍有一大批右翼分子对中国怀有野心, 国

人需提高警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居之芬利用残存的历史档案,

研究了劳工问题。她指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军实行全面的

强制劳工劳动; 日本征用劳工的体制有三个: 治安较好的从周围村

子强征劳工服役,治安不好的一半是从周围征用、三分之一是从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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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征来不给回家的时间, 还有一种战俘劳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林晓光认为,抗战时期,在军事战场上

国共都进行了艰苦斗争。他认为影响蒋介石做决策的因素很多,

应利用中、美、俄、日等各国的资料进行研究。他说:日本政府内部

对与蒋交涉有争议, 但只是对方式有争议,其根本目的是一致的。

北京大学历史系刘一皋指出, 战前中国政治是多元的, 抗战开

始后, 中国政治走向二元化:一方面政治趋于集中,另一方面因为

要动员全民抗战因而势必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这种二元特征

对战后中国政治的影响很大; 中国国内现在基本没有纪念性的活

动,他呼吁政府指导全民养成一种稳定的历史观念。

日本侵华研究学会会长熊玮报告了美国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

建立以来的活动情况: 2003年 1 月 18日浩劫纪念馆临时馆成立

并展示了大量南京大屠杀、九一八事变照片和其他资料; 2003年 7

月 17日针对日本国会议员�南京大屠杀是谎言�的言论,在美侨胞

到日本使馆前抗议,并且发表至日本首相公开信和对日使馆提出

抗议书; 2003年 8月 29日针对齐齐哈尔毒弹事件, 举行了大量活

动,并通过搜集资料与媒体合作等方式在民众中进行宣传。她指

出:海外华人的一个重要的任务是通过各种渠道使全世界知道中

国在二战中的伤亡比犹太人更惨重;虽然日本在华进行过毒气战,

但他们始终不承认, 对此,我们应该讨论并要求解决,而所有这些

也有赖于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

二  关于战争遗留问题

抗日战争结束后,战争遗留问题并未最后解决。中国社会科

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曾景忠认为,日本政府对解决侵华战争遗留问

题负有责任。战争遗留问题主要有武器遗留问题、领土问题(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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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战争赔偿问题及对战争认识问题。他认为问题解决的关键在

于日本政府、取决于日本政府之政策及态度。

军事医学科学院郭成周介绍了炭疽的特点及危害性, 介绍了

浙江、江西等地的烂脚病情况,并展示拍摄的受害人现状的图片及

受害人的控诉, 用以说明日军对中国民众的残害。日本战犯供认

1942年日军曾使用炭疽菌,这与在中国发现的病例的时间吻合。

细菌战受害对日诉讼代表团团长王选利用医院调查及数据说明日

本在中国使用了炭疽,中国有大量人群在同一时间、地点发病。记

者李晓方也向大家报告了两年多时间调查炭疽菌情况。其调查结

论是: 时间都集中于 1942 年 7 月至 9月、发病区域广泛、发病密

集、病状与炭疽病菌症状一样、人畜共患。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抗日战争暨遗留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何天义

认为:关于毒气战遗留问题,日本当局采取了拖延的态度。中国劳

工对日民间索赔进行得也并不顺利, 需要建立有代表性的有权威

的劳工组织,抓紧时间抢救受害者证言等资料,互相支持、以整体

名义给日本以压力。

康健律师介绍了细菌战、慰安妇受害索赔情况,建议学者多多

加强史料的运用。

日本侵华研究学会会长吴天威指出日本掠夺了东北粮食的

45%以上, 掠夺了大量东北的劳工而且掠夺了中国大量的金银财

宝。日本在二战中虽然战败,但其损失很小,还有很大的实力, 工

业生产力量仍然强大。日本应向德国人学习,拿出大丈夫的勇气,

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个不是钱的问题; 他还认为, 对于美国

的政策,中国不能以中国传统的礼仪等来分析;美国的政治是受日

本的影响的。

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罗焕章采用个案分析法, 分

析了麻生太郎的历史情结,指出:从 19世纪后期至 1945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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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日本是最富侵略性的国家,且其侵略思想根深蒂固。要以科

学的历史观正视历史,如何对待日本侵华史, 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

问题。麻生太郎认为日本的侵略史观是正确的, 这一言论是对历

史的歪曲,这是一种军国主义史观;麻生太郎要为其祖父吉田茂正

名,这实际上是颠倒历史、歪曲历史,而且使日本的国格、诚信荡然

无存。

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贺新诚认为,日本右翼翻案

风的基本论点有三个:正当权益论、道义战争论、战争责任在中国

论。日本右翼的所有的观点都从这三个观点出发。日本推卸战争

责任的借口有: 以中国赤化为借口、以中国抗日排日为借口、以南

京政府革命外交为借口、以第一枪为借口、以汉奸自愿为借口。他

对这些论点和借口一一进行了批驳: 在日本最初开始侵略时并没

有共产党的存在,而且中共在成立初期力量很小, 但是这没有影响

日本的侵略步伐,因而赤化借口是不成立的; 中国的抗日不是空穴

来风,而是源于日本侵华;日本侵华的步步扩张促使中国抗日的高

涨;革命外交是缘于中国在外交中处于被动地位; 日本以学术的第

一枪问题来推卸责任,实际上是为了转移视线,来掩盖其侵略的实

质;所谓汉奸自愿也是颠倒因果的一种借口。

三  关于对日外交� 新思维�的问题

去年年底以来,有的学者提出:为了打破中日关系的现状, 应

从国家战略上进行对日�外交革命�,推行对日外交的�新思维�, 为

此要�超越�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这种主张,同样引起了与

会代表的重视和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首先提请史学界关

注对日外交�新思维�的问题。他指出: 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十

!216!

∀抗日战争研究# 2003 年第 4 期



分复杂,有些历史过去了对现实不会产生影响,有些则会; 中日关

系的历史对现实就会产生重大影响。日本政要参观靖国神社, 齐

齐哈尔事件等都证明了历史与现实不可分割。日本侵华的现实对

现今处理中日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研究日本侵华史就是为了更好

地处理现实中的中日关系问题。

香港纪念抗日受难同胞联合会主席简兆平回顾了近年来中日

美三国关系的进展, 认为在强调与日本和美国友好的同时, 不能不

看清其真面目, 要谨记历史,以史为鉴。

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牛大勇指出必须正视历史, 才能处理好

现在及将来国家之间的关系, 创造中日关系的新的未来。他说: 如

果两国或多国对以前的历史及对什么是侵略什么是反侵略不能达

成共识,怎么能有互亲互谅的基础? 如果否认历史,怎么可以说这

类事情在未来不会重演? 如果两国的下一代对这些历史认识的认

知差距太大,两国的关系是不稳固的;历史学家研究的目的是弄清

历史的真相,同时对其加以解释。

北京大学历史系臧运祜根据中日两国近年对于青年进行的调

查情况,认为当前有人提出�新思维�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

处理历史问题对现实有着重大影响。必须审慎地处理历史问题。

吴天威认为处理中日关系很简单, 只要日本能承认战争罪责、

承认对中国的侵略、对中国民众进行赔偿,并且不支持台独。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陈铁键指出:近年来中国对日

本人不信任及日本对中国人不信任的百分比都在上升。中国百分

比上升是日本造成的,日本年年参拜靖国神社、年年否认南京大屠

杀、年年否定侵略等活动反而教育了中国人, 这一点中国人要感谢

日本人。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反感的加深是由日本政府造成的。靖

国神社大部分供奉的都是战犯。靖国神社的存在及日本政府的活

动是对历史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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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历史系王立新指出: 有的学者针对中日之间互不信

任的程度的加深以及从中日美三国战略关系来考虑,提出了对日

外交�新思维�。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 这种观点有很多令人启发

的地方,而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以纯学术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

题又是一种失误;从当前中日关系的背景来看,这种观点也是站不

住脚的。日本右翼势力对于�新思维�的出现感到十分高兴。追求

国家利益不能不顾及民族情感, 也不可能实现联日制美的策略。

这种�新思维�无助于日本的反省; �制美�的观点也是值得讨论的。

不是中国需要新思维,而是日本需要新思维。

(作者陈丹, 1980年生 ,北京大学历史系 2002届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刘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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