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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田伯

伏、吴克学.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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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霞.高校理论战线, 1

近十年来抗战时期新民主主义理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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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新动态与新进展

! ! ! � 抗日根据地与太行精神 学术

研讨会综述.董佳、阎晓静、岳谦厚.

晋阳学刊, 1

� 东北抗日联一军在天桥沟地区抗日

活动 学术研讨会简介. 张洪军.抗

日战争研究, 4

近 10年关于日军侵华罪行和遗留问

题研究综述. 郭德宏、陈亚杰、胡尚

元. 安徽史学, 1

南京大屠杀史料国际学术研讨会综

述. 曾明.民国档案, 1

� 南京大屠杀史料国际学术讨论会 综

述. 易青、姜良芹.抗日战争研究, 1

� 宋子文与战时中国 国际学术研讨会

综述.万立明. 民国档案, 3

宋子文与战时中国研究 ! ! ! � 宋子文

与战时中国: 1937- 1945 国际学术

会议综述.李强.社会科学, 9

二 日本侵华与暴行

关于日本割占台湾的几个问题. 戚其

章. 学术月刊, 4

近代日本� 东洋史 、� 支那史 研究中

的侵华图谋 ! ! ! 以内藤湖南的#支

那论∃#新支那论∃为中心. 王向远.

华侨大学学报, 4

日本亚洲观的近代转换 ! ! ! 从� 华夷

变态 到亚洲侵略主义. 章益国.社

会科学家, 2

论 19世纪后半叶日本对华政策渐变

的思想根源. 渠长根.江海学刊, 6

日本侵占中国西、南沙群岛及后果. 张

明亮.历史教学, 3

日本对华侵略与所谓� 支那国民性研

究 .王向远. 江海学刊, 3

日本� 大陆政策 形成的基础与思想渊

源.翟文奇.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6

� 兴亚院 与战时日本的� 东亚新秩

序 .臧运祜. 日本学刊, 2

#支那语军用会话∃研究 ! ! ! 日本侵华

� 军用 中国语教科书铁证.陈珊珊、

王宇宏.延边大学学报, 3

论近代日本对华文化教育侵略. 王春

英.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4

我所知道的� 中村事件 . 董建成. 近代

史资料,总 112

日本外务省与 1933年中的华北危局

! ! ! 以应对黄郛北上为中心. 陈群

元.近代史研究, 3

试述� 九∀一八事变 前#生活∃周刊对

日本侵华原因的分析.赵文. 晋阳学

刊, 1

九一八事变前#生活∃周刊对日本侵华

的认识及其抵御主张.赵文. 安徽史

学, 4

二战结束前日本地缘政治视野中的新

疆.朱永彪、杨恕.新疆大学学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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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日军� 慰安 制度的国际化倾

向. 华强.抗日战争研究, 2

上海四川北路区域慰安所研究. 姚霏.

抗日战争研究, 2

利用口述史料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可

能性 ! ! ! 以山西省盂县日军性暴力

研究为例. %日&小浜正子著, 葛涛

译. 史林, 3

关于云南省� 慰安妇 制度受害者李连

春的口述调查. 陈丽菲、苏智良采

访. 史林,增刊

我研究� 慰安妇 问题的历程. 苏智良

口述,陈礼茂整理.史林, 增刊

日本军人的性心理与慰安妇制度.高

凡夫、赵德芹. 南京社会科学, 8

南京大屠杀的后遗症:幸存者的创伤.

张连红. 江海学刊, 3

日本学术界� 南京大屠杀 论争及各派

论点评析.王希亮.抗日战争研究, 4

口述史学视角下的南京大屠杀史研

究. 朱成山、袁志秀. 南京社会科学,

4

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动因.

经盛鸿. 长白学刊, 5

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概论. 程兆

奇. 社会科学, 9

近十年�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研究述

评. 张卫波.中共党史资料, 3

论章开沅与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高

峻、林伟荤.党史研究与教学, 5

论侵华日军对南京的毒品毒化政策.

经盛鸿.求是学刊, 5

重庆大隧道惨案始末.张守广.历史教

学问题, 4

重庆大轰炸涉讼问题的宏观探讨. 张

正德.重庆社会科学, 11

日军常德细菌战致死城区居民人数的

研究.陈致远.民国档案, 2

日军掠童档案: 质疑、调研与解读. 郑

泽隆.民国档案, 1

沦陷时期日本在吉林建立� 集团部落 

剖析.李倩.东北师大学报, 3

日本侵华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破坏

! ! ! 以上海闸北为例. 蔡亮、苏智

良.民国档案, 4

三 抗日救亡与局部抗战

� 九一八 后的民主宪政运动.郑大华.

求索, 3

� 九一八 后的民族复兴思潮.郑大华.

学术月刊, 4

� 九∀一八 事变后学生的请愿示威与

南京国民政府的应对.左双文、郭秀

文、栾成.学术研究, 7

#申报∃与一二八事变. 徐煜、向开斌.

民国档案, 3

1933 年国防作战计划. 戚厚杰选辑.

民国档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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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抗战研讨二题. 曾景忠. 历史教

学, 7

论东北抗联战斗特点及经验. 孔强、孔

令波.军事历史研究, 1

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组建始末. 彭施

鲁. 中共党史资料, 2

论中共满洲省委在东北抗战中的领导

地位和作用. 刘贵田. 党史研究与教

学, 2

东北人民与台湾人民抗日斗争比较研

究. 田克勤、李倩.社会科学战线, 3

在平北抗日根据地的日日夜夜. 郝沛

霖. 中共党史资料, 3

论 1931- 1937年江苏抗日救亡运动.

李峻.南京社会科学, 12

镇江人民抗日文化教育活动评述.马

红霞、孙燕.江苏大学学报, 2

论浙西地区在北上抗日先遣队历史上

的重要地位. 邓金松. 党史研究与教

学, 5

略论华南敌后游击战场军民的抗日斗

争. 周兴 .历史教学, 4

云南抗战与知识分子. 李慧.云南师范

大学学报, 1

关于上海敌后抗战的几个问题. 洪小

夏. 军事历史研究, 1

抗战时期上海文化人在新疆. 赵彦恒、

孟楠.历史教学问题, 4

基督教与战时西部边疆社会改良! ! !

中华基督教会学生暑期服务团活动

考察.邓杰.社会科学研究, 6

四 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与国共合作

中国共产党建立全国抗日青年统一战

线方针的形成.王连弟. 党的文献, 1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弘

扬.李赫亚.青海社会科学, 1

论国共两次合作与分裂的外在原因.

杨汉强.党史文苑, 9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蕴含的民族精

神.胡永华.党史文苑, 9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西的形成及其

意义.景占魁.晋阳学刊, 5

西安事变� 善后 结局的认识.郝银侠.

历史档案, 2

西安事变� 主战派 与� 主和派 互动情

形探析.于夕红.长白学刊, 2

西安事变与粤省舆论界动向.洪岚. 华

东师范大学学报, 4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军事因素. 张

春、陈合理.文史杂志, 6

西安事变后的南京讨伐派 ! ! ! 以戴季

陶、何应钦为中心的再探讨. 左双

闻.近代史研究, 6

西安事变及其对青海的影响.苟格林.

青海社会科学, 6

从#宋子文档案∃看西安事变.郭岱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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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孝庭. 民国档案, 2

近十年西安事变研究述评.廖良初、郭

燕海.湖南社会科学, 6

西安事变研究的新史料. 左双文. 历史

教学, 10

威权主义政治下政治话语的双重性分

析! ! ! 以抗战时期的国共两党为

例. 王建华.江苏社会科学, 2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杨

奎松.抗日战争研究, 2

抗战时期国共关系与#新华日报∃中的

工农女性形象. 方红姣、周锦涛.求

索, 8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外交政策之共性.

高鸣.江苏社会科学, 3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在土地政策上

的合作与互动.刘一民.贵州社会科

学, 3

抗战胜利后民主人士内部关于� 中间

路线 的论战. 陈永忠.浙江学刊, 1

再论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及

特点.宋连胜. 社会科学战线, 2

中间势力与第二次国共合作述评.罗

大正、袁素莲.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

关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几件事.朱

正. 新文学史料, 2

五 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

与敌后战场

1� 政 � 治

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的新起点. 林丽

仙、李宝艳.党史文苑, 3

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时期第二次民主宪

政运动.陈雷.长白学刊, 2

抗日民主政权的民主建设.秦富平. 晋

阳学刊, 2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

育的特点与经验. 王炎、姚洪亮. 北

京党史, 3

抗战时期中共干部教育的理论和实

践.龚大明.贵州社会科学, 3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民主宪

政的思考及斗争策略.刘秋阳.党史

文苑, 3

1937 年! 1945年:中共在高校中的建

设.周良书.北京党史, 4

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

员方法.刘颖.兰州学刊, 4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保持自身先

进性的实践. 郭秋光. 江西社会科

学, 5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抗战时期的山东

共产党.李里峰.江苏社会科学, 6

略论抗战时期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思维变迁. 王荣阁、孟轲. 河南师范

大学学报, 6

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软实力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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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之必然. 郑淑芬. 黑龙江社会科

学, 6

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

动.周韬、谭献民. 湖南师范大学学

报, 6

中国共产党与湖南抗战. 罗玉明. 湘潭

大学学报, 6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主要经

验. 李蓉.重庆社会科学, 7

抗战时期党的政治制度建设的实践与

启示.邵宁、白莹.党史文苑, 7

中共七大与中国革命规律之研究.傅

明、黄海涛.西北大学学报, 1

再论中共七大的历史贡献.李君. 广西

社会科学, 10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与新民主主义社会

论的放弃.白文丽.内蒙古师范大学

学报, 3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决策过程考

辨. 高浦棠.延安大学学报, 2

延安整风时期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

的历史经验. 石云霞、程伟. 武汉大

学学报, 4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民主选举制

度论析. 刘琳. 党史研究与教学, 4

试论中共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中构建

和谐社会的实践和经验. 梁星亮、宋

炜. 党史研究与教学, 4

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合法性

基础的构建. 苏顺娇.党史文苑, 11

社会教育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

! ! ! 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黄正林.

中共党史研究, 2

略论党在陕甘宁边区政权中执政能力

建设的历史经验. 肖芳林、张雄. 社

会科学家, 2

陕甘宁边区法官队伍建设.律璞. 宁夏

社会科学, 3

论陕甘宁边区法治实践的构建和谐社

会之维. 侯欣一. 上海师范大学学

报, 4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监督制

度体系.韩裕庆.学术论坛, 4

陕甘宁边区政府民主政治建设窥视.

王振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5

陕甘宁边区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与历

史经验.张秀丽.党史文苑, 6

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制度及其对农村

选举的历史启迪.蔡素星.湖北社会

科学, 9

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惩治汉奸的立法

和政策研究. 翁有为. 中共党史研

究, 2

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人权建

设.贾孔会、杨春华.兰州学刊, 2

抗日根据地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特

点.丁俊萍、邓旭峰.浙江大学学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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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

设. 李克胜.党史文苑, 5

简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

设. 朱江、张希民.历史教学, 1

中国革命的重要喉舌:#晋察冀日报∃

社论.冯杰、夏松涛. 河北学刊, 3

论东江纵队的政治动员. 林伟京. 党史

文苑, 8

2�军 � 事

保持� 战略支点 与� 武装退却 思想的

形成.温雪勇. 党史研究与教学, 1

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杨

奎松.社会科学论坛, 1

山东八路军没有参加百团大战的原

因. 陈金光.党史文苑, 12

新四军争取帮会抗日的方针与实践.

周建超. 安徽史学, 5

新四军及其所属各部主要领导关系的

沿革.汪谦干. 中共党史研究, 6

皖南事变� 新编营 血战白山亲历记.

洪季凯、罗德宝.史林,增刊

对#皖南事变若干文电考证∃一文的订

正. 陈标.抗日战争研究, 3

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问题新探. 刘喜

发、李亮.南京社会科学, 10

论抗战后期� 绾毂中原 决策的形成及

其影响. 徐有礼.郑州大学学报, 6

抗战胜利初中共让出南方解放区战略

研究.唐洪森.中共党史研究, 2

3�经济 � 社会

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公债述论. 潘国

旗.抗日战争研究, 1

华北抗日根据地银行在产业革命中的

角色转换.江旺龙. 中共党史研究, 4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农业生产与政

府干预.李自典.抗日战争研究, 2

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村财政建设

简析.关翠霞、柳敏和.山东师范大

学学报, 4

生产博览会与抗日根据地经济. 严清

华、杜长征.中国经济史研究, 3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运动的

历史作用和经验探析.刘学礼.党史

研究与教学, 5

简论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减租减息工作

的主要特点.杜景川.山东师范大学

学报, 5

减租减息与淮北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

的变迁.李柏林.抗日战争研究, 2

中国共产党解决抗日根据地社会矛盾

的利益调节机制! ! ! 以陕甘宁边区

为个案.宋炜.广西社会科学, 12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妇女权益问题研

究.曲晓鹏.抗日战争研究, 2

解放区文学女性� 翻身 话语.杜霞. 河

北学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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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妇女教育特征

考察.何黎萍. 安徽史学, 3

1937- 1945 年陕甘宁边区的乡村社

会改造. 黄正林.抗日战争研究, 2

整风前的延安生活面面观.何方口述、

邢小群整理.新文学史料, 2

婚姻自由原则背后的矛盾冲突 ! ! ! 抗

战根据地婚姻变革的分析.徐静莉.

晋阳学刊, 3

革命与医疗! ! ! 太行根据地医疗卫生

体系的初步建立.刘轶强.史林, 3

山西抗日根据地同日伪毒化政策的斗

争. 高春平.晋阳学刊, 2

论抗日根据地对社会不良职业的整

治. 郭晓平.求索, 8

4�思想 � 文化

抗日根据地军事文化建设之理论溯

源. 魏延秋.军事历史研究, 2

新四军文化建设的内容、特色与主要

经验.钱和辉. 安徽史学, 5

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报刊述论.

许厚今. 安徽史学, 6

中国共产党与西部抗战文化的繁荣.

吴珏.学术界, 4

论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建设.李晓华.长

白学刊, 6

抗战时期中共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

践. 龚大明.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1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晋察冀根据地的

文艺宣传 ! ! ! 以西北战地服务团为

考察中心. 袁桂海. 党史研究与教

学, 2

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建设及历史作

用.杨洪.西北大学学报, 5

延安文艺: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杂

交融合.何满仓.学术界, 6

同根而生的两枝奇葩 ! ! ! 浅谈南方局

领导下的重庆抗战文学与圣地延安

的关系.刘莺.重庆社会科学, 2

延安文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本土

话语体系 ! ! ! 关于延安文学研究的

再思考. 黄科安. 海南师范学院学

报, 4

试论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耿化

敏.党史研究与教学, 4

延安解放区新秧歌兴盛缘由探析. 谢

丽.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5

战争话语下的草根文化! ! ! 论抗战时

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 韩

晓莉.近代史研究, 6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党报的发展与历史

作用.梁家贵.中共党史研究, 2

#抗战文艺∃的版本问题. 彭玉斌. 新文

学史料, 2

论延安时期史学机构的产生、沿革及

特点.林国华、陈峰.山东大学学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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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国民教育.刘

椿. 史学集刊, 1

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教育. 房列曙、

姚尚右. 中共党史资料, 3

六 国民党统治区

与正面战场

1�政 � 治

国家权力和乡村势力间的调适与冲突

! ! ! 抗战时期广东黄冈保甲示范乡

透视.沈成飞. 中山大学学报, 2

提升女权抑或压制? ! ! ! 试析训政时

期国民政府的妇女政策. 颜小华、张

翠方.兰州学刊, 2

论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党员监察网.李

强.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

试论抗战前国民党地方党部的边缘

化. 李巨澜.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

国民政府十年( 1939- 1949)基层民意

机关调查. 周玉玲、陆建洪. 齐齐哈

尔大学学报, 2

抗战时期中国政党关系的演变与国家

发展道路的抉择.王树林. 首都师范

大学学报, 3

抗战期中的人权诉求 ! ! ! 重温#时代

批评∃的� 人权运动专号 . 文卫勇.

江汉论坛, 3

行政三联制之考察. 陈雷、汪增相.历

史档案, 4

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对东北问题的关

注 ! ! ! 以关于东北问题的提案为中

心.黄利新.辽宁大学学报, 4

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 以西南联

大为中心.王奇生. 历史研究, 4

1939- 1940 年知识界关于� 宪政与抗

战 的讨论及其价值体现.李翠艳.

抗日战争研究, 4

简析抗战时期国民党推行的道德修

养.荣晓燕.东岳论丛, 5

抗日战争时期宪政运动若干问题的再

研究.闻黎明.近代史研究, 5

抗战时期国内公众舆论与国民党对日

政策.王强、张森林.社会科学战线,

6

抗战期间国民参政会中女参政员群体

的考察.郭昭昭.安徽大学学报, 6

官与民:对#中央日报∃#大公报∃七七

社论的文本分析.徐思彦.学术界, 6

抗战初期� 萧振瀛工作 缘起.聂翔雁.

历史档案, 4

中日矛盾与国民党的派系整合. 崔巍.

学海, 6

抗战� 时评 的特点与局限性析. 苑银

和.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6

从武汉� 七七献金 运动解读中华民族

凝聚力.李燕.党史文苑, 12

抗战期间的档案工作 ! ! ! 以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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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为中心. 廖建夏、戚如高.民

国档案, 1

2�军 � 事

关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历史地位.刘

庭华.抗日战争研究, 2

关于卢沟桥之战的几个问题( 上) .魏

宏运.南开学报, 6

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国军队参战部队

考. 张建基.军事历史研究, 1

抗日战争中期之国民党战场简评.李

鹏. 江西社会科学, 12

珍珠港事件与国民政府的军事对策.

黄金凤. 云南社会科学, 1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一役! ! !

中国远征军的滇缅作战. 李跃新、孙

颖. 延安大学学报, 1

抗战时期怒江战争的若干思考. 魏宏

运. 历史教学问题, 3

略论抗战时期四川兵力动员. 汤梓军.

人文杂志, 1

略论抗战后期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侯德础. 民国档案, 2

民团体制与抗战时期广西的军事动

员. 刘文俊.学术论坛, 9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风纪问题! ! !

读国民政府军事执法要员何成浚的

日记.李重华. 长白学刊, 4

3�经济 � 社会

华洋之争与抗战前的广州煤油市场.

张小欣.中山大学学报, 3

抗战以前广东与赣南钨业的开发. 肖

自力.江西社会科学, 6

抗战前期国统区的南方外贸运输线.

张晓辉.民国档案, 4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农产品对外贸易研

究.樊瑛华.人文杂志, 3

抗战时期的上海华商信托业.吴景平、

何旭艳.抗日战争研究, 1

抗战时期的上海中国股票推进会. 朱

荫贵.中国经济史研究, 4

抗战时期的新疆省中央运输委员会.

李嘉谷.北京档案史料, 1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北地区工业化思

想述论.杨红伟.史学月刊, 1

抗战时期西北工业合作运动述论. 张

哲.延安大学学报, 2

试论抗战时期中国西部工业之进步.

叶春红.民国档案, 3

抗战时期鄂西地区手工业的兴衰. 徐

凯希.江汉论坛, 10

要解决当前的问题( 1938. 1. 17) . 卢作

孚.卢作孚研究, 3

民生实业有限公司概况 ( 1938 年 4

月) .民生公司编印.卢作孚研究, 3

未来的民生公司( 1938 年) . 赖彦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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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研究, 4

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1944年

5月) .民生公司.卢作孚研究, 4

从邵氏置业契约看抗战时期景德镇瓷

业的衰落. 刘禄山. 近代中国与文

物, 2

战后工业化的努力:乡村工业示范的

兴起与发展.黄小彤.中国农史, 1

资金构成与合作社的� 异化 ! ! ! 基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社会

变迁的考察. 赵泉民、忻平. 华东师

范大学学报, 2

关于抗战前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几个

问题.张书廷.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2

战前� 统制经济 学说的讨论及其实

践. 郑会欣.南京大学学报, 1

略论 1941年国民政府国家财政系统

改制.尹红群. 中国经济史研究, 2

中国银行与代兑中法实业银行钞票案

! ! ! 中国银行处理金融风潮的个案

研究.董昕.辽宁大学学报, 2

太平洋战事发生后国统区金融经济变

动情形. 唐润明选辑.民国档案, 4

珍珠港事件后国民政府的经济调整.

黄金凤、赵修磊.重庆社会科学, 5

四联总处与战时西南地区的通货膨

胀. 王红曼.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4

论� 邮发合一 体制的确立.武志勇.历

史档案, 3

商人团体与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经济统

制.魏文享.中国经济史研究, 1

外债与抗日战争的胜利. 金普森. 抗日

战争研究, 1

南京国民政府国营经济管理体制透析

! ! ! 以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业的产品

定价与销售为例.郭红娟.河南大学

学报, 1

试论抗日战争对西北地区灾荒之影

响.温艳.甘肃社会科学, 2

略论抗战时期内迁及其对西部地区的

影响.宫炳成.社会科学辑刊, 2

论� 九∀一八 事变对关内移民东北的

影响.范立君.史学集刊, 3

民国� 开发西北 中一次未竣的移民计

划! ! ! 1942 年至 1944 年的新疆移

民.阎东凯、张莉.民国档案, 3

#大公报∃对长沙抢米风潮的报道特点

浅论.范文明.山西师大学报, 5

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精英的生活状况及

其报国途径! ! ! 以迁滇文化精英为

分析案例.何斯民. 学术探索, 6

抗战后期的通货膨胀与大后方知识分

子的转变 ! ! ! 以大后方的教授学者

群体为论述中心.严海建.重庆社会

科学, 8

20世纪 40年代初关于� 妇女回家 问

题的论战.何黎萍.四川师范大学学

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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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妇女动员的历史考察. 王国

红. 广西社会科学, 12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述略.古为明.抗

日战争研究, 4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儿童福利政策述

评. 董根明.抗日战争研究, 4

抗战后中华民国伤后联合会简论.郑

成林.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5

抗战期间的疫病救治述论.张海梅.历

史档案, 2

抗日战争时期的贵州秘密社会. 梁家

贵.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6

全国禁烟密查总报告( 1940. 9 第二

期) . 陈晓敏选辑.民国档案, 1、3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缉私署述论. 孙宝

根. 学术界, 6

抗战胜利后北平市整修城区道路改善

交通设施史料.梅佳选编. 北京档案

史料, 4

4�思想 � 文化

抗日战争前夕的学人论政 ! ! ! 以#独

立评论∃的� 民主与独裁论争 为中

心. 王天根.厦门大学学报, 3

抗战初期中国知识界关于文化发展方

向的探讨.李小尉.历史教学, 8

在自由与公道之间! ! ! 1940 年自由

知识分子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陈

永忠.社会科学战线, 1

1943年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场论

战.刘会军.长白学刊, 2

抗战时期的� 中国化 思潮与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张立慧. 郑州大学学报, 6

论抗战胜利前后国统区的民主政治思

潮.李荣臣.郑州大学学报, 4

抗战时期贵州文化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的历史性相遇 ! ! ! 在西南大后方文

学活动与文化建设学术讨论会上的

发言.钱理群.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2

战时东南文化运动成因探析.王嘉良.

福建论坛, 2

试论陪都重庆的文化建构两维度. 郝

明工.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3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成立始末.

伯亮.北京档案史料, 4

文化视域中的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

李江.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4

关于建立桂林抗战文献资源数据库的

思考.郭志高等.社会科学家, 1

抗战爆发与文学观的变移.朱丕智. 重

庆师范大学学报, 4

中国抗战文学研究的新的可能. 吴伟

强、李怡.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6

抗战文学对正面战场问题的表现! ! !

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研究.秦弓. 陕

西师范大学学报, 2

西南大后方抗战文学研究的一次盛会

! ! ! 记� 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文学∀

∀237∀

2006 年抗日战争史论文目录索引



文化活动研讨会 . 朱伟华. 贵州师

范大学学报, 2

论大后方文学叙事的两面性. 李文平、

郝明工. 文学评论, 5

抗战小说与旅游资源开发.马德生、杜

希宙.河北大学学报, 5

论 1940 年代中国文坛的� 纪德热 与

知识分子的精神境遇.段美乔. 徐州

师范大学学报, 3

20世纪 40年代的国统区讽刺文学.陆

衡. 广西社会科学, 8

略论抗战后期重庆长篇小说的史诗

性. 郝明工.重庆社会科学, 11

探究抗战时期旧体诗词曲的� 沉郁 .

陈忻.重庆社会科学, 1

记抗战时期的旧体诗杂志#民族诗

坛∃ .%日&岩佐昌 著, 刘静译. 重庆

师范大学学报, 6

抗日战争中的漫画宣传运动. 刘椿.学

术研究, 4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抗战歌曲集介绍.

王南.近代中国与文物, 1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新闻事业发展综

论. 郝明工.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1

中国藏族聚居地的抗战与新闻传播.

周德仓. 西藏大学学报, 2

抗战时期新闻评论的大众化特色.徐

新平、黄爱.湖南大学学报, 3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北京地区新闻

出版业管理史料 ( 1945. 10- 1948.

8) .梅佳选编.北京档案史料, 1

学术与抗战! ! ! #独立评论∃对于抵抗

日本侵略的理性主张. 罗福惠、汤

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3

#大公报∃重庆版简论.王学振.重庆师

范大学学报, 3

大众传媒与现代散文生态的变革! ! !

以#申报∀自由谈∃为例. 谭雪芳. 福

建论坛, 12

抗战时期大后方期刊介绍. 马勇、刘

丽.近代史资料,总 112

抗战前北大历史学系的课程变革. 尚

小明.近代史研究, 1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对西南地区现代化

的影响.张成洁.贵州社会科学, 3

战争烽火中的校园文艺社团: 中国学

生导报社.吴阳红.重庆师范大学学

报, 4

西南联大的后期文学社团.李光荣. 新

文学史料, 1

试论抗日时期桂林教育的短暂兴盛、

特点及产生原因.黄明光.社会科学

家, 1

抗战时期人口内迁与广西的教育和文

化.唐仁郭、艾萍.广西师范大学学

报, 2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国立东南联合大学

的筹建.夏泉.民国档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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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暨南大学的� 内迁 问题.张

永春.暨南学报, 6

抗战胜利前后的山西大学音乐社团.

路畅.山西大学学报, 5

抗战时期江西特种教育述论. 周晓东、

韦福安.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6

1942年的汉语.郜元宝.学术月刊, 11

抗战前行政学输入与行政研究的兴

起. 孙宏云.学术研究, 12

有关 1937年 8 月国民政府资助留日

学生返国经费案史料一组. 陆军选

辑. 民国档案, 4

中国科学院接收�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

团 的经过. 张九辰.中国科技史杂

志, 3

20世纪 40年代在中央研究院和北平

研究院流产的原子弹科学研究.李

艳平、王士平、戴念祖. 自然科学史

研究, 3

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

( 1932- 1948年) . 张逢、胡化凯.中

国科技史杂志, 4

七 沦陷区

试论日伪的东亚联盟运动.史桂芳.史

学月刊, 12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 同化 教育与近代

� 民族国家 之认同.汪婉. 抗日战争

研究, 4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沦陷区乡土小说主

题与民俗意义.张永.文艺研究, 4

东北沦陷史研究述评. 车霁虹、辛巍.

抗日战争研究, 2

东北沦陷时期家族小说的主流话语与

叙事模式.刘瑞弘. 江汉论坛, 2

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对东北棉花的统制

与掠夺. 李淑娟、王鹤.黑龙江社会

科学, 4

日伪统治时期� 粮谷出荷 政策对东北

农民生活的影响.李淑娟.社会科学

战线, 5

伪满� 勤劳奉公法 的出台及其与协会

的关系.刘萍.抗日战争研究, 1

伪满洲国� 官窑 瓷器! ! ! 双龙万寿

盘.李梅田.近代中国与文物, 1

伪满洲国时期#青年文化∃杂志考述.

刘晓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4

伪满洲国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

补丁.刘晓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5

伪满洲国建立后省级地方政权的建立

及调整. 于耀洲、邢丽雅. 黑龙江社

会科学, 5

日据吉林时期的文化专制与奴化教

育.李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4

日伪时期内蒙古西部的日本语教育.

任其怿.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6

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的粮荒成因分

析.彭贵珍、李陵.晋阳学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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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沦陷区粮食的生产与流通. 王士

花. 史学月刊, 11

日伪统治下华北沦陷区的高等教育.

余子侠. 近代史研究, 6

孤岛时期的#申报∀自由谈∃编辑思想

研究.王灿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学报, 1

战时上海的百货公司与商业文化.

%日&菊池敏夫著,陈祖恩译.史林, 2

汪伪上海新闻检查所工作报告( 1941.

5) . 本刊选辑.民国档案, 1

汪伪政权与新民会.裴京汉.社会科学

研究, 3

汪伪时期的师资述评:以江苏省为中

心. 黄骏.民国档案, 4

略述汪伪对沦陷区青少年的组织化控

制. 周竞风.贵州社会科学, 6

江苏日伪政权赋税征收研究. 潘敏.中

国经济史研究, 2

江苏日伪县知事县长群体分析. 潘敏.

史学月刊, 7

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的统治. 来新夏.

福建论坛, 10

日据初期台湾总督府政策与台湾企

业. 周翔鹤.台湾研究, 3

日据前期在台湾日本人的工商业活

动. 周翔鹤.台湾研究集刊, 2

日据时期台湾民间状况与� 殖民地近

代性 .汪思涵.东南学术, 2

日据时期台湾公学校论. 黄新宪. 东南

学术, 6

试析� 皇民化 时期日本在台教育方针

的转变及影响. 陈韵.党史研究与教

学, 1

台湾� 高砂义勇队 考论. 杨荣庆、刘相

平.台湾研究集刊, 3

从光复文学看台湾民众心态演变轨

迹.朱双一.台湾研究, 5

士绅阶层与台湾抗日民族运动的路向

初探.许维勤.台湾研究, 6

台湾光复前后福建对台湾的支援与帮

助.林仁川.台湾研究, 4

1945 年的台湾历史变局探析. 陈小

冲.台湾研究, 5

台湾光复初期的贪污问题.褚静涛. 南

京社会科学, 2

刀光菊影里的中国根情! ! ! 日本殖民

统治下的台湾中文报刊#台湾民

报∃.王积龙. 社会科学战线, 6

#资源委员会公报∃中有关台湾经济史

资料介绍. 史芝. 近代史资料, 总

112

� 六三法 的存废与台湾殖民地问题.

李理.抗日战争研究, 4

日据时期的香港殖民教育.曹必宏. 抗

日战争研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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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中外关系、国际援华

与华侨抗日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交往活动

新探.莫志斌.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1

亚细亚民族会议与中国的反对运动.

周斌.抗日战争研究, 3

对国际联盟调解� 九一八事变 中日冲

突的再认识. 蒋超群. 广西社会科

学, 12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公布前后中国社

会各界的反响.洪岚.史学月刊, 5

论 1939- 1940 年中国建立遏制日本

的远东国际联合阵线的努力. 周乾.

安徽史学, 3

1941年美日谈判与国民政府的对策.

李文娟. 北京档案史料, 2

从南京大屠杀看中国抗战前途 ! ! ! 南

京西方人士的观察和预判.张生.民

国档案, 4

九一八事变与苏联对华政策的缓慢转

变. 易新涛.党史文苑, 2

抗战前期中国争取同苏联订立互助条

约始末 ! ! ! 兼析#中苏互不侵犯条

约∃的签订. 孙艳玲. 抗日战争研

究, 1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论略.郭

秋光.南昌大学学报, 2

抗战时期苏联远东战略与日本侵华战

争.雷大川.北方论丛, 2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与中国.弗∀

斯∀米亚斯尼科夫. 学习与探索, 1

抗战期间中国政府对苏易货偿债相关

史料( 1939年 2 月- 1945年 6 月) .

李琴芳选辑. 民国档案, 2

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文献资

料述评.杨奎松.社会科学, 2

抗战初期美国对日绥靖政策原因探

析.彭升.求索, 1

抗战前期美国外交官对华政策的分

歧.王纲领.社会科学研究, 5

美国对伪满洲国的不承认主义及经济

关系探究( 1932- 1941) .杨静萍. 苏

州大学学报, 6

抗日战争时期中美经济关系研究述

评.杨雨青.历史研究, 3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西藏政策述

评.程早霞.历史教学问题, 3

论 1941 年中国政府及舆论对美日谈

判的反应.周乾.安徽大学学报, 3

美军情报部所存#石井文档∃介绍. 王

希亮编译.近代史资料, 总 112

美国#时代周刊∃ 1937- 1941 年有关

日军轰炸南京和南京大屠杀的报

道.杨夏鸣译.民国档案, 4

� 史迪威事件 与战时中美英三角关

系.顾莹惠.苏州大学学报, 1

美国战后对华经济政策的演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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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楚雄. 史林, 2

抗战时期我党对美外交实践及其启

示. 李邦松.党史文苑, 3

美国向延安派遣军事观察组的酝酿与

决策.于化民. 中共党史研究, 3

中美关系史上特殊的一页! ! ! 中共领

导人与延安美军观察组交往始末.

于化民. 东岳论丛, 4

1935- 1940 年英国对藏政策与中国

西藏门、珞、察地区边界危机.张永

攀.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1

抗战时期国民党中统特务的对英合

作. 马振犊、邱锦.抗日战争研究, 3

德国顾问团参与中国抗战活动之剖

析. 刘峰.军事历史研究, 2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德军事和经贸合

作关系的若干史事述评. 吴景平.民

国档案, 4

近代中日两国政府现代化意识比较研

究. 马启民、司武林. 求索, 1

日本近代化的中国因素: 以高杉晋作

为例.罗立东. 南京社会科学, 10

� 济南惨案 前后的中日关系. 吴兴河.

党史文苑, 7

从班洪事件到中缅� 1941 年线 的划

定. 朱昭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

论二战后中国国民政府的朝鲜半岛政

策. 石源华.复旦学报, 3

太平洋战争时期朝鲜资本家的� 中国

侵略 .%韩&金仁镐.抗日战争研究,

1

朝鲜独立同盟及朝鲜义勇军历史的几

个问题.黄龙国.延边大学学报, 3

朝鲜义烈团的成立及抗日斗争. 朴英

姬.历史档案, 4

中国抗日战场上的� 西班牙医生 . 安

莉.近代中国与文物, 2

抗战时期基督教在华西的文字事工.

陈建明.四川大学学报, 3

南京沦陷前后的西方侨民及其对日抗

争.经盛鸿.南京社会科学, 4

二战期间日军在奉天所设盟军战俘营

研究.张洁等.社会科学辑刊, 6

外援与重建:中国战后善后救济简评.

赵庆寺.史林, 5

抗战时期的侨务政策与华侨的历史作

用.武菁.安徽大学学报, 1

华侨与十九路军.吴明刚.华侨华人历

史研究, 2

对缅甸东吁抗战文化现象的思考. 禹

志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

马来亚华侨基督徒与祖国的抗日战

争.徐炳三.八桂侨刊, 3

抗战时期旅日闽侨生存状况探析. 许

金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3

二战后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快速发展

的原因及特点. 周倩. 云南社会科

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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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国抗战时期海外华侨的抵制日货

运动.张学强. 求索, 9

10年来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研究述评.

任贵祥. 安徽史学, 6

九 人 � 物

#毛泽东选集∃所收#学习和时局∃一文

时间与史实的出入. 邓野. 历史研

究, 1

毛泽东 3 月 19日致彭德怀等电的年

代考.陈标.抗日战争研究, 1

1938年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评析.

田子渝. 抗日战争研究, 3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理论创新的世界

视野 ! ! ! 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八十

五周年. 史春风.兰州大学学报, 4

试析毛泽东与延安文艺� 三境界 .张

希贤.党的文献, 4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关于根据地文化

建设的思想. 俞良早. 中南民族大学

学报, 5

延安时期毛泽东利用外资的思想及其

历史影响.任纪虎.延安大学学报, 5

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

原则形成与共产国际.兰丽影. 牡丹

江师范学院学报, 5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修改.方

敏. 中共党史研究, 6

抗战时期毛泽东对执政方式的初步探

索.熊辉、王孔容.社会科学辑刊, 6

论毛泽东的根据地发展战略思想. 吴

学东.学术论坛, 6

抗战时期毛泽东关于� 新三民主义共

和国 政治主张析论. 赵效萍. 党史

文苑, 8

毛泽东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能

性的探索.赫崇飞、阎治才.求索, 12

论抗战时期毛泽东财政思想的科学内

涵.刘伟.党史文苑, 12

试论朱德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贡献.

施亚利、谭凤英.党史文苑, 8

陈云在北满根据地创建中的卓越贡

献.陈国权、麻秀荣.党的文献, 3

论抗战时期张闻天对三民主义的研

究.宋进.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2

张闻天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贡

献.王金豹.党史文苑, 9

叶帅在抗战初期的远见卓识.马中柱.

叶剑英研究, 1

抗战时期刘伯承对我军思想政治工作

的贡献. 龚大明. 贵州师范大学学

报, 6

秦邦宪与延安文艺! ! ! 纪念秦邦宪牺

牲六十周年. 黎辛、刘小飞. 延安大

学学报, 4

皖南时期项、叶不和的原因再探讨. 李

亮.安徽大学学报, 3

论杨靖宇所作抗联军歌在东北抗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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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斗争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张志红.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3

对方志敏和北上抗日先遣队与长征的

研究.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党史文

苑, 12

制约缺位:苏联政体的陷阱! ! ! 陈独

秀晚年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思考.刘

光永.安徽史学, 2

陈独秀在� 汉奸 事件后的抗战政见评

析. 林家虎.安徽史学, 4

试析蒋介石� 攘外必先安内 政策提出

的缘由. 周正龙. 社会科学论坛, 9

(下)

20世纪 40年代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

原子弹之梦. 王士平、李艳平、戴念

祖. 中国科技史杂志, 3

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 邓野.

历史研究, 5

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 ! !

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二.杨

天石.历史研究, 5

战后蒋介石对日� 以德报怨 政策的几

个问题. 袁成毅.抗日战争研究, 1

蒋介石日记三则介绍. 曾景忠.近代中

国与文物, 2

蒋介石为新疆境内中苏经济合作事宜

致经济部等代电 ( 1944 年 12 月-

1945年 1月) .夏军选辑.民国档案,

2

从鼓吹法西斯到攘外在先! ! ! � 九∀一

八 事变后张学良的思想演变. 沈升

良.历史教学问题, 4

地方政权向中央政权的主动归附! ! !

评价张学良� 东北易帜 的新视角.

李随安.黑龙江社会科学, 6

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政治思想嬗变的

文化解读.张志新、文斌.党史文苑,

11

张学良的抗日御辱思想与实践. 周涛、

随琳.党史文苑, 3

浅析张学良和平统一观的形成与发

展.李鹤、魏向前.东北大学学报, 6

张学良西北开发思想及其启示. 王广

义.东北大学学报, 4

论张学良个人档案的史料价值. 杨晓

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3

冯玉祥、张公权、何北衡演讲录( 1943、

1944年) .本刊编者.卢作孚研究, 4

冯玉祥为加强中苏邦交致蒋介石函

( 1944年 10 月 4 日) . 陈宝珠选辑.

民国档案, 2

马占山及江桥抗战研究述评.周彦. 历

史档案, 4

参加延安各界追悼张自忠将军等烈士

大会的回忆. 刘 . 北京档案史料, 2

阎锡山的� 民族革命战争 论及对山西

抗战的影响. 吴九占.兰州学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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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的一幕历史真实 ! ! ! 南京保卫

战期间唐生智利用外侨谋求休战始

末考析. 彭剑. 长白学刊, 3

刘湘和西安事变.胡红娟.文史杂志, 6

蔡廷锴的抗日思想与实践.马若义.安

徽史学, 3

蔡廷锴联共抗日与中共统战政策之嬗

变历史研究. 殷启翠. 黑龙江社会科

学, 4

孙科与抗日战争.肖际唐. 广东社会科

学, 5

蒋经国留学苏联述论. 张泽宇.史学月

刊, 4

宋子文与中国国防供应公司. 杨雨清.

抗日战争研究, 4

宋子文与陈嘉庚为在新、马募集救国

捐款事往来电函 ( 1937 年 12 月-

1939年 7月) .本刊选辑.民国档案,

3

孔祥熙的战时财政理论和战时财政政

策. 蔡志新.历史档案, 1

孔祥熙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的财

政报告( 1939. 1) .喻春生选辑. 民国

档案, 1

陈立夫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 张珊

珍. 抗日战争研究, 3

吴鼎昌与抗战时期的贵州禁政. 莫子

刚. 抗日战争研究, 4

曾问吾建议打通甘新大道以畅中苏交

通意见书( 1937 年 10 月) . 孙武选

辑.民国档案, 2

王世杰关于改进中苏关系意见签呈

( 1944年 7 月 10 日) . 周宁选辑. 民

国档案, 2

吴忠信与古德赴藏: 1940年中国与英

国在西藏问题上的角逐. 张永攀、杨

玲.社会科学研究, 1

张邦杰拟收复台湾五项意见及有关机

关核复意见( 1942. 2- 9) . 本刊选

辑.民国档案, 1

冀朝鼎与中美英平准基金会. %美&

Gregory Scott Leis. 史学月刊, 2

陈光甫与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 宋

佩玉.社会科学研究, 4

徐柏园在� 四联总处 中的经济金融思

想与实践.王红曼. 贵州大学学报, 5

高崇武在蒋介石、汪精卫之间充当的

角色问题辨析.孟端星. 学术探索, 1

论丁文江科学救国思想. 朱华.山西师

大学报, 2

从#独立评论∃解析丁文江的军事文艺

思想.马友平.兰州学刊, 12

试论马建忠的民族主义精神.李冰. 牡

丹江师范学院学报, 3

王统照抗战时期诗歌创作述评. 余世

静.重庆社会科学, 1

叶企孙、汪德熙等科学家与冀中抗日.

常甲辰.中共党史资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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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德辉与日本学者的交往及其日本想

像. 张晶萍.厦门大学学报, 4

从圈内到圈外 ! ! ! 论抗日战争前后李

广田思想的嬗变. 秦林芳. 思想战

线, 5

李公朴日记 ( 1939. 2- 5) . 安跃华整

理. 近代中国与文物, 1

从何其芳诗文看其 1940 年前后的思

想波动. 吴敏. 学术研究, 9

张深切移居北京的背景及其� 文化救

国 实践! ! ! 抗战时期居京台籍文

化人研究之一. 张泉. 台湾研究集

刊, 2

陈铨抗战时期的文学批评.王学振.重

庆师范大学学报, 5

论茅盾流亡日本时期短篇小说的多重

主题.翟文铖. 齐鲁学刊, 4

走向文化综合! ! ! 论郑敏 1940 年代

的诗歌创作. 蔡世连、张玉玲.齐鲁

学刊, 1

胡适与� 九一八 事变. 沈毅.辽宁大学

学报, 4

抗战时期胡适对中日现代化进程的历

史反思. 陆发春.抗日战争研究, 3

胡适思想的现代意义. 耿云志.学术探

索, 2

胡适与蒋廷黻的政治主张之比较.任

骏. 史学月刊, 4

从#上游集∃看抗战时期顾颉刚的学术

活动及思想. 刘俐娜. 抗日战争研

究, 3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及评

价.郑大华.齐鲁学刊, 2

� 日支人民战线 谍报网的破获与日本

警方对郭沫若监视的史实.武继平.

新文学史料, 1

论萧红小说中的战争书写.方华蓉. 江

西社会科学, 10

黄洛峰致刘大明的信 ( 1941 年 11 月

12 日) .黄洛峰.出版史料, 1

蒋百里对中国抗战的理论探索与贡

献.吴仰湘.安徽史学, 5

从亲信到叛徒: 汪精卫与孙中山关系

透视.谢晓鹏.郑州大学学报, 4

何如璋是否向日本人提供过情报! ! !

与孔祥吉先生商榷. 刘晓峰. 历史研

究, 3

日本� 对华政策 的转变与李士群之

死.李先明、杜宪兵.历史教学问题,

6

日中战争的文化空间 ! ! ! 周作人与竹

内好.%日&丸川哲史.开放时代, 1

周作人的� 附逆 与� 现代性 伦理的困

境.耿传明.烟台大学学报, 3

从� 君子安雅 到� 越人安越 ! ! ! 周作

人的风物追忆与民俗关怀( 1930-

1945) .张丽华.鲁迅研究月刊, 3

#新光∃杂志中的周作人文章.谢其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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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研究月刊, 4

日本天皇裕仁与卢沟桥事变. 赵德芹、

高凡夫. 北京社会科学, 4

东条英机自杀析疑.孙果达.军事历史

研究, 1

本∀提里特关于编印出版南京大屠杀

史料致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函两

件. 任荣、张开森辑, 文俊雄译. 民国

档案, 4

1940年代费正清对中国共产党的认

识. 韦磊.重庆社会科学, 6

论 1941 年美国总统特使居里访华的

起因和由来.周乾.抗日战争研究, 1

十 书 � 评

评萧一平、郭德宏主编#中国抗日战争

全史∃.李庆刚.抗日战争研究, 1

读#中国革命中的太行抗日根据地社

会变迁∃ ! ! ! 基于该书中译本的评

说. 李秉奎.抗日战争研究, 2

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新进展! ! ! 评张

伟良教授主编#晋察冀边区史研究

丛书∃.周振国.河北学刊, 3

一部研究党局部执政历史的力作! ! !

评#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局部执政

史研究∃ .闫团结.西北大学学报, 6

抗日根据地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成就

! ! ! 黄正林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

济史( 1937- 1945)∃评介. 谢秀丽.

历史教学, 9

采写#山西抗战口述史∃过程中对若干

历史问题的再认识. 孙丽萍、李卫

民.晋阳学刊, 1

评#山西抗战口述史∃ .叶昌纲.晋阳学

刊, 4

集体记忆与历史重构! ! ! 评#山西抗

战口述史∃.罗朝晖.历史教学, 12

一部开创性的云南抗日战争史研究著

作! ! ! #云南抗日战争史∃评介. 袁

国友.学术探索, 6

� 握着文化的火炬反抗侵略 ! ! ! 简评

#中国西部抗战文化史∃. 郭汉民、张

静.党的文献, 1

重庆抗战文学研究的新开拓 ! ! ! 评

#重庆抗战文学与外国文化∃. 周勇.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5

学贵求真创新 ! ! ! 读黄尊严先生的

#日本与山东问题∃.苏智良.抗日战

争研究, 1

实证研究与理论探索的有益尝试! ! !

读#日本工商资本与近代山东∃ . 王

新生.抗日战争研究, 2

#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书介. 晓华.

抗日战争研究, 1

#日本关东宪兵队报告集∃及其史料价

值.宾长初、张志强.抗日战争研究,

2

评#澄清历史 ! ! ! 南京大屠杀研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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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张连红.抗日战争研究, 2

#人道的颠覆! ! ! 日军侵湘罪行研究∃

读后.范忠程. 抗日战争研究, 3

评#刺刀下的毒祸! ! ! 日本侵华期间

的鸦片毒化活动∃. 杨长年. 江海学

刊, 5

十一 战争遗留问题

开罗会议与国民党政权对战后日本政

策的设计.冯全普.河南师范大学学

报, 3

东京审判述论. 李铁城. 延安大学学

报, 3

远东审判的合法性、正义性及对未来

的启迪. 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学

报, 4

究竟什么是无条件投降. 邱维骥、李春

文.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6

日本无条件投降决策过程.陆伟. 历史

教学, 8

抗战期间日军入侵广西对农业造成的

破坏.唐凌.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2

中国抗战损失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孟

国祥.抗日战争研究, 4

略论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战争

索赔.王东进. 历史教学问题, 5

论日本关东军的武器流向.李长林.史

学集刊, 2

国民党政府对日处置政策的美国影

响.任海滨.北方论坛, 3

战后收复区高校接收:干预与维护力

量的对抗! ! ! 以北大、清华为例. 张

福运.民国档案, 1

抗战胜利后修建东单体育场史料选.

梅佳、邓玉珊选编. 北京档案史料, 3

抗战胜利后中国对台澎地区日本海军

的接收.苏小东.台湾研究集刊, 1

试述战后国民党当局对北平敌产的争

夺.吕书额、吴子明.北京社会科学,

5

抗战胜利后湖北省善后救济业务初

探.马俊林.湖北社会科学, 6

1946年葫芦岛百万日本侨俘大遣返

始末调查与思考.张志坤等. 日本研

究, 2

战后国民政府遣返韩人政策的演变及

在上海地区的实践. 马军、单冠初.

史林, 2

战后日本遗孤称谓考.潘德昌.社会科

学辑刊, 4

和平研究视角下的中日和解.刘成. 江

海学刊, 3

战后以来日本历史学界关于抗日战争

史的研究.林晓光. 历史教学, 4

渡边恒雄与若宫 文对谈: 靖国神社

及日本外交诸问题. 张会芳、刘风华

译.抗日战争研究, 2

日本右翼势力的� 美英同罪史观 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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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孙立祥.东北师大学报, 3

学术与政治:#现代本国史∃教科书案.

刘超.史学月刊, 7

20世纪 70年代中国留美学生� 保钓运

动 述论.周大计、刘培宝. 抗日战争

研究, 3

(刘丽)

#华北日伪政权研究∃

� � 2007年 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敬忠著的#华北日

伪政权研究∃, 23万字。该书分七章, 论析了华北伪� 中
华民国临时政府 ;伪华北治安军; 河北保定县级伪警机

构; 华北沦陷区日伪新民会; 华北沦陷区县级日伪新民

会;蒙疆伪政权;伪蒙疆银行等伪政府、军队、警察、新民

会、银行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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