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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的三个境界：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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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 9月 18日，一支因驻扎 中国而得名关东军的 日本军队，在沈阳柳条湖附近挑起事端， 

发动事变。枪炮声震撼着东北大地，也震醒了中国人 ：“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受尽凌 

辱的中国开始绝地反击。 

然而，85年过去了，这场战争的硝烟依然没有散尽，日本右翼经常大放厥词，否认 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的正义性。加强对这场战争的研究力度，正本清源，是抗 日战争史学界的责任。 

如何推进抗 日战争研究?如何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本刊将陆续邀请国内外学者各抒己见， 

展开讨论。就个人管见，以下三个境界或许是我们应该努力达到的。 
一

、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记忆的共有。抗 日战争是全中国的抗战，全民族的抗战，地不分 

南北，人不分老幼。但是，中国国土广大，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群，会有不同的战争经历和体验，就 

是到了现在，重新观照这段历史的时候，也会众说纷纭。如何达成国民共识?习总书记的“让历史 

说话，用史实发言”，应该是我们最基本的出发点。如何打造两岸共同的抗战历史记忆?牛津大学 

教授米德(Rana Mitter)认为，“1937--1945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东亚地区仅有的坚持反 

抗 日本帝国主义的两大政党”，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比较中肯的。2015年 11月7日习近平和马英九 

在新加坡举行会谈，两岸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就携手共写抗战史，共同弘扬抗战精神，共同捍卫民族 

尊严和荣誉达成了共识。我们应该共同努力，相向而行。 

二、与原同盟国人民第二次世界大战记忆的共鸣。中国人民与美、苏、英等国以及东南亚人民 
一 道，作为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代价，在战略上策应和 

支持 了欧洲战场，为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人民顽强抵抗日本侵略的英勇行为，极 

大地鼓舞了世界各国人民战胜法西斯的勇气和信心，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美国总统罗斯福 

也说 ，“多年来，它为反对侵略而孤军奋战”，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 自由 

民族的最高赞誉”。 

但是，曾几何时，因为种种原因，中国人 民的浴血奋战被世界遗忘了，有西方学者指出：“几十 

年来，我们关于那场全球性战争的理解，一直未能对中国的角色给出恰如其分的说法。即使在中国 

被考虑在内的时候，它也只是一个次要角色，一个在一场让美国、苏联和英国出尽风头的战争中跑 

龙套的小演员。” 

现在到了还原这段历史的真实，告诉世界我们曾经的奋斗和牺牲的时候了。 

三、人类维护和平历史经验的共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长期和平来之不易。德意 日法西 

斯不是败于某一政权或某一国家，而是败于包括中国人民在 内的全世界反法西斯势力的合力抵抗。 

中国人民在 日本法西斯的疯狂进攻面前，进行了殊死博斗，为人类和平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大的人为灾难，纽伦堡和东京这两个法庭对于灾难制造者 

的审判，来自于血的历史教训，是为了维护人类的利益。中国维护东京审判的正当性不是为了与日 

本为敌，不是利用历史问题做文章，而是为了维护人类和平。中国深知和平的宝贵。 

我们应该超越国界，拓宽视野，更上层楼，与世界各国共同享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精神遗产。 

本-T4自1991年创刊，到今年已经走过了25个年头，谢谢大家25年来的风雨与共，以后我们也 

会更加竭心尽力地为抗 日战争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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