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日战争研究》创刊 

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 
— — 《抗 日战争研究》创刊记 

张海鹏 

《抗13战争研究》这本史学界专门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学术刊物，1991年下半年创刊，到今年， 

即将迎来25周年。像一个人一样，25岁已经成长为一个青年，已经到了可以大有作为的时候。刊 

物主编要我写一点纪念性的东西，我作为当年的开创者，似乎无可推脱。 

创刊大背景 

1972年 9月，中Et建交，了结了此前百多年中13之间不愉快的历史。中 日建交以来的中13关 

系史，是 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以来最好的时期。 

中国和13本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但是，中日之间百多年的历史关系并未 

得到清算。当然，这种清算主要是在历史认识上进行清算。要在历史认识上进行清算 ，就是要开展 

中日之间历史关系的研究。199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60周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中日关系历史， 

卢沟桥事变以来的抗日战争历史，中国学术界未有开展深入学术研究。这是《抗日战争研究》创刊 

以前学术界的基本态势。这是一方面的情况。 

另一方面，中日两国建交，经济交往开展很顺利，中日两国的贸易总额 1972年只有 l0．38亿美 

元，到1991年迅速增长为228亿美元，差不多增加了20倍。但是，横亘在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认 

识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日复交谈判的第一次首脑会谈中说过：邦交恢 

复后，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日本侵华战争虽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 

中国主张把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分开。为了13本人民的利益，中国主动提出了放弃战争赔款的要 

求。④在中13恢复邦交《联合声明》中，关于历史认识问题只写了一句：“13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 

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②这里并没有在战争二字前加上 

“侵略”字样。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结束过去朝前看的精神。事实上，中国人 

民的良好愿望在日本没有得到友好的响应。13本在历史和现实上否认侵略战争的思想苗头不断有 

① 参见徐之光主编《中日关系三十年》，时事出版社 2002年版，第4O__63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引自徐之光主编《中日关系三十年》，第5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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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表露。1978年 Et本不顾中国和东亚国家的抗议，把东条英机等 l4名东京审判中判定的甲级战 

争罪犯亡灵移到靖国神社供奉。这说明，由于对侵略战争的历史没有彻底忏悔与反省，引起了现实 

关系的紧张。1982年日本文部省批准修改历史教科书问题，虽然提出了13本处理历史教科书要注 

意邻国反应的“邻国条款”，毕竟引起了亚洲各国的密切关注。在日本，家永三郎作为历史教科书 

编者，为了维护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各国的正确表述，不断进行抗告。作为历史 

教科书审查的政府主管单位，文部省的修改决定为以后教科书的修改开了一个坏头。1985、1986、 

1989年，日本都有历史教科书审定问题被提出来。 

1985年8月 15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及 18名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战后40年来 

第一位现职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中国政府表示了抗议。政府首相以正式身份参拜，表明 日本 

政府对发动侵略战争的肯定。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各国所不能接 

受的。 

1989年2月14日至18日，日本首相竹下登和内阁法制局局长在回答在野党质询中，接二连三 

为裕仁天皇开脱战争责任，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进行辩解。2月20日，刘大年作为全国人大常 

委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就 日本当局在侵华战争性质问题上的倒退做了强烈批 

判。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刘大年义正词严的发言，日本报纸转载了他的发言，苏联、美国、 

法国的报纸、通讯社也就此发表评论，谴责了日本当局的不当言论。为此，美国华侨和华裔学者发 

起了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罪行的系列活动。 

以上说明，中日之间的基本历史问题不弄清楚是不行的，要想把历史认识搁置下去是不现实 

的。这个问题是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这是成立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创办《抗日 

战争研究》学术刊物的基本的历史背景。 

中国抗 日战争史学会的筹备 

《抗日战争研究》一开始就是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的刊物而筹办的。讲刊物创刊的 

背景，必须先从中国抗日战争学会的筹办讲起。 

1989年 4月，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胡乔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复三访问美 

国，南伊利诺大学华裔教授吴天威多次向胡乔木一行提议在中国建立 日本侵华暴行研究会。1989 

年 8月 30日，胡乔木致函刘大年： 

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华裔教授吴天威，多次提议要成立日本侵华暴行研究会，这是一件好 

事，赞成的人(尤其海外华人)很多，成立的类似组织也不少。今年四月我和赵复三访美时，吴 

偕齐锡生教授专程到华盛顿商谈此事，希望由国内正式发起组织，作为中心。我曾与赵说此事 

最好由你出面牵头，请近代史所推出几位热心的同志负责进行，建立一个民间性的团体，以便 

与海外各方联系，同时在国内选几个重点题 目调查分别成书。回国后一直未能与你联系，赵亦 

匆忙出国。现吴又来信，请考虑可否挑起这个担子，并望与胡绳同志一商。① 

1989年 11月 8日，胡乔木再次致函刘大年，信中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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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行调查事，请先与介夫同志商议，分别依托社科院近代史所和抗 日纪念馆作一些组织上 

的准备，包括指定专门负责人(将来专职但不脱产)、拟出初步重点调查计划、经费收支匡算、 

经常参-9合作单位人员、基金会日常工作和管理办法(会计账目收据奖状等)等项。秘书长人 

选正在从抗日名将中物色，不必着急，上设主席团或董事会名称名单亦请商定草案，以便说话 

时易于作出决定。请酌。① 

这两封信，就是中国抗 Et战争史学会酝酿成立的起因。收到前信不久，刘大年同志专门找我谈过此 

事，说乔木在 1989年 4月访问美国，吴天威、齐锡生等华裔学者敦促国内成立抗 日战争研究机构， 

开展日军暴行调查，发行抗战刊物。② 乔木意见，此事可办。乔木并且找大年谈过，大年和白介 

夫③也到乔木那里谈过。我这时候担任近代史所副所长，大年同志要我协助他组织抗Et战争民间 

社团办一些具体事情。我 自己的研究方向大体是晚清历史，对抗战历史没有专门研究。但是，大年 

同志要我办事，我立即答应了。根据大年同志意见，要准备着手成立一个研究抗 日战争民间社团， 

要有很高的规格，不妨把摊子铺得大一些，加强抗战史研究。那时考虑，这个民间社团以胡乔木担 

任会长，请老上将吕正操担任秘书长(也考虑过请朱穆之任秘书长)，还要成立十人主席团，把聂荣 

臻、徐向前--j),请出来，还要从大将至少是中将中遴选。除了成立研究会，还要成立基金会，以便有 

条件支持Et军罪行调查工作，各省要成立分会，研究会要公开挂牌，挂靠在近代史所，等。我记得开 

过几次会，有时候在抗战纪念馆，有时候在白介夫家里或者其他地方，讨论筹备工作如何进行。我 

记得 11月中旬在北京市政协会客室开过一次会议 ，刘大年、白介夫主谈 ，大意是：乔木主张搞一个 

高层机构，已说服吕正操出任秘书长，刘大年、白介夫担任副秘书长。参加会议的开始是很小范围， 

只有刘大年、白介夫、张春祥(先后任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和抗战纪念馆馆长)和我。分工我做的 

事情是起草学会章程，起草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起草给中央的报告等。我参照宋庆龄基金会章 

程(这个基金会的名誉董事长是邓小平)起草了中国抗 日战争史学会章程，提出学会理事、会长、副 

会长、主席团成员等人事安排建议草案。基金会章程由白介夫负责，大概是抗战纪念馆起草。张春 

祥还在抗战纪念馆召开过一次会议，研究布置成立北京市抗战研究会，要求抗战纪念馆起草文件。 

大年同志曾召我到他家里谈如何给中央起草报告，报告内容主要分三个部分，关于成立抗战研究会 

的必要性，关于抗战研究会的性质，关于抗战研究会成立后的工作设想。在谈到必要性时，他强调 

要突出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这个关系可以大致分成四点：1．可以促进民族觉醒与爱国主义；2．与 

台港、海外华人能找到共同语言，便于统战工作；3．警惕日本军国主义；4．提高中国国际地位。 

经过一段时间筹备，工作有了一定进展。12月初，在白介夫家里讨论成立抗战研究会给中央 

的报告以及两个章程。刘大年在 1989年 12月 12 Et致胡乔木函说： 

最近同白介夫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草拟出了给中央的报告等三个文字稿，并设想了一下 

主席团、基金会的两个名单草案，一并送上，请予以查阅修改。基金会名单中香港何人参加尚 

须斟酌。理事会的名单我们想可以广泛一些，不必经中央批准，待下回再提出。 

介夫同志精力充沛，情况熟悉，是承担研究会实际工作的最适合人选。因此我有个想法， 

① 《胡乔未来函》，王玉璞、朱薇编：《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下，第536页。 

② 美国的日本侵华研究学会代表吴天威等主办的刊物《日本侵华研究》，1990年2月创刊。 

③ 白介夫，抗战期间曾任华北《新华 日报》记者，新中国建国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党委书记，后调 

任北京市科委主任，曾任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副市长和北京市第六、七届政协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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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不妨有两位，吕老参加主席团兼秘书长，介夫同时也任秘书长，便于活动，开展工作。我 

作理事会成员就行 了，不需要其他名义，实事求是。 

研究会明年一月成立，看来太仓促了，预定在二月间比较从容一点。往下的工作，是否等 

中央批准报告以后，您找有关同志谈一次，然后进行。① 

信里所说给中央的三个文字稿，包括了我起草的报告、章程和抗战纪念馆起草的基金会章程等文 

件。但是这些文件送到乔木那里后，很长时间没有下文。那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在紧张地开展 

天安门事件后的思想清查活动，我没有多少时间参与抗战研究会的事情，只好等待。 

原来是胡乔木病了，也可能与那时的国内情势有关。1990年2月，刘大年收到了胡乔木写于2 

月20日的信，这封信中说： 

去年十二月十二 日和今年二月十九 日两信均收到。十二月的信没有回，因为当时正值神 

经衰弱旧疾复发(主要表现为疲劳)，希望过些时好些再面商，不想此次病情近 日不但没有好 

转，反而更见加重，看来不大可能再恢复到去年谈论此事时的健康水平。明天要住院(与此病 

无关，动个小手术)，只好先回此信。 

(一)成立抗 日战争史研究会和基金会的建议不能由我个人提出，似只能由社会科学院党 

组提出。此事原则上是否可行，请先与郁文②、胡绳同志一商。(由于目前国内外形势，研究 

会、基金会这类组织，中央现在能否同意亦是问题。)如获同意，再考虑报告如何写法。现在的 

稿子似觉冗长了一些。调查日军暴行一事在国际上已有多人进行，中国自应积极进行。而为 

了调查所以需要征集基金，这个道理似乎看不清楚。 

(二)我由于健康状况对有关事项现已积极不起来，谈话写信现都很感吃力，故坚决不想 

再在研究会尤其基金会中列名或实际参与。我希望胡绳同志能任会长并在实际上起牵头作 

用，他以社科院院长和政协副主席身份发起名正言顺。此外，我现在认为基金会名单也不需要 

那么多的人，如果实际上能成立的话。这里说的都是大实话。自己提出倡议 自己打退堂鼓确 

实很难堪，但实际如此，别无良策。万望鉴原。③ 

有关抗战史学会等机构的组成，乔木这封信是一个转变的关键。收到这封信后，大年同志当天 

就给我打了电话，说乔木住院，要推脱抗战研究会事，但是没有给我看这封信。随后，刘大年分别给 

胡绳、郁文和吕正操写了信。给胡绳、郁文的信上说：“送上乔木同志倡议组建抗日战争史研究会 

的来信，和我同白介夫同志原拟的给中央的《报告》稿。乔木同志对他原来的设想有了修改，主张 

由社会科学院来出面组织推动。我觉得他的意见可行，具体办法要重新研究，请考虑决定。我给乔 

木、冯至同志的信各一件 ，一并附去。如果约人先谈谈，需要的话，我可以参加。又，白介夫同志对 

此热心，也有一些想法。”( 给吕正操的信是这样写的：“乔木同志信一件，转上请一阅。抗 日战争史 

的研究需要采取措施加以推动，我对此确信不疑。乔木同志现在略为修改了他的主意，要按照上次 

谈话的设想去做，显已碍难行通。我在找有关同志商量，俟有头绪，当即奉闻。”⑤以上两封信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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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致胡乔木》，王玉璞、朱薇编：《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下，第546页。吕老指吕正操。 

② 郁文，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宣部副部长，此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 

③ 《胡乔木来函》，王玉璞、朱薇编：《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下，第547--548页。 

④ 参见王玉璞、朱薇编《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下，第548页。 

⑤ 参见王玉璞、朱薇编《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下，第5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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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990年 3月 10日，同时附上了胡乔木的原信。给胡绳、郁文的信很清楚，是希望中国社科院党 

组批准成立抗战史研究的民间社团。给吕正操的信是做一番解释，原来安排请吕正操担任高规格 

的抗战研究会秘书长，现在因乔木主意改变，抗战研究会的筹备应如何操作，也要随之改变，这里含 

有秘书长另选他人的意思。乔木信里提到刘大年 2月 19日给胡乔木的信，现在没有看到，我估计 

是询问工作进展事。 

经过一段时间思考，与白介夫交换意见，刘大年又到胡乔木府上当面交换意见，形成了一些新 

的想法。1990年 10月中，大年来所找我，告我胡乔木已同意担任名誉会长，乔木还建议办一个刊 

物。大年希望由近代史所承办这个刊物。大年希望，研究会事、办刊物事，都需要所里通过，列人工 

作计划，也提出所里要培养抗战研究方面的人才，同时还通报了他与社科院党委书记郁文的谈话情 

况。郁文说：社科院主管的学术社团已经上百，已决定不再接受新办社团。但你这个抗战史研究会 

是例外，可以批准，但是社科院没有经费支持，所有经费要你们 自己想法解决。郁文还提到，最近 

《真理的追求》创刊，从财政部得到了几十万拨款，你们可以向中央要一点。大年要我以他和白介 

夫名义给胡乔木写一封信，提出办研究会、办刊物都需要钱，这封信要请乔木转给李鹏总理，请李鹏 

拨点经费。我根据大年的谈话精神，重新起草给中央的报告，重新起草学会章程，重新提出学会各 

项人事安排建议，以及写给胡乔木转李鹏总理要求拨付经费的信。 

过了几天，在卢沟桥抗战纪念馆开会，白介夫、刘大年主讲，正式宣布成立中国抗日战争研究 

会，胡乔木名誉会长，刘大年会长，白介夫执行会长(白介夫自任副会长，刘大年坚持执行会长)兼 

基金会会长，成立顾问组、理事会，各省研究会负责人担任理事，成立学术委员会等。我提出建议， 

仿照中国史学会名称，中国抗战史研究会改称中国抗 日战争史学会，这个意见被采纳。抗战史学会 

成立后，首先办两件事，一件是以学会名义办刊物，刊物定名《抗 日战争研究》，刊物由近代史所承 

办；第二件事是 1991年九一八事变6O周年时，在沈阳举办国际学术讨论会。① 中央党史研究室王 

淇、中央党校马齐彬、军事科学院罗焕章，近代史所科研处处长徐辉琪，以及抗战纪念馆馆长、副馆 

长等都出席了会议。 

经过初步计算，我们提出请财政部拨付 70万元，20万用于 1991年在沈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50万元留给《抗日战争研究》作办刊经费。 

1990年 10月 15日，刘大年致函胡乔木： 

办刊物的费用社会科学院无法解决。我和介夫同志给您和李鹏同志写了一封信，现送上。 

如无不妥，请加几句话转给李鹏同志，多少有一点钱以后，酝酿 了两年的研究会就终于可以活 

动起来了。 

由您担任名誉会长，我们觉得同时也设名誉理事，这样，学会可以更有影响些。名单草案 

见另纸，请考虑，加以增减。已-9介夫同志达成协议，我遵命暂居会长名义，介夫担任执行会长 

兼基金会会长。理事待-9学术界协商产生。学会名叫“抗 日战争研究学会”，刊物就叫《抗 日 

战争研究》，明年下半年发刊。争取今年十二月把研究会成立起来，并筹备明年的讨论会。② 

同一天，刘大年、白介夫致函胡乔木并转李鹏： 

① 沈阳的会议也有一些故事，对于本文只能是枝蔓，故省略不提。 

② 参见王玉璞、朱薇编《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下，第5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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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立一个民间的抗 日战争史研究学会来推动抗 日战争研究的事，我们和有关同志讨 

论了几次。大家认为现在应该赶紧行动起来，实在不可以再拖延下去了。乔木同志答应担任 

研究会名誉会长，大家很受鼓舞。我们争取在今年年底建立学会组织，开始工作。明年计划做 

两件事：一、开一个“九一八”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二、出一个刊物，发表成果，推动研究。 

学会开办和经常费用我们去设法募集，明年开讨论会与办刊物，马上需要一笔钱，想提请李鹏 

总理批准，由财政部拨人民币七十万元，给予补助(不久前许立群同志主持的《真理的追求》就 

是由财政部拨给三十万元得以办成的)。二十万元开讨论会，五十万元维持刊物出版。 

抗 日战争的研究不仅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更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抗 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 

史，也是我党历史的一个重大的转折。它的胜利，准备 了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决战，加速 了中国 

走进社会主义。抗 日战争体现了中华民族空前的爱国觉醒。我们要弘扬爱国主义，那段历史 

是极为宝贵的教材。抗 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开展这项研究，对于做好台湾和海外华人的工 

作，增强向心力，十分有利。历史的教训更需要牢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日本国内的旧势力 

仍然坚持军国主义思想，企图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亚洲翻案。 日本由经济大国走向军 

事大国，步伐在明显地加紧。我们主张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但不能忘记历史的经 

验教训。台湾和海外学术界也重视这方面的工作。海外华人出有专门刊物，开展 日军侵华罪 

行调查。他们多次来信，对我们没有组织起来与他们联系协作，表示不满。今年八月在香港举 

行的一次中日关系国际讨论会中，台湾学者提出，一九九二年两岸共同召开卢沟桥事变五十五 

周年学术讨论会，经费由他们申请蒋经国交流基金解决。这是对我们的挑战。凡此种种，都要 

求我们把抗战史的研究认真开展起来，愈快愈好。我们这些当初投身抗 日战场的青年，今已白 

发苍苍。回顾那段历史，深感 自己应该抓紧时间，尽一分责任。 

目前国家财政很紧，大家充分理解。在推动抗 日战争研究这样的事情上少量花一点钱，支 

持一下，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们一经得到批准拨款补助的通知，便可着手筹备明年的讨论会和 

安排刊物出版的具体工作。学会理事会章程、名单将尽快提出，向乔木同志汇报，并办理登记 

手续等事宜。① 

李鹏总理很快就收到了这封信。11月2日，国务院副秘书长刘仲藜在国务院假山会议室召开 

会议讨论这封信的落实问题。出席会议的有中宣部宣传局副局长、民政部社团司司长、财政部文教 

司副司长、国务院秘书局一位处长，以及社科院科研局学术秘书高德和我。讨论中，民政部、财政部 

出席会议的负责同志对成立抗战史学会很不以为然，说中国不仅有抗 日战争，还有抗美援朝，是否 

都要成立学会?简直是“叠床架屋”!一个个大事件都要成立研究会，还有完吗?我在会上陈述了 

成立抗战史学会、创办《抗日战争研究》刊物，以及召开九一八事变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理由，也说了 

办研究会、办刊物是胡乔木同志的主意。我说抗 日战争是新中国建立以前的大事，抗美援朝是新中 

国建立以后的大事，如果需要都可以成立学会，这怎么能叫“叠床架屋”?这样的学术需要就是国 

家的需要，国家理应支持。经过说明，论证会有所转圜。结论是，研究会先申办社团登记，刊物先办 

理刊号，再办理财政拨款。刘仲藜没有正面表态，只是要求秘书局向李鹏总理写出报告。事后李鹏 

总理还是批了这70万元的预算。用这笔钱，我们创办了《抗日战争研究》学术刊物，并且于 1991 

年9月在沈阳举办了“纪念九一八事变 6O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这个会议后，筹备工作小组积极准备如下事项：社团登记、刊物登记、各种报告、学会成立大会 

1O 

① 参见王玉璞、朱薇编《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下，第564 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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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沈阳国际学术讨论会筹备等。 

1991年 1月 23日，中国抗Et战争史学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成立大会。周谷城、胡绳、萧 

克、杨成武、侯镜如、程思远、邓力群、王忍之、高存信、张震、姜思毅、段苏权、刘大年、白介夫等在主 

席台就座。沙健孙、郑惠、金冲及、江流、刘启林、李志坚、刘述礼、戴逸、丁守和，以及来 自全国各省 

的有关社科研究的负责人出席了大会。胡乔木因病未出席。事前，刘大年请乔木给大会发一个贺 

信，乔木同意了。我起草了贺信稿，乔木做了个别文字修改，用钢笔抄了一遍，传真给了抗战纪念 

馆。我在开幕式上宣读了胡乔木的贺信。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王忍之同志出席了这个成立大会， 

他在讲话中表示中宣部支持抗战史学会。刘大年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做什么，怎么做?》的主题 

演讲。这个演讲的头一部分，刘大年批驳了所谓“叠床架屋”等种种奇谈怪论。这次代表大会开了 

两天，通过了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名誉顾问 13人：萧克、杨成武、吕正操、杨得志、郭化若、张震、邓 

力群、胡绳、周谷城、程思远、郑洞国、侯镜如、张国基，名誉会长胡乔木，会长刘大年，执行会长兼秘 

书长白介夫，副秘书长张春祥、张海鹏、张承钧、王淇、王明哲、王桧林、罗焕章、徐辉琪，还通过了以 

刘大年为召集人的学术委员会(成员 14人：丁守和、马齐彬、王淇、王庆成、白介夫、刘建业、齐世 

荣、李侃、张海鹏、何理、罗焕章、金冲及、戴逸)和理事 81人。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的成立，推动了一系列抗战史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但是 ，拟议中的抗战研 

究基金会，始终未能成立起来，胡乔木最初提到的日本暴行调查未能进行。 

《抗日战争研究》杂志的筹办和创刊 

抗战史学会正式成立，作为学会刊物《抗 日战争研究》的筹办便正式提上 日程。刘大年曾考虑 

由他和戴逸任主编，我任副主编。过了几天在正式会议上，刘大年宣布我是刊物主编。这样，申请 

刊号、组织编辑部、所里行政部门拨出刊物办公房间、考虑创刊号文章，几乎同时进行。那时候，近 

代史所有一个正式学术刊物《近代史研究》，主编是夏良才。《近代史研究》编辑部有编辑人员六七 

人，经与夏良才商量，决定调曾景忠出任《抗日战争研究》副主编；同时，荣维木刚从中央党校调入 

近代史所，也请他来担任《抗日战争研究》编辑，又从图书馆调来一位做编务。这就把编辑班子搭 

起来了。我们还组织了刊物编委会，以刘大年为召集人，以抗战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为编委。编 

委会做出决定，刊物为季刊，创刊号在 1991年9月出版。 

鉴于刊物是学会主办的刊物，胡乔木是学会名誉会长，我向刘大年建议请胡乔木写一篇发刊 

词，请邓小平、聂荣臻为刊物题辞。大年接受这个建议，随即便给胡乔木写了信： 

《致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大会的信》在成立大会上宣读过，现送上，请再过目。 

两个办法：(一)不用信的形式，以中间三段为基础，略加充实，成一简短发刊词；(二)即用 

原信，注明代发刊词。当然希望您选择前一办法。但决不要太费事，以免劳累，几百字就可以 

了。刊物本月中旬发稿，祈酌定示复。① 

原来，乔木是答应写发刊词的，我们感到很受鼓舞。随后乔木以身体原因，表示写不出来，可以 

把刘大年在成立大会上做的主题报告作为发刊词。大年谦让，坚持要乔木写发刊词，实在写不出 

来，就以成立大会的贺信为基础，加以修改。乔木同意了。我在贺信基础上稍加调整，送乔木审核， 

① 参见王玉璞、朱薇编《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下，第5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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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通过。刘大年又分别给邓小平和聂荣臻写了一封信，请他们为创刊号题辞。这两封信是托胡 

乔木转交的。信是这样写的：“学术界在胡乔木同志倡导下，成立了一个民间的抗 日战争史学会， 

并决定出版名为《抗Et战争研究》的刊物，推动学术研究。大家非常希望您能够给《抗日战争研究》 

题辞，以鼓舞学术界和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刊物六月上旬发稿，题辞要在五月间收到。至祈 

俯允，勉我后人。”①编辑部不久就收到了聂帅身边工作人员寄来的聂帅题辞。题辞用毛笔写在宣 

纸上，签了聂帅大名：“研究抗日战争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但是，照我看来，除了签名是聂帅笔 

迹，题辞本身似乎是聂帅秘书代笔的。那时候，聂帅身体已大不如前了。邓小平处没有回音。 

为了办好创刊号，办好刊物，请刘大年主持召开了一次《抗Et战争研究》编委会，全体编委出 

席 ，对办好这份刊物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 

经过紧张忙碌，编辑部从原来《近代史研究》来稿和从参加沈阳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 

讨论会文章中选取部分稿件形成了创刊号目录，经过讨论确定下来。那时候刊物出版还是排铅字， 

与《近代史研究》一起送河北卢龙gPN厂印制。编辑经过校对，还要到卢龙印刷厂去核红。当九一 

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1年9月18日在沈阳开幕的时候，《抗日战争研究》创刊号运 

到沈阳会场，与出席大会的所有学者见面了。 

我们在创刊号上的处理是：1．内封为聂荣臻元帅题辞；2．胡乔木致中国抗 日战争史学会成立 

大会的信——代发刊词；3．刘大年的《做什么，怎么做?——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 

讲话》。以上是开篇，以下是论文和其他栏目。论文第一栏是关于九一八事变研究，有沈予《从华 

盛顿会议到九一八事变》，俞辛焯《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张学良和蒋介石》，余子道《中国局部抗战综 

论》，佟冬、解学诗《华北事变是九一八事变的继续》，杨天石《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 

张劲松、马依弘《九一八事变研究综述》。论文第二栏的文章，有魏宏运《抗Et根据地史研究述评》、 

许乃波《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宋庆龄》、刘存宽《1942年关于香港新界问题的中英交涉》、牛军《抗 

战时期中共对外政策的演变》。其他栏目还有外刊介绍、读史札记、学术信息等。这个栏目安排大 

体上体现了刊物的方向。最后，我以本刊编辑部名义，写了一篇《致读者》，说明本刊的基本宗旨。 

《致读者》写道： 

本刊创办，就是要致力于推动抗 日战争历史的研究。我们所说抗日战争史，并非单指中日 

双方的军事行动、战争过程。抗 日战争史，换一句话说，就是抗 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断代史，举凡 

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国际关系等方面，都在我们研究讨论之列⋯⋯ 

尊重历史，遵循科学，是中国抗 日战争史学会的办会宗 旨，也是本刊的办刊宗旨。马克思 

主义是科学，我们主张历史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样地，我们提倡一切实事求是的富 

有科学精神的研究。不看标签如何，而以尊重历史为准绳。② 

《致读者》最后还说：“抗日战争史是一个新近的为大家所重视的领域。研究者中青年居多。 

从根本上来说，提高我国抗战史研究的水平，希望在于大批有志于此的青年学者的顺利成长。本刊 

将乐于为我国抗战史研究方面的青年学者的健康成长，提供一个合适的园地。” 

《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发行组代理总发行，近代史研究杂志 

社作为出版单位。1991年创刊到 1993年各期的主要稿件我都是看的，1994年我担任近代史研究 

12 

① 参见王玉璞、朱薇编《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下，第576_577页。 

② 《致读者》，《抗日战争研究》创刊号，199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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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所长，实在无力多看稿件，就委托曾景忠全权处理。1994年第一期起，刊物封底改署执行主编曾 

景忠，曾景忠退休后由荣维木担任执行主编。 

那时候一年出版经费大约 8万元(其实许多工作经费都算在近代史所账上了)，不几年，财政 

部拨付的50万就用完了。因为是学会主办，社科院不管经费支持。我求助于抗战史学会执行会长 

白介夫，他也无法，只得从北京市网球协会得到的捐款里拨来了几万元，还是无济于事，我又向香港 

热心抗战研究的杜学魁先生求助，又得到了几万元资助，后来还从抗战纪念馆拿到一点钱，勉强维 

持刊物的出刊。直到2004年步平接手主编后 ，办刊经费才有改观。 

回忆《抗日战争研究》的创刊，已经过去了25年。这篇回忆大多是有资料根据的，有些是根据 

当时的工作笔记，细节已经不能全部复原了。我深感创业难，所谓事不经过不知难。当年创业简 

陋，今天成就巨大，令人感慨系之。有一点可以说，在成立中国抗 日战争史学会和创办《抗 日战争 

研究》上，胡乔木和刘大年两位先人厥功至伟 !他们已经擘画了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基本框架，为后 

人清楚地指示了做好这一工作的前景。后人取得的成绩，不可忘了有他们一份功劳! 

我以为，一会一刊，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大踏步前进。 

[作者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重庆大轰炸研究》在 日本出版 

(责任编辑：高士华) 

潘洵著，柳英武译，徐勇、波多野澄雄监修，岩波书店 2016年2月出版，33万字，6048日元 

2016年 2月，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潘洵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 

学术外译项目成果《重庆大轰炸研究》，由日本岩波书店出版。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史 

研究成果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深化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的一项重要进展。 

作者在书中根据档案文献资料，深入考察和探讨 了日军轰炸重庆的缘起、战略与战 

术、过程与特征，以及重庆大轰炸的人口伤亡、财产损失、国内外影响。该书根据中华 

学术外译项目的要求，在作者原著《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压 

缩、修改，其中作者对部分章节进行了重写，由日本筑波大学人文社会 系研究员柳英 

武博士翻译，北京大学徐勇教授、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主任波多野澄雄教授审校， 

经国家社科基金办公室鉴定后在 日本出版发行。该书日文版的发行，对促进 日本人 

民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暴行的真相，从而使 日本及世界各 

国人民汲取历史教训，避免再次遭受战争危害具有重要意义。(徐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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