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海鹏／《抗日战争研究》创刊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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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