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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应该考虑的课题是，从民族主义的束缚中把13中战争史研究解放出来。民族主义的束 

缚是什么?这种束缚就是，把13中战争简单地看作是民族之间的对立，有把 日中战争描绘成 13本民族 

和中华民族的战争的倾向。当然，对于中国来说，日中战争不言而喻带有民族解放斗争的因素，而且 

正是在日中战争时期，在学术上和社会上明确界定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 

整个 日本民族都是侵略者，也并不意味中华民族都是抵抗者。事实上，在日本和中国，都有各种各样 

的势力。在日本，当然有鼓吹侵略战争的势力，但同时也有想要避免战争的势力。在中国，当然有推 

动抗战的势力，同时也有尝试做另外选择的势力。而且，Et中战争，是在日中两国与欧美、苏联等的复杂 

关系中，作为全球历史的一环展开的，不综合全面把握这些复杂关系，就不能历史地深入理解日中战争。 

最近比较普遍地把 日中战争定位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一环，意义重大。第二次世界大战明确地 

带有盟国团结在一起反对 日本军国主义、德国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反法西斯势力的战 

争，可以从这个角度以宽广的视野来定位中国的抗 日战争。不过，反法西斯战争这一概念本身也是 

历史地形成的，也并不能概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部特征。如果我们只是根据反法西斯战争的概 

念来界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就很难认清它同时带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另一面。反法西斯势 

力建立的法国人民战线政府没有放弃对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印度支那民族解放斗争也应该是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只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反法西斯战争，就不能解释类似现象。 

最后要注意的一点是，过分地强调革命的意义，会带来负面影响。诚然，对于理解中国近现代 

史来说，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 1949年革命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过于强调这些革命的 

意义，会出现全面否认被革命打倒的旧体制历史作用的倾向。事实上，回头来看，不论是被辛亥革 

命打倒的清朝政府，还是被国民革命打倒的北洋政府，历史上它们都在恢复主权和推动社会经济近 

代化上，发挥过各种各样的作用。1949年被革命打倒的国民党政权也是一样的。最近正面战场上 

国民党军队的作战逐渐得到了客观评价，这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对国民政府在 Et中战争中发 

挥作用的研究，还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如何理解中日战争，依然是重大课题之一。 

[作者久保亨，日本信州大学人文学部教授] 

(责任编辑：高士华) 

历史学的嬗变与 日中战争史研究的未来 

波多野澄雄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日本乃至世界的近现代史研究，发生了巨大转变。其特征简而言之，包 

括“多样性”“多层次性”“跨界性”。“多样性”是指研究方法论、研究对象，乃至进人研究视野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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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明显多样化。“多层次性”指不局限于对特定地域的历史现象，进行单一角度的分析，而利 

用多层次的分析，来展现、对比多重的历史景象。而“跨界性”，自然是指强调国际化的观点，超越 

国界、边界和地区的界限。 

历史研究者的研究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那就是尤其重视“对话和比较”，不在特定的专业 

领域闭门造车，而是积极地与不同领域的研究者、海外的研究者开展对话。比起强调历史事实的特 

殊性，更着重于通过国际间的比较，展示“差异与类似”“连续和断绝”之类的观点。 

日中战争研究也是如此，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 ，突破 了所谓“侵略和抵抗”“统治和被 

统治”的两分法。2O世纪 80年代之前，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历史观(革命史观)，在中国史研 

究中占有压倒性地位，但在之后，客观评价中华 民国时期统治模式，军事、政治、社会的近代化和 

民主化，经济发展等的研究不断增加。尤其到了20世纪 90年代 ，中国史研究出现了由“革命范 

式”向“国家建设范式”的转型，背景是对作为大国的现代中国，其民主化和国家建设前往何方的 

普遍关注。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总体战”这一概念对 日本近现代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应对所 

预期的总体战而建立的强制征用人员、物资的战时动员体制，推进了社会成员的“同质化”“平 

均化”，划时代地“从阶级社会向系统社会转化”，这一趋势延伸到战后，为社会的现代化做好了 

准备。 

事实上，就是在战争时期，日本也出现了一系列相关现象，包括在农村，地主和佃农的关系出现 

动摇；在城市，工人的处境得到改善，女性劳动者也进入社会 ，并提高了地位。 

在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也出现了关注“总体战”带来的社会变化的研究。比如有研究者提 

出，从日中战争时期到国共内战时期，农村社会对国民政府强制动员大量士兵和物资产生不公平感 

和不满，因而要求负担的公平性和合理化，这成为促使社会同质化和平均化的推动力，并最终形成 

承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社会基础。这样的研究颇为引人注 目，虽然这种导入社会史视 

角的观点也受到了批评，但确实是突破既往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新观点。 

日本这些新研究认为，土地改革并未与中国共产党的农民动员有效结合。关于中国共产党在 

日中战争期间得以扩大势力的原因，这类研究正在修正土地改革吸引了农民投向中国共产党的传 

统看法。然而，这一有着挑战革命史观意味的研究潮流，并未成功建立新的历史观，也有人批评这 

是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研究倾向。 

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怎样的民众动员，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变化 ，仍然有充分研究的余地。为什么 

中国共产党在只得到有限支持的情况下，却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对此，历史学家还没有给出能够让 

人完全信服的答案。 

不管怎么说，战争的极大破坏性和强制动员(征用)，给 日中两国的社会和文化都带来了 

巨大变化 ，对此仍然有着充分的研究空间。尤其遭受巨大伤害的中国，其社会和文化发生了 

怎样的变化，我认为对此有必要进行从 日中战争到国共内战时期 ，乃至朝鲜战争时期的长时 

段研究。 

如果举例说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的话，那就是从国际化的视角出发，多方面探讨九一八 

事变和日中战争的原因、背景。从两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国际原则和理念、国际规则(民 

族 自决 ·民族主义、自由贸易、民主主义、战争非法化等)的应对，世界大萧条对 国际、国内带来 

的经济上的冲击等角度开展相关研究也非常重要。此外 ，日中之间为什么由局部的争执(卢沟 

桥事变)逐步升级?为什么战争走向了长期化?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大众媒体、舆论、第三国(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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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苏联和美国)所起的作用、政治领导人的领导能力等方面，我认为研究也尚不充分，需要进一 

步努力。 

[作者波多野澄雄，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主任、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译者张展，北京大学历史 

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马晓娟) 

东亚视角下的中日战争研究 

裴京汉 

近代 日本的对外侵略始于 l9世纪70年代的侵台战争和“琉球处分”。不久后的1895年，甲午 

战争结束，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沦为日本殖民地。1905年日 

俄战争后，尤其是1910年韩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日本对“满洲”(中国东北——作者注)的侵略正 

式开始。随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意图就更加赤裸裸地表现出来。1915年 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 

政府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史称中日“二十一条”，正是 日本妄图将中国变为自己殖民地的 

第一步。1928年北伐战争期间的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充分暴露日本肆意妄为的侵略活动的残 

忍至极。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是 日本 自1905年开始长期扩张侵略中国东北的最终结果， 

1937年的七七事变标志着 日本正式开始向全中国扩张。 

日本的对外侵略并没有止步于中国。1941年之后，日本制定了南进政策，侵略的脚步也延伸 

至东南亚地区，维持中国战线和战争不断扩大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资源保障需求成为其侵略东南亚 

的首要目的。当然，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毫无疑问使其与该地区的宗主国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 

列强对立。1941年 12月日军进攻珍珠港，以及随之爆发的太平洋战争都是 日军侵略东南亚的必 

然结果。 

19世纪 70年代至 20世纪4O年代，日本的对外侵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为了建造所谓的“大 

日本帝国”对整个东亚(包括东南亚在内)进行的一连串侵略战争，而中日战争是 日本对亚洲侵略 

战争中的关键所在。因此，笔者认为仅将中日战争看作 日本和中国两国之间的战争或者仅从一国 

历史角度出发的研究终究还是不太恰当的，非常有必要从东亚视角出发对中日战争进行全面研究 

和分析。 

除此之外，东亚视角同样适用于对日本侵略的反抗，即对抗日战争或者抗日运动的分析。台湾 

在沦为殖民地的过程中，各地开展了激烈的武装抗 日斗争，但在 日军严酷的镇压下，为数不少的抗 

日志士转而到大陆继续开展抗日活动。韩国在亡国以后 ，大批独立运动的仁人志士亡命海外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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