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 日战争研究如何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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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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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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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独立运动，其中前往最多的国家便是邻国中国。中国台湾的抗日志士和韩国的独立运动志士， 

在海外的联合尝试始于20世纪初的赴 日留学之时，更为正式的联合活动是从他们积极参与中国大 

陆的革命开始的。特别是 20世纪 20年代，中国的国民革命将“反帝”国际联合作为其重要目标之 
一

，不仅获得了韩国，还包括越南、印度等西方列强殖民地出身的独立运动家的参与和支持。这些 

殖民地出身的独立运动家积极参加中国的革命及抗日活动，是其无法在自己的祖国继续参加抗日 

运动的一种权宜之计 ，正因如此，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前以抗 日或者反帝为目标的亚洲各民族之 

间的联合就已经出现了。九一八事变后，即日本对中国侵略战争开始后成立的东北抗 日联军中有 

为数不少的韩籍将士，就是这种反帝抗日联合的具体表现。 

当然，亚洲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运动，即东亚全境的抗 日战争中，中国发挥了最为核心的作用，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从 1937年全面抗 日战争爆发以来，成了东亚抗 日战争最后的桥头堡。 

1919年成立于上海，在海外韩国抗 日独立运动中发挥最重要作用的韩国临时政府，在中日全面战 

争爆发后随中国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并于 1940年后在重庆国民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下创立韩国光复 

军。韩国光复军成为武装抗 日的重要力量，积极参加抗日战争。2O世纪4O年代前半期，重庆不仅 

仅是中国人的大后方，也是韩国人的大后方。 

中国在亚洲整体抗 日运动中的桥头堡作用，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为突出。中国自1942年开 

始向缅甸派兵，蒋介石于 1942年访问印度及与印度间的反帝联合尝试，正是中国发挥桥头堡作用 

的最好实例。虽然在抗日战争推进的过程中不得不依靠美国给予大力援助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 

但正是在中国的主导下，1945年 8月 日本战败，最终取得了整个亚洲抗 日战争的胜利。由此可以 

看出，东亚视角有必要贯穿抗 日战争的整个过程。 

东亚视角在抗日战争研究中追寻历史的现实意义方面，也是非常必要的。以抗 日及反帝的共 

同目标为中心的20世纪上半期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各民族间的联合经历，在中国崛起为新的亚洲主 

导者的当下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警示意义。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日本作为东亚的最强者割 

据称雄，却将整个东亚作为其侵略的对象。然而，中国在日本侵略东亚的抵抗运动中作为抗日战争 

的桥头堡，在以抗日为共同目标的反帝联合中发挥了主导作用。21世纪以来，取代 日本一跃而起 

成为新的东亚最强者的中国，将选择怎样的道路?笔者认为答案在前文所述的20世纪上半期东亚 

各民族反帝联合的历史经验中可以找到。取代 日本成为21世纪东亚最强者的中国，仍需要发挥其 

在20世纪前半期反帝联合的主导者作用，即联合、合作、互惠。 

从这一立场出发，以2015年抗 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契机，中国学术界不断活跃的抗 日战争研 

究，现在也需要积极从东亚视角乃至亚洲视角出发。具体来说 ，对抗 日战争过程中类似中韩互助反 

帝联合的历史经验的研究应该更加深入。此外，从东亚视角出发延伸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相关问 

题的积极探索，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这将有助于对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的中 

国抗 日战争进行正确的历史评价，包括笔者在内的韩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们非常愿意共享这 
一 研究视角，并做好了与中国学术界和整个亚洲学术界，乃至世界学术界积极合作的准备。 

56 

[作者裴京汉，韩国新罗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历史文化系教授] 

(责任编辑：徐志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