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部文章
现在时间  

您的位置：首页 - 会议信息 

“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

作 者： 金克岩     发布时间： 2004-3-1 11:54:27 

    由我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与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联合主办，近代史研究所承办的“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2001年

9月15-18日在京举行。朱锦昌秘书长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 

朱锦昌在讲话中指出，“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和扩大，是若干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各种背景和成因，史学界已

经作了大量的很有价值的研究，相信在国内外专家学者坦诚的交流中，我们会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相。回顾历史并不是要重算历史旧帐。

回顾历史的目的，是要以史为鉴。正确地认识历史，正是为了中日两国长期友好地相处下去。遗憾的是，今天日本社会的一些人并不能认

识到这一点。他们对于已经发生的历史，采取的是回避、无视甚至是篡改的态度。他们否认近代以来日本对亚洲邻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历

史，否认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的灾难，否认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审判的正义性。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要为侵略战争披上

挣脱白人殖民统治的解放战争的华丽外衣。近年来频频发生的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事件便反映了在日本社会所涌动的这一股暗流。

对此，亚洲各国人民理所当然地给予了严厉的谴责。人们常说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着眼于中日长久友好的未来，历来是中国人民的心

愿。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结束过去，是正视过去，反省自己？还是无视过去，推托洗刷？选择前者，才能在亚洲各国人民中建立起对日本

的最基本的信任，才能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上建立友好的未来。选择后者，则无法获得各国人民的谅解和信任。 

近代史所所长张海鹏在开幕辞中说，我们对“九·一八”事变及其对近代中国历史和中日关系历史产生的影响所进行的反复研讨，足以说

明“九·一八”事变和由它所开端的长达１４年之久的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和中日关系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这是所

有研究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中日关系历史的学者怎么也绕不开的问题。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和由此开端的中日战争，最终又产生了改

变中日两国命运的结果。从这点来看，本次会议所要研讨的不仅是历史事件的本身，更重要的是研讨怎样才能从历史事件中引出经验教

训，以作为把握中日两国未来命运的宝贵借鉴。 

研讨会开幕式由我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副主任郭永才主持。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执行会长白介夫，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王桧林，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董事长秦孝仪，以及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安藤湾太郎等分别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 

来自国内、港澳台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的８０多位学者就“九·一八”事变与中国的政治和外交政策、沦陷区的经济与文化、劳工与慰安

妇、日本的对外扩张理论、抗战期间的国际关系、日本历史教科书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与会学者指出，“九·一八”事变和以此为开

端的中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史和中日关系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研究这一事变及相关历史，探寻历史真相，揭示造成这一事件的原因，对

正确地认识历史，防止历史重演，使中日两国长期友好下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与会者指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不仅是处理中日关系的政治方针，而且也应成为史学研究揭示历史真相的学术方针。日本国内否认

发动侵略战争、否认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审判的正义性，日本首相及政要一再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社会右倾化的明显反

映，理应遭到亚洲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严厉谴责。中日两国学术界，两国人民和政府，都应该对这段历史进行认真研究并汲取教

训，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人民和政府间最基本的信任，才能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上开拓友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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