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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大会的信──代发刊辞    胡乔木 

 

做什么，怎么做？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刘大年 

 

一、为什么要成立抗日战争史学会？ 

为什么要成立抗日战争史学会，我们讲得很明白，是要推动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促进我国抗战史研究的繁荣，提高它的科学水平。七七

事变50周年的时候，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七七事变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杨尚昆、胡乔木、胡绳等诸位同志分别写了文章。

我也写过一点东西。那本书和其他论著中讲的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和抗日战争需要研究的理由，但是为什么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学会来办这

件事呢？这是一个问题，应当说一说。 

 

从华盛顿会议到九一八事变 

    ──论1921—1931年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    沈 予 

 

    1921年华盛顿会议的召开到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远东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阶段。本文拟以外交档案、

文献为依据，探讨1921—1931年日本对华政策演变的基本脉络，剖析在东京交替出现的“币原外交”、“田中外交”的特征，揭示日本军

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走上武力侵华道路其政策形成的真相。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仍居优越地位。在军事上，它侵占着山东，军事势力扩及北满。在经济上，日本对华投资

达14.39亿日元，比战前增长2倍，对华贸易额为11.4亿日元，比战前增长2.6倍。 

 

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张学良和蒋介石    俞辛火享 

 

    张学良是具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正义感的将领，在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蒋介石坚持反共内战的关键时刻，他以大无畏的气魄和惊

世之举动，发动西安事变，扭转了国内局势，促成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他发动西安事变虽有种种原因，但其中较为重要的便是

在九一八事变中持不抵抗主义而断送东三省的沉痛教训。因此，要阐明张学良走上西安事变的漫长道路，必须追溯九一八事变时期张学良

的不抵抗主义，进而探究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何以变成了西安事变时的张学良的历史转变过程。但九一八事变时期张学良与蒋介石有密

切的关系，两者不可分割。因此在探讨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时定要涉及蒋介石及蒋、张二人在此问题上的相互关系。本文试就这几个问题

谈自己的粗浅想法，以便求教于诸位学者。 

 

中国局部抗战综论    余子道 

 

    中国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从局部抗战发展到全国抗战，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而取得最后胜利的。八年全国抗战在中

国抗战史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它的作用和意义是局部抗战无法与之相比拟的。我国史学界对全国抗战史的研究，一向十分关注。然而，

作为全国抗战序幕的六年局部抗战，也是我国抗日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样是值得史学界予以重视和研究的。诚然，在局部抗战

中，更多的确实不是辉煌的胜利，则是催人泪下的沉痛挫折和失败。在此期间，“攘外必先安内”和不抵抗主义的幽灵差不多一直笼罩着

中华大地。 

 

华北事变是九一八事变的继续 

    ──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华北的阴谋    佟冬 解学诗 

 

    华北事变，是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为侵吞华北而制造的一系列事件的总称。这些连锁性的事件，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继续，关东

军是事变的主谋，东北沦陷区为事变的策源地。因此，把日本对东北和华北的侵略联系起来研究，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

发展过程。 

    （一）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11月关东军制造了天津事变，人们知道那是为了把溥仪偷运出津；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目

的，即制造华北全面暴乱。因此，应该说华北事变始于天津事变。 



 

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海外访史录    杨天石 

 

    1990年7月，我访问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承图书馆吴文津馆长、善本室主任戴廉先生热情接待，惠允披阅该馆珍藏的胡汉民晚年

往来函电。这批函电分订数十巨册，或系原件，或系抄稿。不少函电字迹潦草，未署时间，或所署不完整，而且大量使用隐语、化名，例

如四工、工、延、福、门、门神、蒋门神、阿门、容甫、水云、远、马、马鸣、衣、力、黄梅、秋梦、不、不孤、跛、跛哥、桂矮、矮

仔、某兄、爵、马二先生、香山后人、渔洋后人、八字脚等。 

 

九一八事变研究综述    张劲松 马依弘 

 

    我国史学界对九一八事变的研究虽然起始于50年代，但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有了深入的进展，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现将

这一专题的研究情况综述如下。 

    一、建国后至文革前，国内史学界关于九一八事变研究的主要著作及资料有：中国现代史资料编委会编《“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

形势的演变》（1957年7月，北京）、《从“九•一八”到“七.七”》、沈阳师范学院翻印的《“九•一八”前后之中国》（1957年7月）

等。有关文章三十几篇，论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侵略，如孔经纬文《一九三

一—九四五年间日本帝国主义移民我国东北的侵略活动》（《历史研究》1963年1期）等。 

 

抗日根据地史研究述评    魏宏运 

 

    一、近年来，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已获得它应有的地位 

    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近年来已引起研究者极大的兴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局面。 

    对抗日根据地的研究从抗日根据地存在的时候就开始了。当时一些学者、新闻记者发表的报道性作品，如立波《晋察冀边区印象记》

（读书生活出版社1939年版）、陈克寒《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视察记》（新华日报馆1939年版）、李公朴《华北敌后》（山西太行文化

服务社1940年版）等书，就具有史学价值。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宋庆龄    许乃波 

 

    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这个组织的成立是为了团结国际上进步的友好人士以

及海外华侨援助中国抗战。“保盟”的任务是一方面让中国的国际朋友们知道中国战区和敌人占领区的人民的真正需要；另一方面把捐

款、医疗物资和其他捐助物资送给真正和迫切需要的人们，成为需要者（中国人民）和资金物资捐赠者（国际有关机构与保盟支部）之间

的桥梁。 

当时“保盟”由国民党温和派宋子文当会长，左翼有廖承志，中间有邹韬奋、金仲华等，还有国际友人贝特兰、爱泼斯坦等。 

 

1942年关于香港新界问题的中英交涉    刘存宽 

 

    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及新界）历来是中国领土。19世纪，英国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和三个不平等条约（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

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先后割占了香港岛及九龙半岛南端，租借新界99年。上述割让及租借本不具

有法律效力，中国有充分权利予以收回。由于英国长期坚持殖民主义立场，拒不归还，香港问题遂成为中英之间的一桩历史悬案。第一次

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代表曾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提出列强归还在华租借地的问题。 

 

抗战时期中共对外政策的演变    牛 军 

 

    本文将着重探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演变过程及其某些特征。这一研究的结果不仅有助于说明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关系

的全貌，并将从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揭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起源。 

    （一）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和复杂的变化。中共与世界的联系不再是简单地站在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行列中，向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宣战。因此中共在调整其国内政策的同时，也相应地调整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海外《日本侵华研究》杂志简介    京 中 

 

    《日本侵华研究》（The Journal of Studies of 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系日本侵华研究学会（在美国立案）出版

的发表研究日本侵华史成果的学术性季刊，于1990年2月创刊。编辑人：吴天威、胡华玲、谭汝谦（从第三期起变为许介鳞）。刊物编辑

部地址在美国伊利诺州卡本代尔城（Carbondale）。该刊为16开本，以中文为主体文种，但每期同时附有英、日两种文字的概要。其撰稿

人中有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和美国、日本的学者。该刊主要分论文、资料选辑和通讯三个栏目。 

 

怎样看国民党同意新四军开赴江南敌后    刘岳化 

 

    在新四军史研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国民党蒋介石同意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江南敌后抗日，是企图“借刀杀

人”，“企图借日军之手消灭新四军”。理由是：江南是日伪统治的中心地区，敌情严重；又是平原水网地区，游击队不便活动。笔者对



这种“借刀杀人”说不能赞同，现简述一孔之见如下： 

 

南开大学举办第二届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讨论会    左志远 

 

九一八事变国际学术讨论会将在沈阳举行    徐辉琪 

 

八路军办事处、新四军军部革命活动展览在北京举办    刘建业 

 

新四军历史事件学术讨论会综述    王明生 

 

    由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与河南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联合召开的“新四军历史事件研究学术讨论会”4月

17日至19日在洛阳市举行。来自全国9个省市的学者及新四军老战士8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44篇。会议对新四军历史的一些

重大事件，进行了研讨。 

    一、关于皖南事变 

    一些论文和发言讨论了共产国际、苏联对皖南事变的态度和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这两个问题。 

 

致读者 

 

    《抗日战争研究》创刊号在各方面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下面世了。 

    《抗日战争研究》是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以发表抗日战争史研究成果为主要任务的学术

刊物。正如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名誉会长胡乔木同志在本刊代发刊词中所说：“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华民族、中国人

民是抗日战争的主人。作为主人，以往我们的学术界对抗战历史的研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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