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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史实调查研究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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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9月14日,由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共同主办的“抗日战争史实调查研究

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美国、中国香港及沈阳、石家庄、常德、北京

等地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专家共60余人。中国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

报社、人民网站、918网站、爱国者同盟网站等多家媒体的记者出席并采访了会议。 

        一 抗日战争史实调查研究 

        关于抗日战争史实的调查与研究,是本次会议的两大主题之一。世界史维会会长李竞芬在报告中介绍了该

会的成立宗旨和发展各阶段工作,包括收集、保存中英文的日本侵华的史料,向媒体介绍以唤起公众关注,帮助战

争受害者的多种形式的对日索赔诉讼,支援研究者利用美国政府解密档案等各类史料等。其主要活动有1996年2

月促成旧金山高中联合学区将抗战史实列入教科书补充教材;1998年在旧金山金银岛举办为期3个月的“被遗忘

的浩劫”图片展;1999年协助推动立法并通过美国加州众议员本田提出的AJR27议案———要求日本政府 向二

战受害人道歉及赔偿;2000年8月22日第一次在美国协助提出集体奴工诉讼案;协调推动美国国会正式通过12月

30日S1902法案,责成对“日本二战罪行记录”档案全面解密;2001至2002年支持美国国会通过对日索赔的

HR1198议案;2003年主办日本侵华细菌战图片展;邀请中国调查赔讼代表团访美六大城市(旧金山、芝加哥、圣

路易、华盛顿、纽约、洛杉矶)巡回讲演等。 

        北京大学历史系张注洪强调通过对亲历、亲闻、亲见者实际调查有利于解决中日间战争遗留问题,为民间

索赔等问题提供可靠依据;可以通过媒体播放产生深刻的教育效果;史实成果将填补抗战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史研究的空白。他回顾了战后至今的调查大势与成绩,希望注意史实辨伪,要加强海内外学者的配合和学术交流,

要将调查材料和档案材料及其他文字材料相结合,要很好地总结抗战遗留问题调查方面的经验,应用到整个抗战

史实调查和历史研究当中去。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的何天义介绍了河北地区新发现的抗战史料。该院准备在近期出版专著《日本在华北

的侵略罪行》和资料丛书。当中包含的新资料主要有过去未发表的一些日本战犯的口供和很少被利用的战后八

路军根据地的调查,以及河北党史部门、社科部门多年来在社会上做的口述调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居之芬以其新著《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为中心,介绍该书依据

的北京档案馆、天津档案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青岛档案馆、吉林满铁资料馆和辽宁档案馆等处所藏

日伪劳工档案文献。她还就日本在华北“国策”企业矿山征用强制劳工的人数与待遇作专题报告。 

        常德师范学院文理学院细菌战研究所的陈致远介绍了常德细菌战史实的调查和研究情况。常德是日军侵

华细菌战的重灾区,因而出现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进行诉讼索赔斗争当中的一支生力军。当地从

1996年开始,成立了常德细菌战调查会, 进行了7年长期不懈的调查工作。调查会建立了市、乡、村三级调查组



织网络。他们的调查得出的常德细菌战受害死亡人数,得到了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的承认。 

        中国细菌战受害对日诉讼代表团团长王选就最近在美国国家档案馆调查“日军战争暴行”档案的情况作

了简介。并认为,目前我们最主要要做的是历史调查,维护史实,把一些最基础的条件建立起来。同时要重视用史

实教育年轻一代。王选还介绍了日军1942年在浙赣路沿线实施炭疽作战的调查情况。 

        二 中日关系的现状和未来走向 

        香港纪念抗日受难同胞联合会主席简兆平作了题为《警惕日本政府的新动向———中、日、美关系新形

势》的发言,他考察了日本政府近年来的一系列军事动向,包括通过反恐特别措施法、有事法制三法案,支持美国

出兵阿富汗和决定直接派自卫队到伊拉克,向日本私人租出钓鱼群岛,等等作法。他指出,日本政府应该明智地放

弃复辟军国主义的迷梦,主动和中韩等周边国家接触,就二战罪行作真诚道歉和合理赔偿,这才是给亚洲带来永久

和平的保证。 

        北京师范大学的杨宁一介绍了最近在日本访问了解到的事实。七八种在日本影响较大的高中历史教科书,

其中虽然没有使用侵略一词,但是大部分都对侵略战争基本史实的介绍比较清楚。日本右翼的初中教科书,采用

率仅有百分之零点几。2001年《中央公论》杂志调查日本年轻人对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的认识,结果是都有

60%的人回答认为是侵略战争和认为现在的日本人还有战争责任。他还提出,从日本的实际情况出发,潜伏着一

个更大的危险,就是民族主义在逐渐蔓延。如果现今日本的民族主义不能很好定位,采取合理的民族主义,将来在

现实中造成新的两个民族的冲突的危险可能更大。 

        原北方工业大学校长王起祯通报了“中国掳往日本劳工及遗属联谊会”筹备会的成立和人员组成情况,介

绍了筹备会成立后的工作任务,即要求日本政府和加害者给予经济赔偿,要进行道歉,反对只负道义责任给慰问金

了事的做法。 

        军事科学院罗焕章剖析了对2003年8月4日在齐齐哈尔侵华日军遗弃化武伤害当地群众的事件 。他指出,

日方在这次遗弃化学武器事件中仅仅表示遗憾和同情,对中国当地政府提出的4项赔偿要求,不正面回应,绕过罪

责赔偿,企图轻描淡写地用所谓慰问金来了事,这种态度不是真诚的,也不是诚实的。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林晓光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概念作了剖析。认为上街闹事的行动右翼,从战前一直存在

至今,骨干力量基本保持在10万人左右。但在思想理念上认同右翼政治观点的“潜在右翼”,人数更多,影响更

大,应该对这些人保持更密切的观察。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日本政治的总体保守化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

势。 

        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元周就“二战历史与韩日关系”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甲午中日战争以后,韩半岛最终沦

为日本的殖民地。在此过程中,由于日本的殖民宣传和各种外交手段,使整个韩半岛的人民在1894年以后对于中

国的感情急转直下。这种对中韩关系的破坏一直延续到战后。韩国当时是作为日本的战争基地之一,同样面临

着被日本掠夺人力物资,韩国同样是战争的受害者,至今也同样存在着劳工、慰安妇等遗留问题;现在韩日关系和

中日关系一样,同样面临着一个历史清算问题。韩国很多人对日本侵略的残酷性、残忍性认识不足。对日本的

罪行应在周围国家包括韩国进行宣传。 

        曾经介入多宗对日诉讼案的康健律师,在这次会上介绍了在日诉讼索赔的最新情况。中国受害者在日本提

出诉讼始于1995年。迄今已有23起案件(以判决书数量统计),分别在日本的8个地方法院起诉。其中关于劳工者

11起,关于慰安妇者4起,关于遗留毒气弹者2起,关于细菌战者2起,另外还有关于南京大屠杀、无差别轰炸、七三

一细菌部队、平顶山惨案的等等。到目前为止,这些案件中已经有14件有了一审判决,其中花冈是和解,其他13件

都是一审判决,现在都在二审中,没有生效判决。而一审判决的13件案件中,除和解外,有两起是胜诉,一为东京地

方法院2001年7月判决刘连仁案件胜诉,一为福冈地方法院2002年4月判决中国劳工起诉日本政府和三井矿山案

件部分胜诉。从结果来看,胜诉率很低,但是,每一个案件的判决,虽然表面上看是败诉,实际都有突破。综观全部



 

 

判决,几个法律障碍在各个判决中,不管是胜诉判决还是败诉判决中,在被告一方抗辩的理由中,全都有突破。在事

实方面,从2000年以后的判决,败诉的判决也都确认了事实。诉讼的过程不仅教育了日本国民和官员,也教育了中

国国民和官员。 

        孙靖律师介绍了在美对日劳工问题诉讼的最新情况。该诉讼在世界史维会的支持下,于2000年8月,正式在

美国的加州高等法院提起。之所以选择在第三国进行,是因为有犹太人诉讼的前例和美国有关法案可供借鉴,同

时也是希望能够跳出日本的司法体制。与在日诉讼不同的是,在美诉讼采用了集团诉讼方式,并且单以日本加害

企业作为被告。到今年5月份为止,已完成听证工作。 

        此外,作为这次会议的一个部分,9月15日晚,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会议室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报告会。在会上,中

央电视台“抗战”节目组的制作人赵巧萍女士介绍了大型节目“抗战”筹备的进度。李竞芬会长再次介绍了世

界史维会各方面的情况。曾经帮助犹太人进行诉讼的美国著名律师白瑞?费舍尔作了报告,他指出,诉讼的过程不

仅是为正义发出呼声,而且是为历史和政治留下记录。就犹太人的官司而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纳粹所有的行为

和它的整个系统都是被人们了解清楚的,相比之下,日本在二战时期的操作,由于冷战时期对于档案和记录的冻结,

至今还像是一个谜。我们要发掘、保存和整理这些珍贵的史料,这属于近代史的一部分,同时也有助于将来诉讼

索赔上的各种工作。他还强调要抓紧机会,做口述历史。 

（原载《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4期 编辑：顾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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