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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日本侵华史学术研究特点及成果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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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地区是中日关系史学术研究的重要区域,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与地缘关系,其特色与优长,表现在侧重于

近现代日本侵华史及其相关方面的研究。究其根源,皆因为东北地区在近代以来日本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中,始

终处于重点地区。无论是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抗日战争,东北均为主要战场。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东北

受日本殖民统治时间最长,战争遗留问题最多、最为复杂。正是这样的历史与现实因素,使东北史学界对近现代

中日关系中特别是日本侵华史至为关注。近年来,除注重资料的深入发掘和整理、研究的视野日益开阔、内容

不断充实丰富外,笔者认为东北史学界在日本侵华史研究方面表现了以下特点和趋势: 

         一、近年来,东北地区史学界越来越重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学术研究成果丰硕。最重要的成果应

当 是使传统的中国八年抗战说确定为十四年抗战说,这与东北史学界始终不渝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近年来,学术

研究热点是关于中国十四年抗日战争史的起点及相关的中国抗战第一枪、张学良对江桥抗战的态度和作用等方

面的学术争鸣。此项研究学术观点基本可分为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始于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

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也打响了中国抗战第一枪,持此观点的基本是以辽宁学者为主;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黑龙

江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打响了中国军队有组织的武装抗战的第一枪,是真正意义上的抗日战争起始点,其学者

主要集中在黑吉两省,特别是以黑龙江学者为主。关于打响中国抗战第一枪的争论由来已久。认为九一八是中

国抗日战争开端并且打响中国抗战第一枪的基本依据,一是毛泽东同志曾有过关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早在

1931年时就开始的说法,理所当然地认为就是指九一八事变;二是认为九一八事变时北大营的东北军是进行抵抗

的,故打响了中国武装抗日第一枪,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对于江桥抗战打响中国军队武装抗日第

一枪之说,目前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最基本的依据是九一八事变中,中国军队是被动挨打,并没有形成真正意

义上的抵抗,是民族的耻辱。抗日战争应以抗战为标志,江桥抗战是在辽吉两省几无抵抗而失大部的情况下,马占

山违命抗日,爱国官兵有组织有目的、并给日军以重大创伤的真正意义上的武装抗战。但是,对于江桥抗战是中

国十四年抗战或东北六年局部抗日战争开端的说法并无太多的认同,认为第一枪与抗战开端不能混为一谈。也

有学者对此提出比较折中的观点,认为第一枪不等于第一仗,九一八是第一枪,而江桥抗战应视为第一仗。齐齐哈

尔及一些外地学者提出江桥抗战不仅在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上具有第一枪和开端的地位,同时,它也使中国成为第

二次世界大战前最早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因此江桥抗战应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虽然,此观点很难得

到的共识,但事出有因,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江桥抗战是有益的。 

        研究者普遍认同江桥抗战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特别是东北六年局部抗战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主要表现在:

第一,江桥抗战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民族精神,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具有不可低估的

精神作用;第二,江桥抗战推动了东北各地义勇军的兴起和发展,是东北抗日战争的开端,对东北后来形成的抗日战

争局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 三,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是中国军队抵御日本侵略者的一次空前的胜

利,其战果在十四年中国抗日战争中,也是值得称道的。有关张学良在东北抗战中的评价也是重点之一。特别是

张学良对江桥抗战的态度及作用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张学良是江桥抗战的实际领导者

和指挥者,从其任命马占山为省政府主席到给予的物资支援及具体的作战指导,都说明张学良尽可能地做到了能

做的一切,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相反观点是张学良应当对九一八后东北政局的变化负领导者之责任,仅以蒋介



石的卖国政策为其开脱是不可取的。其后来启用马占山,给予江桥抗战以支援,实为补过之举,不可过高评价。 

        二、东北地区对于日本侵华史的研究成果之一表现在出现了全景式的展示战争历史过程的宏篇巨著,其学

术研究成果以及相关的专题研究水平居于国内的前列。代表性作品有《甲午战争全史》、《九一八全史》、

《日本侵华系列丛书》、《日本关东军要塞》、《东北十四年抗战史料全书》等。 

        《甲午战争全史》:全书300万字,由关捷、唐功春、郭富纯、刘恩格为总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

版。该书共六卷,第一卷为战前篇,详细分析了甲午战争的历史背景,特别是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深刻历史原因

及战争准备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同时,分析了战前国际关系的演变;第二、三卷为战争篇,以大量详实的资料全面细

致地分析了甲午战争的全过程;第四卷为战后篇,记录了战后中日议和过程和《马关条约》的签定,以及战后中国

人民的反日斗争;第五卷为思潮篇,主要记述了自日本明治维新后至甲午战争期间的外扩思潮,以及中国的爱国改

革思想,以全新视角分析了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第六卷为人物卷。该书的特点全面完整地展示了

甲午战争的历史画卷,目前,在近代中国所有重大战争史学术著作中,该书是规模最大的一部。 

    《九一八全史》:约200万字,赵东辉、苏燕等著,辽海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该书共五卷,第一卷,阐述日本

“大陆政策”形成及施行,事变前的中日关系,列强在东北的角逐,日本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的谋划及经过,中国政府

的对策,中国军队的抵抗,以及国际联盟对事变的处理等;第二卷,阐述事变前东北的经济状况,事变后日本夺取东

北经济命脉,东北经济关系的变化,生产力遭受的破坏及东北殖民地经济的形成等。第三卷,阐述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东北军民开展的各种形式的反侵略斗争,以及全国人民包括海外侨胞的救亡图存斗争等。第四卷,阐述事变后

东北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汉奸阶层的形成,全国各阶级和政治集团对事变的态度,东北人民生活状况的恶化,以及

东北殖民地黑暗社会形态等。第五卷,收录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历史档案资料及其它各种资料,相当一部分为国

内首次披露。该书代表着九一八事变研究的最新学术成就。 

        《日本侵华系列丛书》:目前,由吉林学者王鸿宾等人筹划主编的《日本侵华系列丛书》正在进行之中,其宏

大在于不仅记录抗战14年史或近代74年日本侵华史,而且追溯了明王朝以来的334年的日本侵华全部历史。预

计全书分为七卷本,共16分册,约1000万字。目前,该丛书已出版第一卷《日本侵华与右翼反华事略》。计划陆

续出版第二卷至第七卷,即《日本侵华不平等条约与协定纪实》、《日本侵华经济掠夺与万人坑实录》、《日

本侵华事件、事变与惨案本末》、《日本侵略文化奴役与教育记事》、《日本侵华元凶、战犯与汉奸传略》、

《日本侵华通史》。该书从20世纪60年代筹划,至今已有45年之久,倡议者历经年而不改初志,出版计划之宏大,

深令学术界感动和期待。 

       《日本关东军要塞》:全书计220万字,黑龙江人民出版2006年出版,徐占江、李茂杰等主编。该书主要由以

下内容组成:一、概述了日本关东军要塞的基本构成;二、分别深入细致地介绍了日军要塞:如珲春、东宁、绥芬

河、虎头、半截河、黑河、富锦、海拉尔等要塞;三、修筑要塞的劳工;四、要塞区的殖民统治;五、日本开拓团

与要塞慰安妇;六、要塞区的细菌毒气战;七、苏联红军攻克关东军要塞。该书的特点是:一是填补了国内外同类

课题研究的空白;二是作为专题性研究全面深入细致有极好的资料价值;三是综合性研究反映了历史的全貌。该

书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是由地方史工作者主持,经数年实际考察调研完成,图文并茂,真实可信。此外,《江桥抗战

及近现代中日关系研究》(上下)是目前有关江桥抗战学术研究内容最为充分的论文集;《中华民族六年局部抗日

战争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则集中反映了有关十四年与八年抗战的学术争论和学术成果。 

      三、由于东北与日本特殊的历史渊源,使东北学者对现代中日关系敏感而深刻关注。加强对战争遗留问题的

研究,注重历史的社会职能,重视历史学的鉴史作用,体现了东北史学研究的社会责任感。东北是日本侵略殖民统

治时间最长、制造惨案最多、遗留的历史问题最集中的地区,战争结束半个多世纪以来,其遗留的毒气弹、炸弹

伤人事件时有发生,关于惨案、毒气、劳工、慰安妇问题研究与现实中日关系紧密相连。同时,表现对日本修改

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现实中日关系的研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成为东北史学界研究近现代中日关系 的出

发点,也代表着学术研究发展的趋势。 

         四、作为东北地区重要的民间学术研究团体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在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方面

做了大量积极有益的工作,为东北史学研究中日关系史特别是日本侵华史研究搭建了平台,有力推动了学术研究

的不断深入和创新。研究会每两年一次的中日关系史学术研讨会,汇集了东北三省,包括其它省份的一些学术研

究成果,不断地展示着当前有关中日关系史研究方面的成果及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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