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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大臣

个人简介

男，1964年5月7日出生。1997-2002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2002-2004年南开大学日

本研究院博士后。现任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教授。 

2012-2013年度日本爱知大学客座研究员，2007-2008年度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国际关系学部特聘研究

员。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理事，抚顺改造战犯历史研究会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中日关系研究、日本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研究。 

研究成果

一、主要学术论文 

（1）《日本人在中国的墓地（1871—1945）》，《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 

（2）《汪伪驻日大使馆考论》，《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 

（3）《东京审判日方辩护证据的历史考察》，《军事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 

（4）《南京大屠杀史实不容否认：日方证据》，《光明日报》，2012年2月28日。 

（5）《日本驻芜湖领事馆（1922—1945）》，《民国档案》，2012年第3期。 

（6）《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日本档案资料》，《军事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 

（7）《试析1926年法权调查活动中的日本因素》，《民国研究》总第18辑，2010年11月。 

（8）《日露战争期の日本の在中国领事制度》，（日）名城大学《都市情报研究》，2009年第14号

（日文）。 

（9）《近代日本在华领事裁判权评析》，《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1期。 

（10）《台湾总督府的外事政策——以领事关系为中心》，《江海学刊》，2008年第1期。 

（11）《近代中国における日本政府「領事集団」についての考察》，（日）大东文化大学《大東

アジア学論集》，2008年第8号（日文）。 

（12）《TheJapaneseConsular system in China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RethinkingtheRusso-japaneseWar.1904-5》，2008年（英文）。 

（13）《日本在华中推行毒化政策的效应及特征》，《民国研究》2007年总11辑（春季号）。 

（14）《日本驻南京领事馆警察的法律地位——以南京大屠杀期间领事馆警察活动为中心》，《民

国研究》2007年总12辑（秋季号）。 

（15）《近代日本の领事制度》，（日）《日俄战争史研究》，日俄战争研究会印行，2007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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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16）《台湾総督府の領事関係》，（日）松浦正孝編著『昭和・アジア主義の実像•日本と台湾・南

洋・南支那』，ミネルヴァ書房，2007年（日文）。 

（17）《日本侵华毒化机构──华中宏济善堂》，《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1期。 

（18）《日据台湾时期“以华制华”政策的运用》，《江海学刊》，2004年第1期。 

（19） 《日本占领华中初期的基层控制模式——以太仓县为中心（1937—1940）》，《民国档

案》，2004年第1期。 

（20）《近代日本侵华军事地图的测绘》，《日本研究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1）《日本侵华时期对华南的毒化（1937-1945）》，《民国档案》，2002年第1期。 

（22）《论日本侵华时期的军票政策》，《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

史》第4期转载）。 

（23）《战时日本在南京的毒化活动》，《民国研究》，2001年第6期。 

（24）《以土抵洋——近代中国禁毒史上的决策失误》，《决策咨询》，2001年第1期。 

（25）《清朝在台湾建省的决策过程》，《决策咨询》，2001年第2、3合期。 

（26）《讲究策略是改革成功的关键——明末张居正改革启示》，《决策咨询》，2001年第4期。 

（27）《康熙统一台湾的三大战略》，《决策咨询》，2001年第5期。 

（28）《抗战胜利后影响台湾建省诸因素分析》，《江海学刊》，2000年第2期。 

（29）《日本对海南岛调查之评述》，《民国档案》，2000年第3期。 

（30）《中国近代第一个外交使团的辛酸历程》，《决策咨询》，2000年第2、3合期。 

（31）《从同文馆看现代教育体制的艰难嬗变》，《决策咨询》，2000年第4期。 

（32）《“庚款留学”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决策咨询》，2000年第6期。 

（33）《艰难的尝试——清末新工商政策的成与败》，《决策咨询》，2000年第12期。 

（34）《日本侵华时期的鸦片毒化政策》，《江苏文史研究》，1999年第3期。 

（35）《决策成败在于用人——从近代第一次派幼童赴美留学说起》，《决策咨询》，1999年第10

期。 

（36）《南京大学学生宿舍门饰调查分析》，《青年研究》，1998年第11期。 

二、主要著作 

（1）独著《近代日本在华领事制度——以华中地区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2）合著《战时党员生活》（与陈淑娟、崔树堂、谭树亮合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合著《南京大屠杀全史》（“日军统制下的南京”一章，约6万字）, 张宪文主编，江苏人民

出版社,2012年版。 

（4）编译《东京审判日方文献及报道》（上、下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编译《日军第六师团官兵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6）合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附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7）合编《日本军国教育•百人斩与驻宁领馆史料》（“驻宁领馆史料”，约15万字），江苏人民

出版社，2007年版。 

（8）合编《英美文书•安全区文书•自治委员会文书》（“自治委员会文书”，约10万字），江苏人

民出版社，2006年版。 

（9）合著《日本对华侵略与殖民统治》（“近代日本对中国的鸦片侵略”一章，约12万字），关捷

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0）合著《刺刀下的毒祸——日本侵华时期鸦片毒化活动》（与朱庆葆教授合著），福建人民出

版社，2005年版。 

（11）合著《图解中国抗日战争史》（与张宪文教授合著），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 

（12）编译《日俄战争史料集》（约10万字），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3）合著《中国审计史》（“国民政府返迁南京时期的审计”一章，约3万字），李金华主编，中

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14）合著《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王朝体制下的台湾历史沿革”一章，约3

万字），崔之清主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5）合著《天国悲歌──太平天国兴亡实录》（“内讧篇”一章，约5万字），崔之清主编，南京

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6）合编《海峡两岸关系史事日志1949-1998》（1997年1-12月，约6万字），崔之清主编，九州

图书出版社，1999年版。 

三、主持科研项目 

（1）2011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京审判日本证据研究》，批准号：11BZS040。 

（2）2010年，主持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汪精卫政权与日本关系研究——以汪伪驻日使领馆为中

心》，批准号：10YJA770003。 

（3）2005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近代日本在华领事制度研究》，批准号：

05FZS007。 

（4）2012年，主持南京大学度文科青年创新团队培育项目：《战时党员生活研究》。 

（5）2012年，主持南京亚青会委托项目：《南京亚青会政治安全风险评估》。 

（6）2011年，主持南京市档案局项目：《南京百年城市史》的《社会团体》卷。 

（7）2010年，主持两岸四地《中华民国史研究》子课题：《日伪在沦陷区的统治》。 

（8）2009-2011年，主持《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子课题。 

（9）2007年，主持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基金项目：《日驻南京领事与南京大屠杀关系研

究》。 

（10）2005年，主持南京大学人才引进项目：《近代日本在华领事裁判权》。 

获奖情况

（1）《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编委及主要编译人员，该史料集2009年9月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集体）。 

（2）专著《近代日本在华领事制度——以华中地区为中心》， 2011年12月获第八届南京大学人文

社科成果一等奖。 

（3）合著《刺刀下的毒祸——日本侵华时期鸦片毒化活动》（与朱庆葆教授合著，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2006年11月获第二十届华东地区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图书二等奖。 

（4）2011年获“南京大学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代表成果

教学情况

（1）本科生课程 

《中日历史遗留问题》（全校高年级研讨课） 

《日本现代化与中国》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研究生课程 

《国际法与中日关系》 

《中国现代史研究》 

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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