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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维木先生来我校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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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2日下午，应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邀请《抗日战争研究》主编荣维木先生为我校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

研究生做《近三十年来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的讲演。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经盛鸿教授，美

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杨大庆教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郭必强研究员参加了此次报告会。 

       荣维木先生首先回顾了前三十年抗日战争研究的状况。在50年代到80年代抗日战争史作为中共党史，中

国革命史的一部分，主要受当时意识形态的支配。研究内容单一片面，如军事史方面主要侧重于平型关大捷、

百团大战等。荣先生谈到进入80年代后，日本教科书问题出现，两岸期待第三次国共合作，以及进入社会主义

建设新时期后急需加强民族凝聚力。在这种情况下抗日战争史再度兴起，而且研究视角，研究内容都发生了变

化。主要体现在由党派视角向民族视角转化，革命视角向现代化视角转化。80年代前曾经出现了谁领导了抗日

战争的争论。而到80年代后一大批关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研究著作出现。抗日战争研究开始向理性、客观发

展。从现代化视角上讲，抗日战争阻断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但是同时又积累了现代化因素。政治方面，1937

年到1945年民主空前气氛活跃，国统区出现了“国民参政会”，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三三制政权”，这些都

是现代化因素。经济方面，一些关于资源调查，抗战时期开发西部，工业内迁（工业布局、管理制度、人才培

养）的研究论著出现。研究内容也由单纯研究军事史、政治史，变为社会史、文化史、战争遗留问题等多方面

多领域研究，抗战史研究更加丰富、更加宽泛。 

       同时，荣先生还讲到了目前抗战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关于史观问题、关于历史规律问题，以及史

实的可靠性问题。此外，荣先生与在座老师与同学分享了自己参加中日韩三国共同研究历史的感受，在座师生

深受感染。荣先生认为目前中日两国研究历史最大不同在于，日本重视研究碎片化的历史，如卢沟桥事变谁打

了第一枪的问题，而中国研究抗战史往往投入过多的民族感情。 

       最后，大家就自己在抗战史学习中的困惑等问题与荣维木研究员展开了热烈讨论，荣先生对学生提出问题

一一作了答复，大家受益匪浅。会后，张连红教授作了总结性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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