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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举办东京审判国际学术研讨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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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2日上午，东京审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举行。来自中国、日本、美国的

专家、学者齐聚交大，共同探讨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上海交大党委书记马德秀、时任东京审判中国检察组秘书高文彬、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程

天权、苏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卓君、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茨城大学名誉教授荒井信一、上海交大东

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隆万等出席研讨会。研讨会由程天权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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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德秀指出，东京审判作为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

最为浩瀚的审判，为人类留下了极为宝贵的遗产。东京审判对于中国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它审理了近

代以来日本对外发动战争的罪行，不仅实现了和平正义，而且决定了战后日本的政治格局，影响着整个

东亚的历程进程。马德秀说，作为有创造性意义的重大审判，东京审判广泛涉及日本近代史、东亚近代

史、中日关系史、日美关系史及国际法、国际刑事法庭的发展，为法学、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提

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源。通过中外学者的学术切磋和交流，对东京审判研究将会有极大的促进，为还原历

史真相、塑造和平的国际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东京审判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国际战争罪犯审判事件。高文彬回忆了自己65年

前跟随向哲濬检察官参加东京审判的经历，指出东京审判的遵循的法律原则今天仍然有效，对东京审判

的研究不仅还原历史真相，还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王卓君表示，东京审判的法律意义重大，将人们对日本侵略历史和东京审判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

平，有利于反思人类战争背后深层次的历史和原因，彰显了人类社会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 

  何勤华表示，反思人类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东

京审判研究，要让世界人民，尤其是亚洲，包括日本年轻一代，了解这一段历史，了解日本军国主义、

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多大的灾难。东京审判不仅重现了人类法律文明发展的正道，而且对

现实世界政治和法律生活也有着巨大的借鉴意义。 



    茨城大学荒井信一教授认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伤害，东京审判对于

了解这段历史，解决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向隆万回顾了中国对东京审判研究的情况，表示，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在很长的时间忽视了对东京

审判的研究。作为多元、个性的研究平台，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将与国内外团体加强合作与交流，努力使

这一研究取得系列成果。 

  本次会议由上海交大主办、苏州大学协办，共收到了30篇论文，出席会议代表40余人，包括了研究

东京审判逾四十年的粟屋宪太郎、对战争法和人道法研究有重要贡献的大卫·科恩等研究东京审判和BC

级审判最重要的各国学者。研讨会期间，与会专家、学者从法学、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角度，

围绕东京审判的由来和现状、东京审判的法律认知、东京审判对国际法的发展与贡献、世界史上的东京

审判、中西方东京审判研究的新进展等话题开展了9场报告会，交流研究成果，碰撞思想火花，探讨东

京审判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取得了丰硕成果。 

  据介绍，东京审判后，中国代表带回的大量庭审记录和证据已经流失。为深入东京审判史料研究，

2011年上海交大成立了东京审判研究中心。面对基本文献缺失的困境，上海交大师生远赴美国、日本等

地收集历史资料，整理翻译有关文献，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交叉研究，先后出版庭审记录英文版、日本

版和庭审记录中国部分的中译本。2012年，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与国家图书馆签约共建，编辑出版《远东

国际军事法庭庭审纪录》中英日三个版本。2013年6月，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与中国人大、南京大学、中

国社科院、中国人民抗战研究学会等院所合作，推动东京审判研究基地建设。这一系列举措，让世界在

东京审判领域听到了中国学者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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