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 页 学术站点 知识要闻 国际动态 人 物 研招资料 会议中心 学术指南 课 件 知 识 库

首页 >> 特色库 >> 抗战特色库 >> 文化 >>  

《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报界研究（1931-1945）》（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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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报界研究:1931-1945》是我国首部以战时日本报界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它尝试从新闻与传播学的角度来考

察日本的侵华战争，从而进一步剖析传媒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战时日本报界经历了几次大的转折，*终沦落为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为

侵略战争摇旗呐喊。可以说，这个过程是日本报界参与战争、宣传战争、推动战争发展的过程，是日本报界对政治屈服、迎合和协力的过

程，它对塑造全民精神总动员、构筑战时精神、统一国民…

[关键词] 侵华战争 日本报界 1931-1945

内容简介

《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报界研究:1931-1945》是我国首部以战时日本报界为研究对象的学

术专著，它尝试从新闻与传播学的角度来考察日本的侵华战争，从而进一步剖析传媒在国际关

系中的重要作用。战时日本报界经历了几次大的转折，*终沦落为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为侵略

战争摇旗呐喊。可以说，这个过程是日本报界参与战争、宣传战争、推动战争发展的过程，是

日本报界对政治屈服、迎合和协力的过程，它对塑造全民精神总动员、构筑战时精神、统一国民思想、推动战时体制的建

立发挥了难以取代的作用。本书从传媒与战争的关系角度出发，厘清了战时日本报界的发展脉络，勾勒了日本报界由抗争

到妥协、*终沦落为军国主义宣传机器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并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考察了战时日本媒体“转向”

的原因。同时，从政府、民众和媒体的互动中考察了战时日本传播网络的构建过程，指出战时报界话语权的构筑是自上而

下和自下而上同时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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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继强，200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2008年获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信息

工程大学日语系副教授，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日本侵华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日本传媒

史、日本侵华史等领域的研究，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日本学刊》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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