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历史内涵被渐渐遗忘,抽象化、空洞化、概念化的色彩越来越明显。

20世纪 80年代以后,南京大屠杀与现实政治的纠葛并没有减弱。由于日本社会不断有人否

定侵略历史,历史认识问题成为中日关系障碍之一,南京大屠杀在其间居于重要地位, 成为中国民

众对日本侵华历史认识的一个象征。毫无疑问, 20世纪 80年代以后, 南京大屠杀越来越为国际社

会所了解和关注,其内涵也大大丰富。但是,如何借鉴以往的经验,克服概念化、空洞化和抽象化的

倾向, 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要还原真实的大屠杀历史, 不但需要学者的努力, 而且需要广

大民众的有力配合,这其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刘燕军,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人员 )

(责任编辑:徐志民 )

丁守和等人主编的 �抗战时期期刊介绍 �出版

  由丁守和、马勇、左玉河、刘丽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成
果 �抗战时期期刊介绍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 6月出版。

�抗战时期期刊介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丁守和先生领导的课题组, 前

后耗费 5年时间,动员众多人手,以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昆明、重庆等各大图书馆所藏

资料为主编撰的大型资料集。全书总计 580万字 (纸质刊印 85万字, 电子光盘 581万

字 ) ,包括�抗战时期期刊索引总目�、�抗战重要期刊内容提要�和�抗战重要期刊篇目索

引 �三部分。 �抗战时期期刊索引总目 �汇录了抗战时期 6000余种期刊刊名、创刊及停刊

时间、刊期、编辑者、发行者、出版地点等情况; �抗战重要期刊内容提要�则从 6000余种

期刊中精选出近 400种重要期刊加以重点介绍, 介绍内容包括: 该刊编者、创刊及终刊或

停刊时间,主要作者群,以及该刊的政治倾向或政治背景、学术背景、主要特色等。 �抗战

重要期刊篇目索引�则将精选出的 400种重要期刊的篇目全部列出,供广大研究者查询。

因该书篇幅很大,印刷成本很高, 故纸质图书印刷了 �抗战时期期刊索引总目 �、�抗
战重要期刊内容提要 �两部分, 同时将那些重要期刊的篇目及介绍文字, 另做成电子图

书。电子光盘内容除了�抗战时期期刊索引总目 �、�抗战重要期刊内容提要 �两部分外,

还包括了更具学术价值的 �抗战重要期刊篇目索引 �。该书的 �前沿 �、�凡例 �和�后记 �,
将编撰该书的起因、思路和出版情况作了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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