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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9月29日, 由北美�日本侵华研究学会�、北京大学历

史系、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等单

位联合主办的�抗日战争遗留问题与中美日关系暨在美国兴建日

军侵华浩劫纪念馆研讨会�, 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召开。来自美国、
香港、大陆的专家学者及 5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就抗日战争遗

留问题,战后中美日关系,在美兴建日军侵华浩劫纪念馆等主题进

行了深入的讨论。

一,关于抗日战争遗留问题

吴天威在发言中指出,关于日本的战争赔偿与战争责任问题

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研究日本侵略罪行不完全是为了要求

日本赔偿,也是为了维护历史真相。王选介绍了细菌战受害诉讼

判决的情况。她强调,赔偿和战争责任不是同一概念, 战争责任里

包括战争赔偿。卞修跃认为,谴责日军暴行,为受难者伸张正义,

这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问题, 而是人类正义的一种体现。

刘述礼认为,解决战争责任问题需要经过长期复杂的斗争, 而

不管结果如何, 斗争的过程本身就带有维护历史真相的意义。张

振昆鸟呼吁要加强对日本为侵华战争辩解的动向的了解, 包括出版

等情况,及时地做出报道。蒋立峰认为, 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 只

有中日两个国家的学者都从事这个方面的研究,才有意义。

简兆平指出,中日美三国政府在日本战后遗留问题上, 应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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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各自的贡献。臧运祜

认为,在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时,应该同样追究美国在战后处理战

后问题时所负有的责任。熊玮认为, 美国在二战遗留问题上袒护

日本的外交政策,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臧英年提出遗留问题中造

成了中国至今的两岸的分裂局面, 这是一直值得重视的问题。

二,战后中美日关系

李锐指出,中日关系分为官方和民间两大系统, 有积极的一

面。对中日关系要慎重处理, 虽然中日的经贸关系非常密切,但应

该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蒋立峰认为, 澄清历史对于中日关系

的发展有关键性的作用, 中日关系应该围绕双方发展共同的利益

这一中心来开展工作,加强合作,使中日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张

振昆鸟指出,抗日战争的遗留问题是困扰中日关系的主要问题。为

了解决这些问题,中日双方的正义人士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取得了

一定的进展。但尚须进一步的研究。白竟凡从政治、经济、军事装

备等方面论证了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极大危险。臧运祜指出, 要

重视美国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作用。简兆平也指出中美日关系

应该是和好的, 而不是交恶的,日本政府应该勇敢承担自己的战争

责任,向亚洲各国人民谢罪。

鞠德源指出,应重视对钓鱼岛问题的研究,简兆平批判了李登

辉最近公开宣称钓鱼岛系日本领土的言论,指出钓鱼岛历来是中

国领土是不容争议的,它的妥善解决有利于中美日三国关系的正

常发展。

三,关于在美国兴建日军侵华浩劫纪念馆

熊玮介绍了在美兴建日军侵华浩劫纪念馆的情况。她指出,

一年多来纪念馆成功的组织了很多活动,如去年在旧金山的图片

展、关于日美旧金山和约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刘述礼指出,在美国建立日军侵华暴行纪念馆,能够让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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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了解日军的侵华暴行, 了解中国人民在二战中所做出的贡献, 对

中美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王晓秋指出,现在强调的�以史为鉴�,

并不是单纯要回头看, 更重要的是要面对未来, 要避免悲剧的重

演。吴天威现在美国倡议建立日军侵华浩劫纪念馆,非常必要, 这

对以史为鉴,击破日本篡改历史的阴谋,都是有巨大的作用的。

(徐  锋  史  楠)

(责任编辑:李仲明)

∀细菌战#

  2002年 7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步平、辛培林

主编的∀日本侵华新罪证系列丛书#之一种,由杨玉林、辛

培林主编的∀细菌战#, 36万字。该书从日本帝国主义实

施细菌战的准备、实验、实战的三个阶段, 揭露了日军七

三一部队等细菌部队侵华战争时期在中国东北、华北、东

南等地用细菌武器、各种实验残害中国军民的野蛮罪行。

并首次披露了有 2000多人的∀日军细菌战人员人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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