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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总 � 论

笔谈�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 步 � 平 � 何 � 理 � 胡德坤 � 李文海 � 林晓光 � 王建朗 � � �⋯⋯⋯⋯⋯⋯⋯⋯⋯⋯⋯

王晓秋 � 徐建新 � 杨奎松 � 臧运祜 � 章百家 � 张海鹏 � 1 期

笔谈� 抗日战争与论陷区研究 荣维木 � 王续添 � 江 � 沛 � 陆发春 � 翁有为 � � �⋯⋯⋯⋯⋯⋯⋯⋯⋯⋯⋯⋯⋯

张 � 生 � 曹必宏 � 徐志民 � 刘 � 萍 � 丁贤勇 � 潘国旗 � 李淑娟 � 高晓燕 � 车霁虹 � 李 � 倩

张 � 正 � 刘 � 敏 � 张 � 丽 � 郭常英 � 张 � 艳 � 曲广华 � 王宏斌 � 袁成毅 � 李学通 � 1 期

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量化 问题 袁成毅 � 1 期⋯⋯⋯⋯⋯⋯⋯⋯⋯⋯⋯⋯⋯⋯⋯⋯⋯⋯⋯⋯⋯⋯⋯⋯⋯⋯

二 � 日本侵华

日本东洋拓植株式会社在伪蒙疆的经营计划及活动述论 丁晓杰 � 1 期⋯⋯⋯⋯⋯⋯⋯⋯⋯⋯⋯⋯⋯⋯⋯⋯⋯⋯

伪满洲国家的�国家祭祀 及其日本化 智利疆 � 1 期⋯⋯⋯⋯⋯⋯⋯⋯⋯⋯⋯⋯⋯⋯⋯⋯⋯⋯⋯⋯⋯⋯⋯⋯⋯⋯

日本北进、南进战略演进过程述考 李小白 � 周颂伦 � 1 期⋯⋯⋯⋯⋯⋯⋯⋯⋯⋯⋯⋯⋯⋯⋯⋯⋯⋯⋯⋯⋯⋯⋯⋯

日本特高课述论 米彦军 � 2 期⋯⋯⋯⋯⋯⋯⋯⋯⋯⋯⋯⋯⋯⋯⋯⋯⋯⋯⋯⋯⋯⋯⋯⋯⋯⋯⋯⋯⋯⋯⋯⋯⋯⋯⋯

二战期间日军战俘管理制度研究 ! ! ! 以日军沈阳盟军战俘营为中心 王铁军 � 2 期⋯⋯⋯⋯⋯⋯⋯⋯⋯⋯⋯⋯⋯

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 ! ! !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的学术对话 张连红 � 4 期⋯⋯⋯⋯⋯⋯⋯⋯⋯⋯⋯⋯⋯⋯⋯⋯⋯

� 日中共同历史研究 之回顾 ! ! ! 以南京事件为主体 ∀日#庄司润一郎 � 4 期⋯⋯⋯⋯⋯⋯⋯⋯⋯⋯⋯⋯⋯⋯⋯⋯

国际历史对话与南京大屠杀研究 杨大庆 � 4 期⋯⋯⋯⋯⋯⋯⋯⋯⋯⋯⋯⋯⋯⋯⋯⋯⋯⋯⋯⋯⋯⋯⋯⋯⋯⋯⋯⋯

日中历史共同研究与南京大屠杀论争在日本的终结 ∀日#笠原十九司 � 4 期⋯⋯⋯⋯⋯⋯⋯⋯⋯⋯⋯⋯⋯⋯⋯⋯

日据台湾时期警察对原住民的绥抚与镇压 李 � 理 � 4 期⋯⋯⋯⋯⋯⋯⋯⋯⋯⋯⋯⋯⋯⋯⋯⋯⋯⋯⋯⋯⋯⋯⋯⋯

抗战时期日本对山西工矿业的掠夺与破坏 岳谦厚 � 田 � 明 � 4 期⋯⋯⋯⋯⋯⋯⋯⋯⋯⋯⋯⋯⋯⋯⋯⋯⋯⋯⋯⋯

日军占领下的上海媒体文化的转变( 1937! 1945) ∀韩#陈细晶 � 4 期⋯⋯⋯⋯⋯⋯⋯⋯⋯⋯⋯⋯⋯⋯⋯⋯⋯⋯⋯

论伪维新政府统治环境的脆弱 ! ! ! 基于�维新政府殉难先烈题名录 的考察 刘 � 霆 � 4 期⋯⋯⋯⋯⋯⋯⋯⋯⋯⋯

三 � 政治军事

关于西南联合大学战时从军运动的考察 闻黎明 � 3 期⋯⋯⋯⋯⋯⋯⋯⋯⋯⋯⋯⋯⋯⋯⋯⋯⋯⋯⋯⋯⋯⋯⋯⋯⋯

抗战末期的� 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述评 孙玉芹 � 刘敬忠 � 3 期⋯⋯⋯⋯⋯⋯⋯⋯⋯⋯⋯⋯⋯⋯⋯⋯⋯⋯⋯⋯

论三青团对浙江地方基层政治的影响 杨焕鹏 � 3 期⋯⋯⋯⋯⋯⋯⋯⋯⋯⋯⋯⋯⋯⋯⋯⋯⋯⋯⋯⋯⋯⋯⋯⋯⋯⋯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监犯调服军役 赵金康 � 3 期⋯⋯⋯⋯⋯⋯⋯⋯⋯⋯⋯⋯⋯⋯⋯⋯⋯⋯⋯⋯⋯⋯⋯⋯⋯⋯⋯

中共敌后战场的抗战与日本�治安战 的失败 胡德坤 � 3 期⋯⋯⋯⋯⋯⋯⋯⋯⋯⋯⋯⋯⋯⋯⋯⋯⋯⋯⋯⋯⋯⋯⋯

收复台湾辨析 褚静涛 � 4 期⋯⋯⋯⋯⋯⋯⋯⋯⋯⋯⋯⋯⋯⋯⋯⋯⋯⋯⋯⋯⋯⋯⋯⋯⋯⋯⋯⋯⋯⋯⋯⋯⋯⋯⋯⋯

1943 年陕甘宁边区停止援用六法全书之考察 ! ! ! 整风、审干运动对边区司法的影响 胡永恒 � 4 期⋯⋯⋯⋯⋯⋯

∃毛泽东等关于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争取时局好转的佳电%的时间考证 陈 � 标 � 4 期⋯⋯⋯⋯⋯⋯⋯⋯⋯⋯⋯⋯⋯

四 � 经济社会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食统制 陈 � 雷 � 1 期⋯⋯⋯⋯⋯⋯⋯⋯⋯⋯⋯⋯⋯⋯⋯⋯⋯⋯⋯⋯⋯⋯⋯⋯⋯⋯⋯⋯⋯⋯

国民政府与抗战时期的职业介绍 江红英 � 1 期⋯⋯⋯⋯⋯⋯⋯⋯⋯⋯⋯⋯⋯⋯⋯⋯⋯⋯⋯⋯⋯⋯⋯⋯⋯⋯⋯⋯

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民船征用问题 潘前芝 � 1 期⋯⋯⋯⋯⋯⋯⋯⋯⋯⋯⋯⋯⋯⋯⋯⋯⋯⋯⋯⋯⋯⋯⋯⋯⋯⋯

抗战期间华侨与国内的垦殖事业 贺金林 � 1 期⋯⋯⋯⋯⋯⋯⋯⋯⋯⋯⋯⋯⋯⋯⋯⋯⋯⋯⋯⋯⋯⋯⋯⋯⋯⋯⋯⋯

地权、佃权、民众动员与减租运动 ! ! ! 以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运动为中心 黄正林 �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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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租减息与抗日根据地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 ! ! ! 以淮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 李柏林 � 2 期⋯⋯⋯⋯⋯⋯⋯⋯⋯⋯

试析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众的负担及地区政府减轻民众负担的措施 李建国 � 2 期⋯⋯⋯⋯⋯⋯⋯⋯⋯⋯⋯⋯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农田水利建设 牛建立 � 2 期⋯⋯⋯⋯⋯⋯⋯⋯⋯⋯⋯⋯⋯⋯⋯⋯⋯⋯⋯⋯⋯⋯⋯⋯⋯⋯⋯⋯

抗战时期西北农民银行的农贷 王志芳 � 2 期⋯⋯⋯⋯⋯⋯⋯⋯⋯⋯⋯⋯⋯⋯⋯⋯⋯⋯⋯⋯⋯⋯⋯⋯⋯⋯⋯⋯⋯

试析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三农 问题与政府对策 史新恒 � 夏松涛 � 2 期⋯⋯⋯⋯⋯⋯⋯⋯⋯⋯⋯⋯⋯⋯⋯⋯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银行监理体制探析 王红曼 � 2 期⋯⋯⋯⋯⋯⋯⋯⋯⋯⋯⋯⋯⋯⋯⋯⋯⋯⋯⋯⋯⋯⋯⋯⋯⋯

战时国民政府棉田征实制度研究 郝银侠 � 2 期⋯⋯⋯⋯⋯⋯⋯⋯⋯⋯⋯⋯⋯⋯⋯⋯⋯⋯⋯⋯⋯⋯⋯⋯⋯⋯⋯⋯

论战时民营工厂内迁中的国民政府与企业主 江满情 � 2 期⋯⋯⋯⋯⋯⋯⋯⋯⋯⋯⋯⋯⋯⋯⋯⋯⋯⋯⋯⋯⋯⋯⋯

江西公路与东南抗战 游海华 � 3 期⋯⋯⋯⋯⋯⋯⋯⋯⋯⋯⋯⋯⋯⋯⋯⋯⋯⋯⋯⋯⋯⋯⋯⋯⋯⋯⋯⋯⋯⋯⋯⋯⋯

抗日战争时期江西工业发展考察 刘义程 � 3 期⋯⋯⋯⋯⋯⋯⋯⋯⋯⋯⋯⋯⋯⋯⋯⋯⋯⋯⋯⋯⋯⋯⋯⋯⋯⋯⋯⋯

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省赈济会的难民救济活动及其社会影响 周术槐 � 3 期⋯⋯⋯⋯⋯⋯⋯⋯⋯⋯⋯⋯⋯⋯⋯⋯⋯

权力与监督:抗战时期四川县长权责的扩增与民意的运用 黄小彤 � 3 期⋯⋯⋯⋯⋯⋯⋯⋯⋯⋯⋯⋯⋯⋯⋯⋯⋯⋯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商业兴存考析 魏建克 � 高尚斌 � 4 期⋯⋯⋯⋯⋯⋯⋯⋯⋯⋯⋯⋯⋯⋯⋯⋯⋯⋯⋯⋯⋯

试析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中西医结合 温金童 � 4 期⋯⋯⋯⋯⋯⋯⋯⋯⋯⋯⋯⋯⋯⋯⋯⋯⋯⋯⋯⋯⋯⋯⋯⋯⋯

五 � 文化教育

调适、规划与重建: 抗战时期的中华基督教教育会 张龙平 � 3 期⋯⋯⋯⋯⋯⋯⋯⋯⋯⋯⋯⋯⋯⋯⋯⋯⋯⋯⋯⋯⋯

1940 年代川西羌族地区的教会教育 ! ! ! 以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为例 汪洪亮 � 3 期⋯⋯⋯⋯⋯⋯⋯⋯

六 � 人物研究

论蒋经国� 建设新赣南 的社会救济 方世藻 � 1 期⋯⋯⋯⋯⋯⋯⋯⋯⋯⋯⋯⋯⋯⋯⋯⋯⋯⋯⋯⋯⋯⋯⋯⋯⋯⋯⋯

蒋介石与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对日和战态度 ! ! ! 以名人日记为中心的比较研究 吴景平 � 2 期⋯⋯⋯⋯⋯⋯⋯⋯⋯

汪精卫是死于上海吗? ! ! ! 与吴越先生商榷 闻少华 � 2 期⋯⋯⋯⋯⋯⋯⋯⋯⋯⋯⋯⋯⋯⋯⋯⋯⋯⋯⋯⋯⋯⋯⋯

抗战初期薛暮桥对乡村社会农民动员的历史认识 陆发春 � 3 期⋯⋯⋯⋯⋯⋯⋯⋯⋯⋯⋯⋯⋯⋯⋯⋯⋯⋯⋯⋯⋯

七 � 战争遗留问题研究

1946 年沈阳地区日侨俘遣返始末 张志坤 � 关亚新 � 3 期⋯⋯⋯⋯⋯⋯⋯⋯⋯⋯⋯⋯⋯⋯⋯⋯⋯⋯⋯⋯⋯⋯⋯⋯

八 � 书 � 评

宏观视野下的精细之作 ! ! ! 简评∃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 宋志勇 � 1 期⋯⋯⋯⋯⋯⋯⋯⋯⋯⋯⋯⋯⋯⋯⋯⋯

他者瞳孔中的自我 ! ! ! 评∃日本� 帝国 的学知: 亚洲地区研究% 朱佩禧 � 2 期⋯⋯⋯⋯⋯⋯⋯⋯⋯⋯⋯⋯⋯⋯⋯⋯

日本学者眼中的日军性暴力问题

! ! ! ∃发生在黄土村的日军性暴力 ! ! ! 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读后 刘 � 萍 � 2 期⋯⋯⋯⋯⋯⋯⋯⋯⋯⋯⋯

九 � 综 � 述

� 台湾殖民地史学术研讨会 综述 冯 � 琳 � 1 期⋯⋯⋯⋯⋯⋯⋯⋯⋯⋯⋯⋯⋯⋯⋯⋯⋯⋯⋯⋯⋯⋯⋯⋯⋯⋯⋯⋯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惩治汉奸研究综述 潘 � 敏 � 3 期⋯⋯⋯⋯⋯⋯⋯⋯⋯⋯⋯⋯⋯⋯⋯⋯⋯⋯⋯⋯⋯⋯⋯⋯⋯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65 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 � 鑫 � 罗存康 � 3 期⋯⋯⋯⋯⋯⋯⋯⋯⋯⋯⋯⋯⋯⋯⋯⋯

海峡两岸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仲明 � 3 期⋯⋯⋯⋯⋯⋯⋯⋯⋯⋯⋯⋯⋯⋯⋯⋯⋯⋯⋯⋯

1990 年以来中国大陆的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述评 崔军伟 � 毛文君 � 4 期⋯⋯⋯⋯⋯⋯⋯⋯⋯⋯⋯⋯⋯⋯⋯⋯⋯

2009 年中日关系史研究述评 荣维木 � 高士华 � 4 期⋯⋯⋯⋯⋯⋯⋯⋯⋯⋯⋯⋯⋯⋯⋯⋯⋯⋯⋯⋯⋯⋯⋯⋯⋯⋯

2009 年抗日战争史论文目录索引 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 �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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