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
　
訊

2
2
2

抗日戰爭是一個關係當時中華民國國家

存亡，形塑後來國家發展，影響現今國際局

勢的決定性戰爭。抗戰距今逾 72載，已有
足夠的時間縱深去進行歷史反思，又由於近

年來史料大量開放，學術研究充分自由，研

究成果日益豐碩，因此重新檢視抗戰的歷史

意義、重寫抗戰史，成為學界共識。

2225年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72週
年，也是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 72週年，
國史館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立故

宮博物院等單位，於 7月 7至 2日在臺北共
同主辦「戰爭的歷史與記憶：抗戰勝利七十

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邀請國內及來自美

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波蘭、日

本、韓國、印度、澳洲、中國大陸、香港等

地的知名學者三百餘位，齊聚一堂；會中發

表五十餘篇論文，從政治、軍事、社會、經

濟、文化、思想、人物、性別、民族、國家

建構、區域研究、司法正義、國際關係等多

元面向，開發不同的新議題，較多元地探討

抗戰的歷史，重新回顧與省思戰爭的意義。

為讓國內外各界人士更加了解抗戰的歷

史意義，以及學界的研究重點和最新觀點，

國史館於會後將修訂後的論文分為「和與

戰」、「戰時政治與外交」、「戰爭中的人

與社會」、「戰後變局與戰爭記憶」四個主

題，編輯出版《戰爭的歷史與記憶》套書四

冊。

︽
戰
爭
的
歷
史
與

記
憶
︾
套
書
簡
介

許瑞浩  國史館修纂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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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與戰》

戰爭的發展，除了一些只可歸諸「命

運」的偶然因素外，就是一連串的理性抉

擇，例如如何在有利的時機和條件下決定發

動戰爭或避免戰爭、擴大戰爭或縮小戰爭、

持續戰爭或結束戰爭，且會不斷地因人、因

事、因時、因勢而改變。本書所收論文即在

探討抗戰爆發的遠因和近因、如何從短期的

局部對抗走向長期的全面戰爭、重要戰役的

經過、戰略和戰術的演變、決策人物的和戰

抉擇、戰爭的影響等問題。近年許多相關檔

案陸續開放，為研究提供許多新資料，從而

產生若干新觀點、新議題，本書文章即有探

討戰時日本人對中日戰爭的理解、國軍的指

揮權問題、游擊戰問題、共軍的發展策略及

其戰略，以及抗戰末期的發展對戰時及戰後

的中國和國際局勢的影響等，為抗戰史提供

更多元視角的論述。

二、《戰時政治與外交》

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其影響通常不會只

侷限在戰爭本身。抗日戰爭是二戰的一部

分，對中國及國際的影響層面既深且廣；再

者，中日之間進行的是一場總體戰，除了軍

事之外，還全面總動員，由於雙方的有形戰

力懸殊，中國所能發展及運用的無形戰力就

變得至關緊要，包括精神與決心的比拼、政

治和外交的運作等，都對戰爭發揮了關鍵作

用。尤其外交不啻是另一個重要戰場，中國

在戰時外交的努力，不僅取得國際盟友在政

治、經濟和軍事上的援助，幫助抗戰及二戰

勝利，且使國際地位大幅提升，也影響戰後

的國內政情與國際局勢。本書文章以世界史

視角來考察戰時的政治與外交，彰顯抗戰的

影響不僅止於國內，還對亞洲乃至世界產生

重大影響，如幫助朝鮮、印度等國獨立，以

及參與戰後國際秩序的重整與建立。另外還

探討侍從室、軍統局、貿易委員會、中國國

《戰爭的歷史與記憶（一）—和與戰》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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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黨的總裁制度和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戰時

保障人身自由法令與憲政發展、附日政權、

地方勢力等問題，有助於勾勒出在黨、政、

軍、經等方面戰時特殊體制的大致輪廓，及

其與國家發展的關係。

三、《戰爭中的人與社會》

戰爭的影響通常不止於政治與軍事，往

往擴及社會和文化等層面，而從各個面向的

分析、比較與討論，成為研究戰爭史的重要

取徑。另外，探討戰爭與人的關係，以及從

庶民角度或個人觀點來檢視或反映由戰爭

所形塑的時空結構和時代氛圍，也是近年戰

爭史研究中備受重視的一環。本書文章涉及

的領域相當廣，包括城市形象、地方草根階

層的區域研究、平民的集體死亡、洪災與飢

荒下的生態環境、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社

會福利、婦女問題與性別研究、知識分子、

戰時通俗知識生產與控制、文物遷移及維護

等問題，有些是以往史家較不常碰觸的。這

些新領域的研究成果，展現戰爭多元的樣

貌，也細膩刻劃出戰爭對人與社會的深刻影

響。

四、《戰後變局與戰爭記憶》

近年來，國內外的論著已越來越能理解

中國戰場在二戰及戰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與歷史定位。抗日戰爭對中國在當時及戰後

乃至今日帶來重大影響，塑造了戰後中國的

新局與困局，亦即雖使中國國際地位提升，

奠立強國基礎，然而卻因中共爭奪政權引發

內戰，使國家再陷戰火，從而喪失早日復興

的機會。另一方面，抗戰也對戰後的國際局

勢產生深遠影響，例如對亞洲秩序的重建、

地緣政治的形塑等，而其所遺留給當代東亞

的一些未竟問題則持續發酵，有些學者認為

二戰雖然離今愈遠，但其政治影響卻不減反

《戰爭的歷史與記憶（三）—戰爭中的人與社

會》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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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此外，對戰爭樣貌與經歷的重新描述、

對戰爭記憶的重新反思，以及對戰爭價值的

重新衡量，也都是學界愈來愈重視的問題。

以上皆是本書文章的主題，對於戰爭本身的

重新省思，及對抗戰史研究的重新檢視和拓

展，都甚具參考價值。

這套書採取新的視角，尤其從國際角

度、人和社會的角度來看抗日戰爭，不僅探

討抗戰對國內和戰時的影響，也重視其對戰

後及國際的影響。這套書探討的範疇超越了

軍事史、政治史、外交史的論述模式，而擴

及社會、文化等層面。國際學界對戰爭研究

的新視角，一定會對抗戰史的意義有新的發

現、新的詮釋。希望由於本書的出版，能引

起各界對抗戰史更多的關注與迴響，一起從

更客觀多元的新角度、新領域和新議題來探

討抗戰的歷史真相及時代意義。

蔣中正總統檔案—

事略稿本（1）~（82）
民國 16年 1月至 38
年 12月
全套出版完畢

內含蔣中正在中國大陸時期的函

電、命令、文告與日記文稿的摘

抄，完整記錄蔣氏在中國大陸的崛

起、北伐、剿匪、抗日、國共內戰

及其帶領中國逐步走向現代化的完

整歷程。

訂購詳見「國史館出版品訂購處」

（頁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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