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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4月11日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创建90周年纪念日，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上海韩国临时政府旧
址管理处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韩国》编辑部为此隆重举行国际学术会议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上海，与上海结下不解之缘。
上海既是临时政府精心选择的诞生之地，也是该政府历经曲折的磨难之地和重振雄风的发祥之地，更
是该政府踏上归国之路的启程之地，还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归国后该政府驻华代表团在中国活动的中
心之地。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华活动27年，在上海生存和活动的时间长达13年之久，几近一半。
石源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序》，载上海市政协文史数据委员会与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
府旧址管理处合编《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上海市文史资料编辑部，1997，第1～4页。
上海在韩国独立运动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自1990年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接待客人以来，1990年，上海嵩山路街道建立旧址文物保护管理
所，开始接待客人。
1993年，正式成立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管理处。
默默无闻的上海马当路306弄4号一下子热闹起来，差不多每位来到上海的韩国人都要到此“朝圣”，
缅怀先烈们为韩国独立复国所进行的艰苦斗争，相当多的韩国人则是专程来到上海参观临时政府旧址
。
“不到马当路，就不算到过上海”成为到上海访问的韩国政治家、政府官员、学者、商人、旅游者乃
至青年学生的共识。
截至2008年底，该旧址管理处先后接待了卢泰愚、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4任韩国总统和2任前总统
、5任国会议长、2任国务总理，参观者达271万人次，若不计重复参观，每20位韩国人中就有1位参观
过旧址。
姚婷婷：《百年石库门千载民族魂——纪念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90周年》，载复旦大学等主办《大
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9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海，2009年4月10～11日，第377页。
几乎所有的韩国中央部院以上的政要、地方道府官员，以及韩国政党、财团、军界、文艺界、体育界
、宗教界等著名人士都参观过旧址，其中不乏独立运动家的亲属、后裔。
旧址不仅成为上海的热门旅游景点，而且也成为中韩两国友好关系的历史见证和联系窗口，被韩国朝
野视为韩国民族革命的“圣殿”，在中韩友好交流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因此，在上海举行纪念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创建90周年是一个适宜之举，具有重要意义。
韩国独立运动在世界现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既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及其最终胜
利的标志之一，也是世界民族主义战胜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世界民主主义战胜
封建主义的历史性胜利。
它与中国的密切关系超越中韩关系的一般意义，影响了东北亚乃至世界的和平和安全，也成为战后世
界冷战格局形成与升级的重要原因等。
石源华：《纪念韩国独立光复60周年感言——论韩国独立运动在世界现代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载复
旦大学《韩国研究论丛》第1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1～10页。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韩国独立运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具有三重历史意义：从民族主义角度看，它是
韩国反日独立运动的体现、旗帜和象征；从民主主义角度看，它反映了韩国人民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和
建立新型社会的期待、选择和试验；从中韩关系角度看，它是中国人民援助韩国独立复国斗争的重要
载体、对象，也是中韩友好的表现。
在中国，对于韩国独立运动史的研究兴盛于中韩建交前后，对于推动两国建交和相互关系的发展起了
十分积极的作用。
值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90周年之际，进一步深入研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及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
关系的种种问题，不仅对于推进中韩关系史、韩国近现代史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的研究具有重要
意义，更对推动当今的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尤其是在近年来中韩两国民间在若干历史问题上频频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近代中韩两国人民共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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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的共同经历以及战斗情谊，将成为奠定和发展中韩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政治资源、
历史背景和发展动力。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自1992年10月成立以来，对韩国独立运动，尤其是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研究
作为中心的主要工作和重点研究项目，先后举办过七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
它们分别是1995年由中心和韩国民族运动史研究会联合举办的“韩国独立运动研究国际学术会议”，
由中心与韩国现代史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韩国》编辑部联合举办的“纪念韩国独立光复50
周年国际学术会议”，1999年由中心主办的“纪念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8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
，2002年由中心主办的“申圭植与中韩关系国际学术会议”，2006年由中心主办的“金九与中韩关系
国际学术会议”，2008年由中心主办的“朝鲜义勇队创建7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以及2009年由中心与
上海韩国临时政府旧址管理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韩国》编辑部联合主办的“纪念大韩民国临时
政府成立9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
前四次国际学术会议的优秀论文已分别选编结集出版，它们是《韩国独立运动血史新论》（石源华主
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二十七年血与火的战斗——纪念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80周年论文
集》（石源华主编，沈民和、贝民强副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申圭植、闵弼镐与韩中关
系》（金俊烨、石源华合编，韩国罗南出版社，2003）。
这些论文集集中反映了中韩学者新的研究成果，对于深入研究韩国独立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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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韩建交前后，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的研究在中国大地蓬勃兴起，对于推动中韩建交和互
相关系的发展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本书集中了中韩两国高层学者有关韩国独立运动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双方合作研究的良好成果和
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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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源华，江苏无锡人。
现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韩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中
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副会长、韩国国会图书馆谘询顾问、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特
聘研究委员、韩国国家报勋处特聘研究委员、韩国大陆战略研究所特聘会员等。
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韩国独立运动史、朝鲜半岛与东北亚国际关
系史等。
著有《中华民国外交史》、《近代中国周边外交史论》、《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中国共产党与
韩国独立运动关系纪事》、《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史论》、《中韩文化协会研究》、《韩国独立运动与
中国关系论集》、《金若山将军传》、《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研究》等，主编有《韩国独立
运动血史新论》、《冷战以来的朝鲜半岛问题》、《东北亚国际关系30年》、《韩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与新探》、《韩国独立运动党派与社团研究》等，发表论文140余篇。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韩国独立运动研究新探>>

书籍目录

序言纪念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创建9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层异动及其生态变化　
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三大历史意义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韩国光复军在韩国民族运动史上的地位　
大韩帝国皇室独立意志探讨　金九特务队研究　朴殷植与韩国独立运动——纪念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
立90周年暨朴殷植诞辰150周年　李东宁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关系　重庆时期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外
长赵素昂　李承晚委任统治外交探析　论金元凤韩国独立运动的思想路线　一位韩国独立运动活动家
在中国——柳子明与上海立达学园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为何以上海为驻地　试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
上海的宣传活动　百年石库门千载民族魂——从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见韩国独立运动精神　
论20世纪30年代韩国独立运动在南京的军事人才培养活动　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国广东护法政府
的关系　论重庆时代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战后武汉地区韩人集中遣返过程初探　试论朝鲜民族革命
者在中国东北抗日斗争中的　“双重使命”及其历史地位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抗日复国宣传活动述评
　“九一八”事变前后《申报》对韩国救亡运动的同情与支持　战时联合国首脑会谈中的韩半岛问题
——从信托统治案到三八线划定　对《朝鲜总督府禁止单行本目录》的分析研究　“金九与中韩关系
”国际学术研讨会金九与中国国民党交往述论　金九与中国共产党　金九与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左翼派
别的关系　金九在上海的活动述论　论金九与重庆时代的抗日复国独立运动　《新华日报》有关金九
报道述评　金九的民族主义思想与韩国独立运动——读金九自叙传《白凡逸志》　金九与大韩民国临
时政府驻华代表团纪念朝鲜义勇队创建7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　朝鲜义勇队的产生与发展　朝鲜义勇队
内部党派及组织系统沿革　朝鲜义勇队的抗日活动及其历史作用　论朝鲜义勇军与中国共产党　朝鲜
义勇队与中国国民党　朝鲜义勇队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将军在中国　中国境内
韩国独立运动的重要史料《东方战友》　朝鲜义勇队与日本战俘团体关系研究　1945年10月朝鲜义勇
军先遣纵队入朝及其受挫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韩国独立运动研究新探>>

章节摘录

插图：（一）继承抗日武装斗争，创建韩国光复军韩国光复军是韩国临时政府以国家军队形式建立起
来的武装组织。
早在1919年12月，韩国临时政府就制定了大韩民国陆军临时军制和大韩民国陆军临时军区制等，开始
有计划地创建军队，试图组织武装势力，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独立斗争。
但是，由于建军所需的人力资源与财政资源没有保证，该计划一直被搁置。
临时政府正式推动建军的契机，始于中日战争的爆发。
1937年7月。
中国发动全面抗战，临时政府随即在军务部下，新设军事委员会。
任命曾在满洲地区组织过独立军开展过抗日武装斗争的柳东说、李青天、玄益哲、金学奎等军事人才
为委员，专门负责临时政府的军事政策与军事活动。
①军事委员会创建后，军队编制成为，临时政府的当务之急。
在临时政府确定的基本方针中，首要的课题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200名军官，组成一个联队的武装
组织。
之后，临时政府一路经过长沙、广州、柳州、綦江等地，于1940年9月到达重庆并安顿下来。
在重庆安顿好后，临时政府着手的第一件任务就是创建军队。
建军工作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
第一是兵员的募集。
临时政府向当时的抗日前线西安派遣了军事特派团，命令他们进入日军占领地，招募韩人青年。
另外，临时政府也招募了不少从中国各级军官学校毕业后在中国军队中服役的韩人青年。
第二是向美洲侨胞申请财政援助。
建军工作需要大量的财力支持，，临时政府加强了向美洲侨胞请求财政支持的工作，得到了美洲侨胞
的大力支援。
美洲国民会与《新韩民报》开展了“有力出力，有钱捐钱”的募集活动。
第三是以中国政府为对象，开展军队编制的交涉工作。
在中国领土上组建军队，当然需要得到中国当局的谅解。
临时政府以组建光复军开展抗日斗争有利于中国抗战为由，与中国政府积极交涉，并提出了光复军编
制的计划，得到蒋介石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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