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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要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
创未来。
我们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抓住机遇，奋发图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
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同世界各国人民一
道，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笔者对中国抗战重庆陪都史的研究，始于15年前。
1990年8月，重庆市历史学会有一些老同志，他们经常一起协作攻关，撰写出了《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
》等专著。
笔者有幸成为他们培养的对象，不仅参与其中，而且还受到他们的重用。
1993年10月，由重庆市政协、重庆市党史学会、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重庆陪都史研究会等10
家单位联合发起，重庆大学主办，重庆钢铁集团总公司协办，召开了中国首届“重庆抗战陪都史国际
学术研讨会”。
笔者的文章不仅入选，而且还在大会上进行发言。
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重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决定编撰一套反映重庆抗战的丛书。
初定15本，后来增加1本，变为16本。
其中笔者和杨光彦（当时为西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历史系教授）、陈明钦（马列部主任）等接受了《
重庆国民政府》的编写任务。
经过艰苦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任务，得到了有关领导的好评。
1997年，笔者与杨光彦教授一起，又得到南开大学魏宏运教授主持的辽宁省九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
民国史纪事本末”（七卷本500万字）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下册的编撰任务。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也圆满完成了任务。
自那以后，笔者并没有放松在这方面的思考，相继写了一此文章。
    重庆抗战历史地位的内容是十分丰富而复杂的，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和之后又有较大变化。
改革开放前，中国抗战重庆历史地位研究几乎被视为“禁区”。
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界特别是重庆的史学工作者坚持“以史为鉴”，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对过去视为“禁区”的抗战历史特别是重庆国民政府历史的研究开始逐步涉猎，开辟了许多
研究新领域，涌现出了一些专家学者，发表和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繁荣了史学舞台。
    这种繁荣并没有结束，本书就是这繁荣的万花园中的一朵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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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国镛，男，1959年12月生，重庆市长寿区人。
西南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重庆市党史学会副会长、重庆市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会秘书长、重庆市历史学会副秘书长、
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中心”研究员。
1980年起先后就读和进修于西南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等，获历史学学士
学位、法学硕士学位。
先后在空军雷达学院、西南师范大学等单位任教并担任西南师范大学马列基础部副主任、经济政法学
院副院长、政法学院副院长等职务。
出版专著《中国抗战重庆陪都史专题研究》、《三代领导核心关于现代化建设思想比较研究》、《经
营谋略学概论》、《重庆国民政府》、《民国史纪事本末》（第六卷）等10余部；主编教材《“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专题解读》、《邓小平理论概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概论》等10余本；在《
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史学月刊》、《思想理论教育导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文）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先后被评为四川省、重庆市普通高等院校“两课”优秀教师、西南师范大学本科教学优秀教师等。
主持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等三项；先后获重庆市政府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重庆市教委优秀成果
一等奖等共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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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绪论　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一、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转变　二、中国社会政局的转变　三
、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关系的分化　四、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　五、从“千古罪人”到“千古
功臣”上编　第1章　重庆：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　　一、重庆政治地位的迅速提升　　二、重庆战
时首都地位的确立　　三、重庆战时首都地位的发展　第2章　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　　一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成立　　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建立　　三、打下外交工作的基础　　四、创
立红岩精神和影响陪都文化　第3章　重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政治舞台　　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
组织与形式　　二、协商谈判：国共合作的具体途径和形式　　三、军事上相互支持相互沟通　第4
章　重庆：周恩来外交谈判的“练兵场”　　一、周恩来抗战国共谈判实践　　二、周恩来抗战国共
谈判的艺术风格　　三、周恩来抗战国共谈判的理论经验　第5章　重庆：中国民主党派的摇篮　　
一、各民主党派的建立　　二、促进中国团结抗战　　三、促进民主宪政运动高涨　第6章　重庆：
台湾革命同盟会的主阵地　　一、台湾革命同盟会的组建过程　　二、台湾革命同盟会统一的原因　
　三、台湾革命同盟会的主要工作　　四、台湾革命同盟会的结束下编　　第7章　重庆：战时中国
军事指挥堡垒　第8章　重庆：远东战场的军事指挥基地　第9章　重庆：战时中国的外交平台　　
第10章　重庆：美国总统特使的实验地　第11章　重庆：战时中国经济的发展重心　第12章　重庆：
战时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中心结束语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共关系的政策策略主要参考书目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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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曾经有学者说重庆三次设都，三次直辖，笔者在1997年“20世纪中国社会史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
会”上，也曾使用过这样的观点。
但事后研究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春秋时期的所谓“国”与代表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的中央级政权、全国性的“王朝”是不能等
同的，我们通常所说的首都，是一个王朝、一个国家政权的所在地，而不是一个地方性政权的所在地
；第二，明玉珍所谓的“大夏”国，由于不是合法的，更不是全国性的，所以，也不能把当时的重庆
称为“首都”。
重庆真正成为全国性合法的政府所在地却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没有抗战，就没有重庆陪都，没有重庆
陪都，也就没有中国真正意义的抗战。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抛弃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
于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新的国民政府（史称南京国民政府）。
自那以后，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宣布以南京为首都，并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而先后择定和迁都他处。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挑起一二八事变，大举进攻上海。
同时，有数艘日本军舰，驶至南京下关江面，作种种战斗准备。
这样，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就受到直接的威胁。
当时南京的形势，据时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的陈公博回忆，“如果真是战争，南京确是危险的，只在
南京的下关，就泊有日本几条兵舰，把国民政府摆在日本炮火射程之内，岂不变了容易作城下之盟？
行政院一成立，即商议马上把政府迁洛阳”。
对于政府迁洛一事，在国民党的高层中虽有不同意见，但宋子文、蒋介石、汪精卫等人极力主张，终
于成行。
宋子文认为：“国民政府移驻中国历史上名都洛阳办公，系逻辑上必然之步骤。
在日本炮舰暴力威胁之下，任何政府必不能正当行使其职权。
”蒋介石在1月29日的日记中也称：“决心迁移政府，与倭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归罪于余一人
，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则随时遭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此害之大，远非
余一人获罪之可比⋯⋯”1月30日，在蒋介石等人的建议下，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汪精卫联合
签署了《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宣布：“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
决定移驻洛阳办公。
”次日，汪精卫在河南开封联欢社讲演时，又详细阐述了国民政府暂移洛阳办公的原因。
他说：“二十八日日本军舰驻泊下关者已有三艘，现在增至七艘，一旦启衅，供职于国民政府诸人生
命虽不足惜，其如政府机关不能完全自由行使职权，则全国政务便陷于无政府的状态，其贻祸国家，
宁可思议！
因为这样，我们终于决定将国民政府移至洛阳办公。
⋯⋯坦白些说，政府如果预备屈服于日本暴力之下，为城下之盟，则或者不会离南京；如果预备以最
大牺牲，为长期之抵抗，则必然将国民政府移至中原腹地。
因为如此，始能团结各种力量，以策应全国。
国民政府迁至洛阳办公，其最大精神即在于此。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国抗战重庆历史�>>

编辑推荐

　　抗战时期的重庆，其历史贡献不仅在于政治上是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还在于它是国共合作和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舞台，还在于军事上的坚持对日抗战，还在于重庆人民为支援抗战而贡献的人
力、物力、财力，乃至热血与生命，还在于抗日战争造就了重庆城市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的基础
⋯⋯《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国抗战重庆历史地位研究》作者立足于新世纪新时代的史学高度，通过解
决新形式下中国抗战重庆历史地位研究中的若干新问题，揭示近现代重庆历史发展的规律，使《为了
忘却的纪念：中国抗战重庆历史地位研究》框架体系独特，内容观点正确，语言文字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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