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議  程 

 

1 
 

「國共關係與中日戰爭」國際學術研討會 

KMT - CCP Relations and Sino-Japanese War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November 1 - 3, 2013 

議  程 

11 月 1 日（五） 

時間 議程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08:20 

∣ 

08:50 

報  到 

08:50 

∣ 

09:00 

開 幕 式 

09:00 

∣ 

10:00 

專題演講 

陳永發（中央研究院院士、本所特聘研究員） 

茶敘 

10:20 

∣ 

12:10 

第一場 

戰前中日 

外交與學術

交流 

張玉法 

劉 傑 

書面發表
1930 年代的中日外交交涉與「防共」問題 

黃自進 
蔣介石的對日戰略：以反共為結盟訴求的探

討（1933-1935） 

林志宏 
戰前中日學術交流的一側面：「滿蒙」課題

及其論爭 

午餐 

13:30 

∣ 

15:30 

第二場 

國共關係與

國際互動 

王建朗 

波多野 

澄 雄 

国共対立と日本―戦争末期の「容共」をめ

ぐる葛藤 

朱浤源 從歷史相對性看李友邦與抗戰 

吳啟訥 

在 民 族 、 國 家 、 信 仰 與 戰 爭 之 間 ─

1930-1940 年代青海穆斯林馬家軍與中共、

日本和蘇聯的軍事衝突 

茶敍 

15:50 

∣ 

17:00 

第三場 

戰略與外交
朱浤源 

森靖夫 国家総力戦としての日中戦争 

林泉忠 開羅會議與琉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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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 日（六） 

 議程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08:30 

∣ 

08:50 

               報到 

08:50 

∣ 

10:00 

第四場 

蔣介石的 

政治謀略 

久保亨 
金以林 蔣介石與政學系 

王震邦 蔣介石與《中國之命運》 

茶敍 

10:20 

∣ 

12:10 

第五場 

國共的合作
陳三井 

西村成雄
中華民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民參政會

──從「黨治」到「憲政」的摸索 

李盈慧 
抗戰初期 國共兩黨 在香港的 競爭與合作

─兼論宋慶齡的角色 

楊天石 
蔣何以邀毛，毛何以應邀？─以美蘇兩強

與重慶談判的關係為重點 

午餐 

13:40 

∣ 

15:30 

第六場 

國共的對抗
劉維開 

黃道炫 抗戰初期中共在華北的進入和發展 

楊奎松 

抗戰期間國共兩黨在敵後農村的較力─

以晉東南敵後農村中國共力量消長為考察

物件 

張 力 抗戰勝利前夕的國共浙西之戰 

茶敍 

15:50 

∣ 

17:40 

第七場 

國共的 

軍事戰略 

陳紅民 

林桶法 
國共報紙對長沙會戰的敘述－兼論抗戰史

研究的一些問題 

經盛鴻 中國地理與國共抗日軍事戰略論析 

王奇生 
抗戰時期國軍的特質與困境－－國軍高層

內部的自我審視與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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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 日（日） 

 議程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08:30 

∣ 

08:50 

報到 

08:50 

∣ 

10:40 

第八場 

戰時外交 
西村成雄 

李君山 
從「親英聯美」到「聯蘇制日」─1937 年

孔祥熙出訪之探討 

久保亨 
蘇俄在戰時中國：重慶國民政府經濟專家眼

中的蘇聯經濟 

陳謙平 開羅會議與戰後東亞國際秩序的重構 

茶敍 

11:00 

∣ 

12:10 

第九場 

蔣介石的 

黨政工作 

楊天石 
張瑞德 侍從室與戰時中國的黨政決策（1933-1945）

陳紅民 抗戰期間蔣介石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述論 

午餐 

13:40 

∣ 

15:40 

第十場 

日本的中共

認知與對策

陳謙平 

戶部良一 日本陸軍の中国共産党観 

曹大臣 
佐野學關於中國革命運動的觀察與思考

（1922-1937） 

鹿錫俊 日本因素在戰後中共控制區的地位與效用 

茶敍 

16:00 

∣ 

17:50 

綜合討論 

引言人：呂芳上（國史館館長） 

與談人：張玉法、王建朗、楊天石 

   波多野澄雄、黃自進 

17:50 

∣ 

18:00 

閉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