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日战争与西南建设研讨会”在我校隆重举行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４—５ 日，“抗日战争与西南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师范大学召开。 此次研讨会由四川师范大学主办，
四川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四川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省级重点学科、四
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市历史学会承办。 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海波因特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西
南民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科技大学、重庆理工大学、四川文理学院、四川旅游学院、四川民族学院、甘肃省藏学研

究所、四川省阿坝师范学院、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馆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及我校有关部门和学院的师生

代表共 ７０ 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我校党委书记周介铭出席了大会开幕式，校党委副书记王万民主持了大会开幕式。
在研讨会开幕式上，我校党委书记周介铭在致辞中指出，抗日战争及抗战胜利是值得中国人民回顾和纪念的重大历

史事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世界文明的进步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

响，抗战历史是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民族记忆，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克服一切艰难险

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四川乃至西南地区是抗战的大后方、大基地、大熔炉，四川及西南各族民众为抗

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巨大贡献，抗日战争也为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的迅猛发展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使其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城市建设、社会风尚等方面获得明显发展与长足进步；我校的诞生与抗战时期东北大学的内迁有直接的联系，我
校历来重视党史、近代史、抗战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历来重视以纪念抗战胜利等纪念日活动为契机在师生中开展形式

多样的爱国主义和革命历史传统等教育实践活动。
开幕式后，与会专家学者和师生代表围绕四川抗战史、西南区域与中外抗战、四川抗战的历史思考、四川抗战与西南

社会发展、四川抗战历史文献的收集与整理、抗战期间西南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等议题进行了大会主题发言和分组讨

论。 其中，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何一民教授《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城市发展与特点》的报告，对抗战时期大后方城市发展

新态势、规律、动力机制与特点进行了讨论与归纳；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海波因特大学历史系邓鹏教授《被遗忘的盟邦———
西方观察家眼里的抗战陪都及国民党中国》的报告，对抗战时期西方观察者对当时中国抗战重心陪都及国民党中国的观

察进行了深入解读；我校曹成建教授《检举与报告：民国时期政府对四川哥老会的查禁》、黄天华教授《抗战时期四川政潮

迭起与蒋介石的因应（１９３７－１９４０）》以及南京大学邵玮楠博士《安内与攘外：抗战末期国民政府对新疆“三区革命”的因

应》的报告则对抗战时期的四川基层治理、四川政潮与蒋介石的应对、新疆“三区革命”等问题进行了个案考察，皆富有新

意。 此外，我校邓绍辉教授《设立国家纪念日的原因与意义》对中国人大常委会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８ 日通过设立的“抗战胜利

纪念日”（９ 月 ３ 日）、“抗战烈士纪念日”（９ 月 ３０ 日）、“南京大屠杀公祭日”（１２ 月 １３ 日）三个国家纪念日的设立原因与

意义进行了阐述。
时值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之际，四川师范大学高度重视相关纪念活动的开展。 此次研讨

会的举办，既是今年四川省内首次召开的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学术研讨会，也是我校纪念抗

战胜利 ７０ 周年的系列重要活动之一。 本次研讨会的相关成果，对于推进了抗战期间西南地区政治史、社会史、民族史等

领域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有助于学术界深化抗战史的专题研究、强化西南区域的特色研究，而且有利于国人

更好地牢记历史、珍惜和平、走向未来。 本次研讨会的相关成果，已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参会论文也将择优结集出版。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与档案信息中心左茜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