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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略的中国:
30年来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日战争叙事

张 利 娟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610066)

  摘要:选择1991年至今出版的英国历史教科书,对其中的中日战争叙事内容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中日战争在

大多数英国历史教科书中处于被弱化的地位,中国被忽略。具体表现有三: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日战争内容所

占教科书整体内容比例很低;教科书对于南京大屠杀描述不足;教科书认为国民党依靠外援抵抗日军,其在二战中

贡献甚小。英国历史教科书通过对中日战争的选择性叙述,形成西方意识形态规约下的中日战争历史叙事,教科

书无论是在时间维度上还是在文本内容选择中都施展着其可能的叙事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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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问题本质上说是意识形态问题。借助教科书的历史叙事,编者有选择性地告诉人们有关自身和

他者的历史,以达成特定的政治目的。近年来,学界对国外历史教科书如何描写中日战争进行了研究,涉及

到美国、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教科书,但英国教科书不在其讨论之列。① 国内虽有少量论文对英国

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内容进行研究,但是选择的教科书样本少且未专门对中日战争进行论述。② 故本文选

择1991年至今的英国历史教科书,对其中的中日战争叙事进行研究,以管窥他人如何审视中国抗日战争的

历史,洞悉历史教科书中的他者视角和自身视角,以填补学界研究空白,并为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而努力。
需要说明的是,英国历史教科书将中日两国之间发生的战争称之为(中日战争)(theSino-Japanese

war),这是站在英国第三方角度的提法。国内常用的“抗日战争”称谓是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即中国人民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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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详见:施诚《美国大学世界通史教材对中国抗战的叙述》,《历史教学问题》2015年第4期;诺维科夫、俞紫梅《当代俄罗斯中学历史教科书的

编写与中国抗战的叙述》,《历史教学问题》2015年第5期;孙岳《美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中日战争》,《历史教学问题》2015年第5期;赵亚

夫、张汉林《评现行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中日战争的叙事》,《历史教学问题》2015年第6期;杨彪《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抗战》,
《历史教学问题》2015年第6期;刘文明、彭鹏《中国抗战被缺席:澳大利亚中学历史教材中的二战与中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7年第2期等等。
详见:段艳肖《英国中学历史教科书有关中国历史内容的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陈强《英国高中历史教科书研究——— 以

ChinafromempiretoPeople’sRepublic为例》,聊城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陈伟壁等《引致“鸦片战争”的叙述及理念———英国初中历史教

科书透析》,《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5年第1期等等。



抗日本的侵略之战。因本文论述的是英国历史教科书的叙事,从话语分析的视角出发,故采用“中日战争”这
一英国称谓。当然,文中的中日战争,仅指1931-1945年间的中国抗日战争,1894-1895年间的甲午中日

战争不在讨论之列。
一 研究样本的选择

本文所选择的英国历史教科书,绝大部分来自德国格奥尔格·埃克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① 笔者于

2016年赴德国格奥尔格·埃克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访学期间,查阅了该研究所收藏的近千本英国历史教科

书,加之笔者阅读通过网络等渠道购买的历史教科书,发现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英国历史教科书中,只有

30本有中国内容、17本有中日战争内容,本文的研究即围绕着有中日战争内容的这17本英国历史教科书样

本(参见下页表1所列)展开。
这17本历史教科书大多针对英国7-11年级学生编写,11-16岁左右的学生学习完该课程后,参加

GCSE(普通中等教育证书)历史考试。另有2本针对IB(国际预科证书课程)而编写,16-18岁的学生学习

完该课程后,可以拿到国际预科证书文凭,该文凭被全世界很多大学作为招收新生的入学标准。
与目前中国只有统编本的历史教科书情况不同,英国中小学并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教材编写主要以国

家课程大纲为依据,由各大出版社自行组织专家编写,故英国中小学教材种类繁多、规格不一,各中小学校长

和教师共同商议决定选择使用哪个版本的历史教科书。这17本英国历史教科书大多数由世界著名(教育)
出版社出版,如朗文出版社、海涅曼出版社、麦克米伦出版社、柯林斯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

社等。这些出版社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业界拥有较好的口碑,所出版的教科书皆为高质量读物的代表。

1991年是英国教育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历史课程大纲颁布之年,随之出版的教科书皆根据统一的国

家历史课程大纲编写而成。笔者找到的包含有中国内容的最新版本的英国历史教科书,是2015年出版的

《中国的转型:1936-1997》。一般而言,由于教科书编写机制等原因,教科书使用年限为10年或者更久。因

此,本文中所选择的1991年迄今出版的英国历史教科书17种,基本可以代表30年来英国学界的观点。
二 “中日战争”篇幅占比与术语事件人物出现频率

通过对教科书的频率分析和空间统计来计算某国家、某人物、某事件等所占据的教科书内容比例以及专

业术语、个人或群体在教科书中出现的频率,大致可得知教科书的关注重点、选材标准及价值取向。除专门

讲述中国历史内容的4本教科书即《中国的转型:1936-1997》《毛主席的影响:1946-1976年的中国》《1900
-1976年的中国》《1900年以来的中国》不作篇幅统计外,笔者逐一对另外13本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

内容所占比例、17本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日战争内容所占比例作了统计,并对有关章节名、目录名以及书

中突出显示和描绘的中日战争有关专业术语、关键人物、重要事件出现频次进行了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数据可以得知,除了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两本教科书《战争的起因、经过和影响》《权力主义者

和一党制国家》中的中国史内容所占比例较高外(分别为25%、20.4%),其他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内容比例徘

徊在4.4%~9%之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掌握近现代世界史》丛书,这套跨越4个年代、影响力广、受众面

大的英国历史教科书全书共698页,中国史内容只占有短短31页,仅占全书内容的4.4%。中国史内容在英

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再看中日战争在各教科书中的份量。这17本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日战争内容所占的篇幅份量平均

为2.2%。其中,描述中日战争份量最多的为《1900年以来的中国》,中日战争内容占8页,占全书16.7%;
《1900-1976年的中国》全书共178页,涉及中日战争的内容有17页,占近10%;《中国的转型:1936-1997》
全书中日战争有10页,占比4.5%;除此而外,其他教科书中的中日战争篇幅多为1-2页(其中3种2页、7
种1页),有的甚至只有短短几行字(其中有2种0.5页、2种0.3页)。如《战争的起因、经过和影响》作为一

本专门讲述战争的教科书,该书并没有单独设目讲述中日战争,只是在讲到国共内战时顺便提及:“日本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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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国格奥尔格·埃克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为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教科书研究中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历史教科书图书馆,同时也是欧洲委员

会的教科书研究中心。有关该研究所的相关信息,请参阅拙文《促进国际理解的教科书》(《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7年第1期)一文。



占据东北,继而卢沟桥事变爆发,引发大规模的日本入侵中国的战争”①,全书涉及到的中日战争加起来只有

短短几行字。《权力主义者和一党制国家》这本教科书将中日战争放在“毛泽东和中国”章节中讲述,在章节

开篇的综述中,提到中日战争促进了国共联合以及中共的壮大,中日战争内容只有短短几行文字介绍。② 何

况在涉及中国的30本英国历史教科书中,有13本并没有中日战争内容。由此可见,中日战争在大多数英国

历史教科书中处于被弱化甚至忽略的地位。
表1.17种英国历史教科书版本、中日战争占比、中日战争相关术语人物事件出现频次一览表

书名 版本
中日战争在教科书中的页码占比

中国史/教科书 百分比 中日战争/教科书 百分比

中日战争相关术
语人物事件出现
频次

中国的转型:1936-1997 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 - - 10/224 4.5

现代世界史精华 纳尔森索恩出版社2014年 49/631 7.8 2/631 0.3

掌握近现代世界史 麦克米伦出版社2013年 31/698 4.4 2/698 0.3

战争的起因、经过和影响 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年 60/240 25 0.5/240 0.2

权力主义者和一党制国家 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年 49/240 20.4 0.5/240 0.2

毛主席的影响:
1946-1976年的中国

纳尔森索恩出版社2008年 - - 1/152 0.7

1900-1976年的中国 海涅曼出版社2006年 - - 17/178 9.6

创造历史:
1914至今的世界史

柯林斯出版社2001年 25/281 8.9 1/281 0.4

同一世纪的世界:
使用证据

柯林斯出版社2001年 17/256 6.6 0.3/256 0.1

牛津现代世界史 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 20/303 6.6 1/303 0.3

两千年世界史和英国史
乔治·菲利普
出版社1998年 6/64 9.3 1/64 1.6

1900年以来的中国 朗文出版社1996年 - - 8/48 16.7

现代世界史 铜锣出版社1996年 19/238 8 0.3/238 0.1

20世纪的世界史 朗文出版社1993年 38/557 6.8 2/557 0.4

20世纪的历史 朗文出版社1992年 20/316 6.3 1/316 0.3

改革和革命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 8/176 4.5 1/176 0.6

学懂现代世界史 麦克米伦教育出版社1991年 21/225 9.3 1/225 0.4

国民党15

共产党15

满洲7

中日战争6

统一战线6

日本侵略中国4

红军4

南京大屠杀3

西安事变3

游击战3

张学良2

解放区2

九一八事变1

卢沟桥事变1

百团大战1

三光政策1

杨虎城1

塘沽协定1

  对教科书进行频率统计,还可以看出教科书编者的选材重点和价值取向。通过对中日战争中出现的专

业术语、关键人物、重要事件及其出现频次的分析,可以发现,虽然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出现的频次都是

15次,但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游击战、解放区、百团大战几者加起来的次数达到25次,超过中

国国民党。从频率统计得知,英国历史教科书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解放区、敌后游击战的关注

远远大于当时“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国民革命军、国统区、正面战场,从中可以一窥英国

历史教科书对当时“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战区的抗战地位与作用的评价。
三 被忽略的中国:战争之殇与史迪威悲情

(一)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

对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英国历史教科书众多版本描述相对简单,仅仅以简单的几句话或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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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odd,S.Waller,HistoryfortheIBDiploma:AuthoritarianandSingle-partyState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1,

p.115.



带过,如“日本侵略北京、上海、汉口,对平民进行屠杀”①;“日本以‘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报复,成
百上千的村庄及其人口、牲畜等被毁灭”,“日军到处轰炸、焚烧、抢劫、强奸,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其中

包括医生和护士”②;或者仅仅在地图上的南京位置处标注出“平民大屠杀”字样③。17本教科书中,只有3
本对日军的罪行及南京大屠杀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1900年以来的中国》专辟章节讲述战争中的人们,指出战争给敌占区的普通人带来了无尽灾难,抢劫、
强奸、拷打、屠杀、空袭等无所不在。该书还引用了一则来自英国记者1938年的报道来详述战争给上海郊县

松江人民带来的灾难:“松江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原本大约有十万人的松江,记者只看到5个中国人。在八

年中日战争中,四百万中国人被杀,六百万人无家可归。”④此外,《中国的转型:1936-1997》在“战争的影响”
小节中,单设栏目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介绍。⑤ 《1900-1976年的中国》对南京大屠杀亦单列条目,详细描述

了日本军官的杀人竞赛、强奸妇女、刺死婴儿、活埋市民等细节,指出南京大屠杀中大概有300,000名中国受

害者,虽然日本从不承认自己在南京犯下的暴行,但是它必须作为一场人类兽性的大屠杀,犹如二战期间纳

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一样载入历史。⑥

西方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知之甚少,几乎所有与二战有关的历史文献都忽略了这一历史事件。正如美国

海军上将尤金·邦杜兰特·斯利奇所说:“有关二战保持的最大秘密就是日本暴行的真相。”⑦南京大屠杀为

何不被世界所知,原因何在? 对中国而言,虽然蒋介石宣称中国要抗日到底,其部下唐生智也宣誓将与南京

共存亡,但是实际上国军仅仅抵抗日军四天即撤退,剩下手无寸铁的民众。对于蒋介石,弃首都百姓于不顾

是毕生难以洗刷的耻辱,他不愿也不敢多去想南京沦陷之后老百姓会有怎样的悲惨经历。进一步说,当国民

党政府官员和军队撤离南京后,南京城内究竟发生了什么,蒋也无从知道。二战后,中国又陷入国共内战,中
国大陆和台湾都需要日本作为贸易伙伴,因此,日本的战争罪行很长一段时间未在中国及国际社会得到清

算。
对于日本而言,无论是现在还是当时,日本媒体都不会大肆报道自己的士兵在南京犯下的种种罪行,日

本国内也缺少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自由公开讨论的学术氛围。除此之外,大部分曾参与过南京大屠杀的老兵

也不想冒着被排斥甚至生命危险而将他们的经历公之于众。就英、美等大国而言,由于冷战的原因,面对共

同的对手———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他们在寻求与日本的合作,也不愿提及此事。
由于以上诸多原因,多方的集体沉默导致南京大屠杀被遗忘。但是,被遗忘并不等于南京大屠杀不存

在。当中国军队撤离南京后,一批国际友人仍滞留南京,他们目睹了发生在南京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通过

照片、日记、电影等方式将消息传播给全世界。德国商人约翰·拉贝的日记记录下了在南京发生的一切,众
多派驻在南京的外国记者也报道了南京大屠杀。来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专家估计,从1937年底到1938
年初,南京有超过26万名非战斗人员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还有专家估计这一数字超过35万人。⑧

(二)史迪威悲情影响下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地位与作用的评价

英国历史教科书对中国抗战地位与作用的评价如何,我们可以从教科书对国民党的描写叙事中窥知一

二。
《1900-1976年的中国》借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之口,传递了编者对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在中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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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heFarEast,CourtExhibits,1948,WorldWarIIWarCrimesRecordsCollection,Box134,Entry14,RecordGroup238,NationalAr-
chives.



争中的负面评价: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对蒋介石部下的无能感到无比愤怒,私下给蒋取了个绰号“花生
  

”。①

《改革与革命》也引用了约瑟夫·史迪威对国民政府的评价:贪婪、腐败、徇私、多税、货币体系混乱、漠视人权

等。② 多数英国历史教科书在描绘战争中的国民党时观点大体一致。具体如下:蒋介石寄希望于国联的调

停,认为自己无力对付日本;当时国民党最大的敌人是中共而不是日本,在冒险与日本开战之前,必须先集中

力量消灭共产党,“日寇为癣疹之疾,共党乃心腹之患”。③ 《1900-1976年的中国》一书对战争中的国民党的

描述耐人寻味。教科书首先介绍了上海保卫战,蒋介石的精锐军队死伤超过250,000名,但是在南京保卫战

中,蒋介石政府撤离南京,只留下90,000名吸食鸦片的前军阀部队官兵留守,最后经过日军三天的炮弹袭击

和空袭,指挥作战的军官以及大部分国军撤离南京,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发生了;接着,日军占领了徐州,
国民党军队又开始了熟练的撤退;为了挽救局势,蒋命人炸毁黄河花园口,致使4000余村庄被淹没,上千人

被淹死,这种疯狂的行径使国民党大失人心,埋下了以后与中共战败的伏笔。④ 该教科书虽有介绍国民党所

做出的牺牲,但在话语叙述上通过一系列转折词、形容词等措辞的运用,如“但是”、“熟练的撤退”、“疯狂的行

径”等,以及蒋介石政府撤离南京、留下战斗力弱小的军队抵抗日军、大部分国军仅抵抗三天就撤离而导致南

京大屠杀的发生等等行文叙述,其重心大多在谴责、否定国民党。总之,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有关抗战中的

国民党叙事以负面评价为主,这埋下了以后国际社会对中国在二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的隐患。
英国历史教科书对中国抗战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认识如何,我们还可从教科书将中日战争摆放于何位置

看出其价值取向。《现代世界史》将中日战争放在“中共的壮大”章节中讲述,有关中日战争的叙述更多的是

围绕着中共和国民党展开,其基本论调为:面对日本的进攻,国民党仍然将共产党作为他最大的敌人,将主要

力量用来对付中共;蒋介石主要接受西方和苏联的外援抗日,国民党在战争中所起作用甚小。⑤ 前文所述的

《1900年以来的中国》,在中日战争章节中没有讲中国人的系列抗战,而是单设“美国的介入”小节,大书特书

美国的介入对打败日本的影响。⑥ 《1900-1976年的中国》单独设目讲述美国的军事援助,特别提到约瑟夫

·史迪威将军帮助国民党整训中国军队,陈纳德将军帮助中国组建空军,以及开辟驼峰航线向中国战场运送

战略物资。⑦ 教科书在关键事件“日本投降”条目中详述的是美军和苏联的参战,特别是美军在广岛、长崎投

原子弹加速了日本的投降。⑧ 《毛主席的影响:1946-1976年的中国》一书在书前的大事年表中列出了有关

中日战争的四个时间节点和五个事件,其中两个时间点与日本入侵相关,即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1937年

日军开始大规模入侵中国,两个时间点与美国参战促使日本投降有关,即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加入二

战、1945年美国在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后日本投降,书中的大事年表传递给学生的核心内容为日本入侵中

国、美国参战、投掷原子弹促使日本投降,有关中国军民抗日的时间点和事件只有一个,即1937年国共建立

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国共抗战占据教科书大事年表中的关键事件1/5,美国参战促使日本投降占据大事年表

2/5。⑨ 两相比较,可看出英国教科书作者的价值偏向,即认为美国参战在中日战争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国共

抗日。另一本英国历史教科书《创造历史:1914至今的世界史》课中设有学生活动如下。
请从如下所列条目中选出两项描述日本投降的原因:

  1)麦克阿瑟将军

2)美国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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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子弹

4)缅甸战役

5)珊瑚岛海战

6)越岛作战

你认为导致日本投降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请解释理由,并与其他选项作比较。①

从英国历史教科书的这道习题设计可以看出,日本投降的原因与美国密切相关,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

日斗争竟然不在选项之列!
总之,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日战争叙事是放在国共内战中顺便提及的。教科书的基本论调为:面对日

本的大规模入侵,国共内战仍在进行,蒋介石集中主要力量对付共产党;美国和苏联的参战,特别是美军在广

岛、长崎投原子弹促使了日本的投降;国民党依靠外援抵抗日军,其在二战中贡献很小。
关于中国抗战,西方学界的主流叙事是“史迪威悲情”:在抗战中,以美国为首的盟国竭尽所能帮助中国,

但是作为“顽固、物质、褊狭、狂妄的暴君”的蒋介石,其治下的国民党腐败无能,让盟军的种种努力付诸东流。
加之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给国际社会留下的印象是国力衰弱、军备极差,是被英美大国救赎的对象。
西方认为当时工业基础薄弱的中国根本无力抵抗高度现代工业化、武器装备精良的日军进攻,抗战之成败更

多取决于盟国的支持,以及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演变,而不是中国政府本身的作为。这暗含了西方

主动抗战与中国被动抗战、西方先进与中国落后等价值判断,体现了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论断。
英国历史教科书对中国在中日战争的地位与作用评价甚低,这与西方学界受史迪威及其支持者的影响

有关,但另外与过去国共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消极抗战也有莫大的关系。国共双方数十年来相互指责,贬损对

方所形成的国际影响是,“既然中国的两大武装力量都被指责作战不力,那么,对于世界抗战的胜利而言,整
个中国就有‘摘桃派’的嫌疑了”。②

四 讨论与结论

通过对30年来英国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中日战争叙事的梳理,并与二战其他战场叙事相比较,我们发现,
英国历史教科书有关中日战争的叙事大多是从欧美的视角书写二战,叙事侧重于欧洲和太平洋的战事,有关

中国战场的历史叙事所占比例甚小。西方将1939年9月德国突袭波兰作为二战的开端,中国的抗战被认为

是中日两国之间独立进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无关的战争。正如拉纳·米特所言:“几十年来,我们关于那场

全球性战争的理解一直未能对中国的角色给出恰如其分的说法。即使在中国被考虑在内的时候,它也只是

一个次要角色,一个在一场美国、苏联和英国扮演主角的大戏中跑龙套的小演员。”③

西方学者大多受西方中心论影响,强调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和以西方文明为标准来评判非西方世界。他

们认为人类的历史围绕西方文明展开,西方文明代表非西方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西方发展进步,东方停

滞落后”的历史叙事,为其称霸世界的合理性提供了解释工具。在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下,英国历史教科书将

欧美塑造成二战历史的主角就不足为奇了。中国在二战中被忽略,个中原因可以追溯到冷战初期。二战后,
西方各国竭力打造战后和平世界。美国开始将自己视为世界警察,英国渴望重塑后帝国时代的大国形象,日
本大肆宣扬自己是原子弹的受害者,对其侵略亚洲各国的历史避而不谈。美、英、日由于各方的利益所在,都
在回避日本侵华这段历史。对新中国而言,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近现代灾难史的谷底,我泱泱中华之大国竟

然被昔日的小弟弟日本入侵长达十几年之久,中国几近亡国的深渊,情何以堪! 很少有人愿意回顾这段令人

伤心的屈辱历史。另外,由于沟通不畅、语言因素等诸多原因,中国学者有关二战的研究成果很少被英国历

史教科书所引用。南京大屠杀在1997年张纯如的英文著作《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

劫》出版后,才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中国学者有关抗日战争的研究也未能纳入教科书资料来源范畴。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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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选择材料之偏,使英国教科书的书写带有严重的西方价值观偏向。主观上西方大国对中国战场的轻视,加
之客观上西方学界缺乏对中国抗战进行深入研究,中国在二战中的地位与作用被忽略也就在所难免了。

如前文所述,英国教科书多采用史迪威的观点,认为中国依靠外援抵抗日本,对抗战胜利贡献甚小,这实

际上模糊了中国动员全社会反对日本侵略这一基本事实。中国在二战中付出了极大牺牲,也做出了卓越贡

献。中国抗日战场与苏德战场、西欧战场、太平洋战场共同构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大主战场。中国战

场有效支援了苏美英盟国的反侵略斗争,极大牵制了日本“北进”和“南进”战略的实施,“使苏联免遭日本从

背后的袭击,得以全力对付德国”,“美英盟军才能从容进行北非地中海作战,使日德各自孤立作战”。① 在战

争后期,中国又参与了战后世界秩序的筹划重建。② 2015年5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苏中在二战战胜法西斯

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作用”中俄国际会议上,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

场,亚洲的中国战场承担了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任务。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战场是抗击日

本法西斯的唯一战场,对日军形成了极大的牵制作用。”③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说过:“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

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敌军。”④英国剑桥大

学亚洲与中东研究院院长方德万教授数十年来潜心于中国近代军事和历史的研究,方教授认为中国战场持

续抵抗日军,更多是出于中国社会自身的支持,而非单纯依赖国际援助,中国战场对于二战东亚战场做出了

积极贡献。⑤ 二战中,中国人民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之后

的东北抗日游击队、上海守军抗日、长城抗战、绥远抗战等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中国反法西斯侵略战争

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付出代价最大。⑥ 二战中,世界支援了中国,中国也有力地支援了盟国在其他

战场的作战,中国在二战中所做出的贡献与牺牲不应被忽略。
中国的国际形象是中外综合国力长期博弈的历史产物,中国自身的实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既有认知与

态度以及中国的对外传播能力都影响着中国良好国际形象的塑造。二战中的中国处于话语劣势,西方话语

占据主导地位,形成对中国极为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英国历史教科书通过对中日战争中的事件、人物和事

实的选择、裁剪和拼贴,形成西方意识形态规约下的中日战争历史叙事。这种对中国的历史重构和话语重构

行为,表现在时间点上,呈现的是日本入侵和美国投原子弹导致日本投降;表现在事件的选择上,片面引用史

迪威的观点。英国教科书无论是在时间维度上还是在文本选择中都施展着其可能的叙事偏见,教科书在有

选择地呈现中国历史,其本国意识形态和政治企图的规制和泛化明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⑦推动国际社会正确

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任重而道远。各类官方机构和学界之间应实

现更加完善的学术分工和良性互动。相关部门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各类档案资料开放,如中国大陆与中

国台湾、美国、英国、日本等在档案文献方面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以实现历史资料的共享共有。中国学界需

推进中国二战史研究的国际化进程,加强与国际学界的交流与合作,不仅要创设条件让国际友人走进中国,
同时中国学者自己也要走出去主动宣传,通过各种渠道让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尽快被国际学术界知晓并接

受,进而增进并改善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历史的认知清晰度。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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