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南昌师范学院等国内外高校

校长、书记及教育学院院长、知名专家学者,省内18所高校70多位校领导、学院部门负责人,四川师范大学

全体校领导、中层干部及师生代表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参加三个平行分论坛。本届论坛以“高等教育治理体

系现代化:大学的使命责任与行动”为主题,包括现场致辞、云端演讲和主旨演讲三个部分。四川师范大学党

委书记李向成,校长汪明义,副校长张海东、王川分别在平行分论坛致辞并作主旨演讲。

(四川师范大学新闻中心供稿)

第五届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高端论坛

暨第一届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硕博论坛召开

2020年11月28-29日,由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抗日战争研究》编辑

部及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主办,四川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四
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承办的第五届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高端论坛暨第一届中国抗战大后

方研究硕博论坛在四川师范大学狮子山校区明德楼召开。来自全国5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青
年学生共80余人应邀参会。开幕式由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汪洪亮教授主持,四川师范大

学副校长王川教授致欢迎辞,在向参会学者介绍四川师范大学基本情况与历史沿革的同时,指出四川师范大

学的创建与抗日战争时期南迁至四川三台县办学的国立东北大学有着直接的渊源,并藉此阐述四川师范大

学与“抗日战争”及“抗战大后方”之间的联系。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周勇教授、
西南大学党委副书记潘洵教授、《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研究员、重庆市地方史学会副会长黄晓东研究员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本次论坛会期一天半,参会学者围绕抗日武装及其他相关组织的建设与发展、抗战时期中国的外交与外

事工作、战时及战后的交通与航运、高校内迁与学生生活、战时学者的边疆思想、日军侵华作战策略、战时日

本社会的政治思潮等主题,共开展了13场讨论,取得丰硕成果。
闭幕式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凌兴珍编审作为引言人发言,认为此次参会论文选

题涉及领域广泛,对抗战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均有较大的推进,但也存在轻视宏观、中观研究,在行文中与学

界的对话和交流不足等问题。此外,凌兴珍编审也向参会者提出了论文投稿前应“精修精改精校”的要求,尤
其是注意文献版本的选择,以及史料引用的准确性等问题。

“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高端论坛”由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于2016年倡办,旨在凝聚抗日战

争史的学术力量,推动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的深化,同时助推西部高校学术研究联盟的建设,并为海内外抗

战史学者提供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本届论坛开创“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硕博论坛”这一学术品牌,在凝聚、培
养以抗战史研究为志业的硕、博士生,以及促进抗战史研究学术梯队建设等方面,均有重要意义。

目前,四川师范大学在抗战史研究方面已取得一定的成绩,逐渐形成以抗战大后方历史、少数民族抗战

史为中心,具有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学科视域与观照的研究特色。本次论坛在四川师范大学

成功举办,对学校文科学报的办刊工作、学校历史学尤其是中国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并

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朱晓舟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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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