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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祯浩

在学术研究界，能持续 10 年之久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并不多见。

如果交流机构之间未定下正式协议，但凡活动发起人有什么变动，便很

容易导致活动一时中断，此事就此作罢的情况是屡见不鲜。

持续 8 年之久的中日当代史工作坊（以下称“工作坊”），在华东师范

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的诸位先生及日本研究界各位同仁的努力下，

不断发展，取得了饶有特色的研究成果。此次蒙东洋文库的大力资助，

让这些研究成果得以集结成书，对中日双方参与人员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作为日本方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对华东师大的张济顺、杨奎松、韩

钢、冯筱才和刘建平等各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在面对各种困难

时，总是抱着积极的心态，努力维持和发展中日双方的信赖合作关系。

因张济顺教授在其序一中已就本书所收录的中日双方各篇论文进

行了简介，我不再赘述。在此，我将重点回顾中日双方共同走过的学术

交流的机缘历程。

此事追溯到大约 10 年以前，华东师大的杨奎松先生给我发来了一

封电子邮件。华东师大于 2007 年设立了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当时的

负责人杨奎松先生在邮件中介绍了该中心的活动情况，并提议是否有可

能与从事人民共和国时期历史研究的日本学人进行学术交流。这是

2011 年 9 月的事。杨先生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想法，原因之一是他在

2006 年担任京都大学客座教授期间，受到我所在的人文科学研究所现

代中国研究中心所主持的共同研究班的启发。这一体验似乎让他惊叹

于日本的研究水准及其深厚积淀。

不过老实说，我对此提案一开始是感到有些棘手，但姑且应承了下

来。这主要是因为日本的中国研究在当代史方面是比较薄弱的。尽管

这一领域中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今后也会继续发展，但我本人主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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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以前的中共党史，深知 1949 年以后的研究在成果和资料的积淀

上都有所不足，京大周围也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就当时（现今也是如

此）的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而言，以 1949 年以前、或者说抗日战争以前

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话，日本国内就有大量的专门文献和资料，而跨入

此后的新中国时期则资料骤减，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很难着手。因此，我

作为日方合作人应承下这件事，感到担子有些不轻。

但在另一方面，我本人正负责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现代中国区

域研究基地（人文研附属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工作，感到杨先生的提议

倒也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契机。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和中国方面具有开明

意识的研究团队合作进行人民共和国时期历史研究的好机会。然而，京

大的现代中国研究基地和华东师大的阵容相比就差之甚远，也没有年轻

一辈的研究者。于是，我也不再一个人继续烦恼，而是向东京方面的同

仁寻求支援。

这一年正好是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之际，10 月将在武汉举办大

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包括我自己在内，日本方面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者预

定出席这次学会。借此机会，我与同时到会的村田雄二郎先生（当时；东

京大学教养学部）、久保亨先生（信州大学人文学部）和深町英夫先生（中

央大学经济学部）进行了交谈，提议在从武汉途径上海的归途中交换意

见，一起讨论中日两方面的研究状况、以及能进行怎样的学术交流等问

题。幸运的是，他们三位爽快的答应了。

因信息交流通畅，又有顺利完成手续的体制保证，事情便进展很快。

对杨奎松先生，我做出了这样的答复：“这次同行参会的这三位先生是日

本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界最务实的三位人物，您大可放心。”于是，武汉学

会结束后，我们在上海首次与杨奎松和张济顺等华东师范大学的代表进

行了见面会谈，决定从明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研究工作坊，由京都和上

海方面轮流承办。

在 2011 年 10 月的会谈现场，我第一次见到了张济顺先生。她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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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历史系教授，1949 年出生。她是人民共和国的同龄

人，本着探求历史本真的初心，一直以来研究上海本地历史。她顶着对

这个研究领域的各种干涉和压力，尽其所能保护并推进研究，是华东师

大研究中心的强力领导人。当我们知道这些情况后，更为之打动，生发

出要做好这件事的意气。

于是在 2012 年 7 月末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第一届共同研究工作

坊顺利举办。此后，在每年 12 月左右，工作坊或在京都或在上海持续举

办，大家共同渡过内容充实的两天时间。工作坊中，每次大概由 10 人进

行研究报告，中日双方各 5 人，报告及讨论皆用中文进行。所有报告者

在会前需提交论文形式的初稿，主办方将据此安排与该报告主题契合的

评论人。对研究者而言，只是把研究结果进行报告还不够，更需要通过

大家的讨论和建议让研究更上一层楼。这也是工作坊的运营目的之一。

我至今难忘 2012 年第一届工作坊时自己的惊叹和紧张。让我惊叹

的是，中国方面的报告多是收集地方档案馆的原件内容，由此对建国初

期社会各方面所见之革命和变化的实情进行赤裸裸的分析。被歌颂为

“新中国”的社会在表面上一片光鲜，其背后却隐藏着生存艰难的世事。

这些研究尖锐的揭露出当时的社会实情，让人不免担心它们会否触碰言

论禁忌。不过，我的惊叹很快变成了感慨，中国的历史学研究是极大的

改观了。

而我的紧张则是担心日本方面的研究会显得有些薄弱，与中国方面

的一手资料主义、缜密调查大胆结论的研究相比，似乎只能得到“努力

奖”的鼓励。加之，会议全程用中文进行，在各位先生和华东师大的研究

生面前能不能保持平常心进行报告和讨论都令人担心。尽管日本方面

的人选尽量也考虑到其中文能力，然而还是有报告者在会前无法掩饰紧

张的心情，说着这是“完全的客场作战”。事实上，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得

不承认与中国方面的高水准报告相比，日本方面的报告是有些逊色的。

我抱着这样的感触，在会议最后一天的全体讨论中，借正在举行的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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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为题，表示研究虽然不比拼胜负，但也不能只满足于“参与”，而是

要为了提高水准而不断努力。没想到这番话得到了中方意外的回应：

“日本方面的报告不仅都有独特的视点，在实证方面也是很好

的示范，值得我们相互学习并提高。”

这也许是包含着一些客套的说辞，但得到这样的评价，我们这些负

责人也就有了信心，将工作坊持续举办了 8 年。随后，为了提高工作坊

的研究水平，我们对报告者的人选开始采取公开募集制，向年轻人敞开

门户。同时也更有意识的关注中国现代史领域中有怎样的年轻学人，并

逐步发现了一些有潜力的研究者。由此，在长达 8 年的工作坊期间，平

衡中坚力量和年轻学者，荐选出了较好的报告人选。

如前所述，我在一开始惊叹于中国方面的研究水准之高。如果这些

优秀的中国年轻学人坚实的发掘一手档案资料、又配合实地调查，他们

的研究水准将很快凌驾于海外学者之上，甚至今后的现代中国研究将被

中国的年轻一代所独占。不过，经过 8 年的工作坊实践，这样的情况没

有成为现实。原因无须赘述，多是因为国内外对研究自由的保障显得越

来越严峻。而在日本方面，就研究的整体环境而言未有改善，加之近年

来年轻人对当代中国的兴趣（富于魅力的研究对象）急剧减少，对此抱有

好感和亲近感的学生也是少数。这些直接和间接的负面因素逐步加强，

这在 8 年以前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在这样的趋势下，新冠病毒疫情又

接踵而至。

说来这本论文集中收录了两篇有关传染病的论文。在人民共和国

建国初期，中国的卫生状况大为改善，很多传染病相继根绝。这两篇论

文都论述了新中国所建立的防疫体制在统制和动员两方面卓有成效，尽

管并不如宣传所说的程度之高。在此意义上，这次的新冠病毒疫情是提

供了一个探讨中国政府及共产党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或其统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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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有效性的事例。

另一方面，通览这本论文集又会发现，对根除传染病有效的集体统

制和动员也给新社会带来了其他变化，思考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

（小到家庭大到工作单位、机关等）中发生的变化，会给我们带来与医疗

史有所不同的视角。1949 年以后在中国究竟是怎样一种生活状态呢 ?
单纯想来，要了解今天中国人生活的前世今生，显然人民共和国时期的

分析会比民国时期的分析提供更为直接的素材。人们想要知道发生了

什么，更想要直接去面对这些事情。然而，了解和直视未必是一件轻松

愉快的事，有时候甚至相反。即便如此，我们为了能更加理解今天，便需

要冷静的去回顾和面对更早的时代。

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中央政府对社会进行空前统制的时代，这种情况

在今天仍在进行中。当国家和党借助科技力量将其统制变得越来越强

大时，中国将会走向何方 ? 要想看清这一切，充实的当代史研究会给我

们提供一个不可或缺的镜头。

2017 年 3 月，现代中国区域研究推进事业项目结束，到此为止京大

人文研（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一直是共同研究工作坊的日方主办单位。

在此期间，袁广泉和武上真理子两位先生以该项目研究员的身份在人文

研工作，他们二位全力负责了工作坊的会务。不幸的是，他们先后于

2020 年 5 月、2017 年 10 月骤然离世。对这两位先生为中日共同研究事

业所做出的贡献，我表示由衷的感谢，也为他们的早逝而深切哀悼。在

2017 年该项目结束后，日本方面由东洋文库的现代中国研究班承担与

中方共同研究事业的费用，并承接下工作坊的主办。由此，日本方面负

责人也有若干人事变动。深町英夫先生退职后，小滨正子、中村元哉和

小野寺史郎三位先生加入团队。另外，这次论文集的编辑以及与工作坊

相关的中方协调联络等事务，得到了徐小洁（东洋文库研究员）的支持和

配合。

今年 11 月底，在新冠病毒疫情中，第 9 届工作坊将在东洋文库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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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网络在线方式举办。诚然，我们盼望着直接见面形式的工作坊能早日

重开，但只要能让灯火传承下去，无论采用什么形式，我们都有将其坚持

下去的决心。最后，我附上与共同研究相关的工作坊实施记录，供诸位

参考。

2020 年 9 月 25 日于京都

以下列出八届工作坊的所有研究报告题目及报告人姓名。

第 1届　2012.7.28-29 上海

张济顺 新中国第一次普选运动与“国家主人翁”形象建构：

以上海为例，兼及北京

杜崎群杰 探讨中国共产党统治权力获得过程―以分析第一届

石家庄市人民代表大会上获得“正统性”为中心

冯筱才 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命根子”：1959-1961 年上海的

粮食紧张及应对

加岛润 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与地方财政结构的変动―省、

直辖市、自治区财政的比较研究

杨奎松 建国初期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在农民粮食问题上的认识

异同

松村史穗 农业税与土地调查―建国初期查田定产工作的实施

及其夭折

韩钢 人际生态・政治逻辑・底层反右―以某省物资局一

般干部高华为例

刘彦文 “大跃进”期间引洮工地上的“右派”和“四类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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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宅康之 中国的“建交外交”（1949-1957 年）

刘建平 1950 年“辅仁大学事件”始末：兼谈建国前后中共对

教会大学的政策

石川祯浩 中共党史研究之起步与杂志《党史资料》

第 2届　2013.12.7-8 京都

泉谷阳子 20 世纪 50 年代前半期代耕工作与农业合作化

大泽武司 建国初期中国的对日政策机构―从“指委会方式”

到“外办方式”的展开过程

仁钦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畜牧业集体化再探―以内蒙古畜

牧业社会主义改造为中心

高桥伸夫 试论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1955-1959 年）

田中仁 1980 年代中共党史研究制度的重建与展开

和田英男 当代中国政治史中的“公民”―以反右派斗争与其

改正工作为中心

常成 新中国的叛逃者―朝鲜战争反共战俘的生死逃亡

路，1950-1951

冯筱才 家产、亲情与“阶级”―公私合营前后的家属改造

满永 农业社里的“现行犯”―20 世纪 50 年代皖西北乡

村的社会主义规训

张放 “红领巾”荣誉与规训―少先队的历史、组织文化重

塑与地方建队实践

张济顺 经历国共交替―1949 年前后的执政党与上海报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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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晋 新中国初期私营工商业的変革与生存（1949-1952）
―以上海刘鸿生家族章华毛纺公司命运转折为个案

的考察

第３届　2014.12.6-7 上海

深町英夫・
张玉萍

民族／民主―北京满族与国共政权的选举

福田円 1950 年代上海对台宣传工作―以上海市档案为中心

初步的考察

中村元哉 由民国史解析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时期的中国宪政与汉

斯・凯尔森

福士由纪 1950 年代中国农村医疗保健服务的引入―以云南省

大理专区为例

坂井田夕起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工作与佛教（1952-1966）

冯筱才 管、放之间―大饥荒前后中共的自由市场政策

（1958-1963）

阮清华 釜底抽薪―建国初期上海民间慈善组织的改造与消

亡

李松 中国当代戏曲现代戏的京剧因缘

胡悦晗 三线建设时期工厂精英的危机因应与行动策略―以

湖北襄阳 J 厂为例（1968-1972）

邓阳 走向三自之路―燕京宗教学院的最后岁月

林超超 合法化资源的流转与佘山植物园的兴废―基于“大

跃进”前后征地纠纷的历史社会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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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届　2015.12.5-6 京都

大泽肇 建国初期农村地区的教师群体构成―以上海与松江

为中心

河野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中共党报的性质―以《河北日

报》为中心

田原史起 作为“农村治理资源”的社会主义经验―甘肃麦村

的“集体”历程

三田刚史 经济学上的毛泽东―以 1950 年代为中心

葛玲 “重回”社会主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皖西北“责任

田”改正研究

李国芳 摆不平的关系：1949-1950 年天津市的劳资问题及其调

处

徐进 上下之间：1953 年河北省粮食统购工作的试点与实施

徐显芬 中日邦交正常化与中日历史问题

第５届　2016.12.3-4 上海

小滨正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社会性别结构的重编―中

国当代史的社会性别主流化

丸田孝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民间信仰和“革命传说”

松村史纪 中苏同盟与对日和约（1949-1952）―论冷战背景下

战胜国之间的国际政治

郑成 1950 年代学习苏联热潮中的高级知识分子

杉谷幸太 1960 年代政治思想教育对后来的影响―上山下乡运

动与老三届青春无悔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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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 “桃园经验“研究―从民众史的视角考察

徐进 政治运动与“革命法律”的基层实践―以山东省 L
县为例的考察（1951-1956）

仁钦 “大跃进”运动期间内蒙古草原开垦问题的治理及其意义

隋艺 从妇女解放和婚姻改革的视角来探讨中共革命―以

1950 年婚姻法在东北的实施为中心

崔龙浩 “全行业公私合营“前后私营纺织业工人的工资变动

―以 1956 年“新合营企业工资改革”为中心的考察

黄江军 中共治下的自我检讨（1927-1957）

第６届　2017.12.2-3 上海

刘亚娟 模糊的“代”：建国初期上海工厂的复合运动与工人裂痕

金野纯 三反・五反运动和劳动现场（1951-1952 年）

八冢正晃 文革后期对外开放的酝酿

韩钢 1970 年代末期对外引进的再研究

姜鸿 “兽口夺食”―“大跃进”前后秦巴山区的打猎运动

刘彦文 “阶级斗争理论”的尺度―“四不清”干部“自杀”

问题研究

大泽肇 现代中国的大学与政治权力―从 1949 年到 1955 年

陈钊 红专之间：大学政治理论课的植入（1949-1964）

顾维方 “开新填旧”―1950 年代江西省山区血吸虫病的防

治与控制

李彦昌 中共中央北方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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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第７届　2018.12.1-2 东京

张济顺 红色摩登：上海电影人的 1950 年代

滨田麻矢 解放军的北平・北京入城与分裂的青春想像

姜鸿 资源利用与生态演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川西和

陕南山区的“打兽运动”

张海荣 人民公社初期一个生产大队的收入史

上西启 1950 年代中国丝绸公司对资本主义市场行情的调研

刘彦文 从上海学生到甘肃教师―1950 年代都市青年支教边

疆研究

冯筱才 从“坏典型”到“好榜样”―温州“资本主义道路”

的悲喜剧（1976-1986）

饭岛涉 中日医学交流的政治史―1950 年代中期的互相访问

平川幸子 “日本方式”与“一个中国”原则的形成―1970 年

代澳大利亚与东盟各国的中国外交

第 8届　2019.11.30-12.1 上海

于之伟 初掌大工厂―中共对鞍钢的接管与早期复产（1948-
1949）

郭子健 “小茅台”：“文革”后期中国出口产品的品牌制造与外

贸策略

松村史穗 粮食统购统销背景下的农村干部与农民：到农业集体

化之路

满永 20 世纪 50 年代的落后乡改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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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化时代的中国

陈来幸 1950 年代冷战结构下国共两阵营对日本华侨展开的争

夺战

黄骏 大陆民间对台信件问题初探 ：以江苏省为考察对象

（1954-1958）

山本真 战争、动员与地域社会―中日战争至冷战时期的金

门・马祖

刘夏妮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反霸权条款再探讨

张济顺 从落后分子到可教育的典型：上官云珠的 1950 年代

韩钢 弱势领袖政治与 1970 年代后期的中国社会转型

凡　例
◆ 从 8 次日中共同工作坊的提交论文中精选了 20 篇论文收录于本论文集中。收录

之际作者对论文进行了一些修改，有些更改了标题。

◆ 根据论文主题和内容分类为四个部分。各部的论文原则上按所论的历史时段排

序。

◆ 每篇论文的最后附有日文、英文摘要。

◆ 对文章和摘要中的数字、年号以及单位的表述方式进行了统一。对原文中的“解

放”、“建国”、“新中国”等词语未加修改。

◆ 中文汉字统一为简体字，除了日文摘要以外日文资料也用简体字记载。

◆ 为了方便读者，在卷末附以“人名索引”和“事项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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