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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伪满洲国历史问题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叶，当时的研究，主要是出于反击日本右翼势
力否认侵略和美化战争行径的斗争需要。
不过，1980年推出的《伪满洲国史》作为拓荒之作，对我国的中日历史研究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当然，历史学研究也需要不断深入。
笔者由于从1984年起具体主持和实际参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编辑工作，长达十
余年驻在档案馆，从而在资料和时间上得有条件进一步从事伪满洲国史的研究工作，以致到1995年得
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伪满洲国史新编》。
该书发行后很快脱销。
近些年来，许多读者向出版社、著者索求该书。
人民出版社为满足读者需求，决定再版该书。
笔者借此难得机会也决定对该书进行一次全面修订，使之以新面貌重新出现于世。
此次修订，主题、内容和框架都没有改变，主要是消除文字表述、资料数字和体例处理方面的一些讹
误；根据笔者和学术界近年的研究新成果，及推出之新资料，对诸如协和会、教育、强制劳动和伪满
末期战争资源掠夺等问题的阐述进行了一定的增删和更改；此外，为明示本书视点，增写了“绪章”
，考虑到尽量压缩篇幅，取消了参考文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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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解学诗，1928年生于辽宁省开原县，吉林大学研究生毕业。
现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抗日战争史
学会理事。
曾任吉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特别招请教授。

解学诗原在吉林大学讲授经济学。
转入社会科学院后的40余年来，始终从事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先后涉足满铁、伪满洲国和日本侵华史
三大领域，并在史料编纂和史学研究两方面做出贡献。
三次获国家级成果奖，还被海外誉为“中国的满铁、伪满洲国研究第一人”。
1992年获政府特殊津贴和省英才奖章。

解学诗作为业绩而完成的主要成果是8部专著（含个人独著和合著）和3部多卷本档案史料集。
满铁方面的成果，除1984年出版的《鞍钢史》外，最近又出版了《满铁与中国劳工》和《隔世遗思—
—评满铁调查部》。
前者是中日合作研究成果；后者是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项目，独自完成。
《历史的毒瘤》和《伪满洲国史新编》系解学诗个人专著。
前者获国家优秀图书提名奖，后者是迄今我国惟一全方位系统研究伪满史的巨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
《战争与恶疫——“七三一”部队罪行考》是中日合作研究成果，日本媒体多次评价，中国细菌战受
害区广为流传。
由解学诗任常务主编的《日本侵华档案资料选编》（20卷）系中央批准项目，是国家正式公布日本侵
华档案，国内外颇为关注。

此外，还有一座用解学诗多年积累的数万件资料建立的满铁资料馆，该馆正为今人也将为后人提供有
用的学术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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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日本大陆“建国”政策　　侵华决定步骤　　众所周知，30年代初在我国东北地区冒出
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产物。
而“九一八”事变，又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推行“满蒙”侵略政策的必然结果。
后来历史又证明：侵占“满蒙”是日本征服全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
　　封建时期的日本就是一个武人专政的军国主义国家，战乱频仍，武士横行。
明治维新后，虽然也走上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但是因其经济的滞后和封建势力大量残存，仍保
持了军国主义的传统。
因而日本被称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具有非同一般的对外侵略性。
多少年来，就是这个帝国主义国家，穷兵黩武，疯狂地用武力征伐弥补其垄断资本的先天不足，不断
地靠侵略战争妄图摆脱其频频发生的政治经济危机。
当然，日本的这种侵略扩张与军国主义的不断强化，也是同愈演愈烈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问的矛盾斗争
，互为因果、相互助长的。
而且，在不断演化的强国称霸战中，日本终于堕入国际法西斯营垒。
结果，不仅给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空前浩劫，同时也使其自身一败涂地。
　　从16世纪的丰臣秀吉到19世纪的吉田松荫都曾鼓吹吞并朝鲜、侵略“满蒙”以至全中国。
1868年，明治天皇宣布他的“经营西方，安抚亿光，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对外侵略扩张
总方针后，一条明确的吞并朝鲜，侵占“满蒙”，征服中国，称霸亚洲的基本侵略路线，即大陆政策
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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