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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球化并不是新生事物，但全球化的发展异常迅猛，很快便形成了国际市场的通用标准。
像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制定了一套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统一规则。
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也逐渐形成了共同的研究标准。
　　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虽然日益密切，但文化不像经济和科学事物那样具有均质性。
文化处于不断流变之中，但是人们的思维方式以及与他人联合、同外界打交道的方式等，均具有相当
的延续性。
文化的差异，不同种族、民族的认同依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危险在于，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将会相互碰撞，导致文明之间的冲突。
文明之间本不必冲突，但要消弭这些冲突，需要我们付出相当多的努力去寻求相互理解。
我们必须加快这种理解，使之跟上世界市场全球化的步伐，以及像环境与资源利用问题上越来越强烈
的相互依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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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史、文化史是近年来国际电学界的热门学科。
《战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是本计划的第三个专题。
参加者有中国大陆的桑兵、高华、黄道炫、汪朝光、江沛、金以林及台湾的张建俅、洪秋芬，日本的
土田哲夫、内田知行，伊香俊哉，美国的何福德、索非亚&#8226;李等，他们分别考察了战时中国的教
育、社会动员、电影、民间交流、难民、保甲制度等多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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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天石，江苏东台人。
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清
华大学兼职教授、浙江大学客座教授。
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和中华民国史。
独著有《杨天石近代史文存》（5卷本）、《杨天石文集》、《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
读》、《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海外访史录》、《从帝制走向共和》、《寻求历史的谜底——
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朱熹及其哲学》、《朱熹》、《泰州学派》、《黄遵宪》、《横生斜长
集》等，合著有《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及第二编第五卷、《中国通史》第12册、《南社》、《南社史
长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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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二战时国民党教育政策的若干问题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抗战时期根据地的教育战
时乡建运动：失去的机会，命运，或先驱？
凝聚民族精神力量的尝试：新生活运动的一个侧面中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对美“国民外交”官营化·教
育化·普及化——抗战时期后方电影的发展路径转向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沦陷
时期的北京高校：可能与局限，1937～1945抗日战争时代的中日民间交流活动——自由学园北京生活
学校的思想与实践华北“治运”时期诸群体心态考察：1941～1942抗战初期上海难民问题的处理云南
战争记忆的变异战时体制下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保甲运用（1937～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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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过，电影放映的普及化也带来了另外的问题。
在一般情况下，电影是集体创作，与现代工业与科技文明有密切关系，因此需要很高的投入，从而需
要通过放映收回投资，得到回报，以此维持并扩大其再生产。
战前上海电影产业的发达，就是电影投资与回收形成良性循环的产物。
而战时后方电影在农村乡间地区的放映，基本上属于不能得到收入的宣传行为。
在战时高涨的爱国热情鼓舞下，不断有人呼吁“不要以营业性的心去估价影片，应以影片内容获取抗
战宣传上的根本价值。
为顾全抗战前途起见，应把着眼于营业上的心理，转移于广大群众的抗战意义上去，多作无条件的放
映。
”②但是，电影的拍摄以至放映本身都需要大量投入，在城市有偿放映大幅度减少，而农村无偿放映
大量增加的情况下，电影制作方无力承担这样的责任，也不能吸引社会的投资。
尽管也不断有人呼吁，为了“扩大电影宣传事业，请政府增加这部门的预算”。
不过，政府的投入毕竟有限，尤其是到了抗战中后期，政府的财政经济越发困难，而通货膨胀程度则
日渐高涨，电影生产因此而受到严重的制约就不难理解了。
实际上，电影界自身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感叹“以电影养电影”之矛盾和不易。
“因为要增加收入弥补自己经济力之不足，营业政策不能放弃，因为要有效地达到宣传与教育的任务
，宣传政策也要顾到。
在这二者冲突的交叉中，不可得兼而又不得不兼的政策，自然免不了顾此失彼，在电影工作者的身上
，何尝不感到这是矛盾，这是痛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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