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代國家的變革：對日戰爭與東亞人民的苦難                                                                                   朝淦老師整理 

概論 抗日戰爭(1937-1945 年)  

２
中
國
在
對
日
艱
辛
抗
戰
獲
勝
後
，
國
共
內
戰
繼
貣 

１
日
本
在
軍
國
主
義
路
線
的
發
展
下
，
點
燃
東
亞
國
家
和
太
帄
洋
地
區
的
戰
火
，
影
響
日
後
亞
洲
地
區
的
和
帄 

 

Ｂ
遷
都
重
慶
，
準
備
長
期
抗
戰 

 

Ａ
因
實
力
不
足
，
採
取
「
以
空
間
換
取
時
間
」
的
策
略 

２
國
民
政
府
策
略
： 

 

攻
陷
後
，
日
軍
殺
害
不
少
無
辜
帄
民
（
南
京
大
屠
殺
）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
日
軍
攻
陷
中
國
首
都
南
京 

１
日
軍
攻
陷
南
京
： 

二
、
長
期
抗
戰
： 

 

Ｂ
影
響
：
揭
開
中
國
全
面
抗
日
戰
爭
的
序
幕 

 

Ａ
地
點
：
河
北
省
宛
帄
縣
盧
溝
橋 

３
盧
溝
橋
事
變
：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七
月
七
日 

２
一
二
八
事
變
，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
上
海
，
簽
停
戰
協
定 

１
九
一
八
事
變
：
民
國
二
十
年
，
東
北
淪
陷 

 

↓
日
軍
在
亞
太
地
區
，
掀
貣
一
連
串
重
大
戰
爭
： 

 
 

勢
力
的
推
動
下
，
確
立
軍
國
主
義
的
統
治
體
制 

 

當
日
軍
侵
略
華
北
時
，
日
本
國
內
在
軍
方
和
激
進 

一
、
日
軍
侵
華
背
景
： 

太帄洋戰爭（1941-1945 年） 

 

結
束
中
國
的
八
年
抗
戰
和
太
帄
洋
戰
爭 

２
不
久
日
本
宣
布
無
條
件
投
降
，  

 

美
國
先
後
在
日
本
的
廣
島
與
長
崎
投
下
原
子
彈 

１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八
月
： 

三
、
戰
爭
結
束
： 

 
 

東
亞
各
民
族
自
歐
美
國
家
的
殖
民
中
解
放
出
來
。 

 
 

日
本
自
視
為
東
亞
地
區
的
解
放
者
，
宣
稱
要
將 

 

日
本
的
「
大
東
亞
共
榮
圈
」
構
想
： 

二
、
戰
爭
初
期
： 

 

Ｂ
中
國
此
後
和
美
、
英
等
盟
國
並
肩
作
戰 

 

Ａ
美
國
對
日
宣
戰
，
開
啟
二
次
大
戰
的
太
帄
洋
戰
場 

３
影
響
： 

 

日
本
攻
擊
美
國
在
夏
威
夷 

珍
珠
港
的
軍
事
基
地 

２
經
過
：
民
國
三
十
年
十
二
月 

１
背
景
：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
二
戰
在
歐
洲
爆
發 

一
、
國
民
政
府
與
盟
軍
並
肩
作
戰 

戰爭期間中國的外交成就 東亞人民的苦難 

 

常
任
理
事
國
為
中
、
美
、
英
、
法
、
蘇
五
國
，
均
擁
有
否
決
權
。 

 

共
同
組
成
。 

 

由
常
任
理
事
國
（
不
必
改
選
）、
非
常
任
理
事
國
（
定
期
改
選
） 

 

肩
負
維
持
國
際
和
帄
與
安
全
的
責
任
，  

●
聯
合
國
安
理
會
職
則
與
組
成
： 

 

↓
展
現
中
國
國
際
地
位
的
提
升 

 
 

並
成
為
安
全
理
事
會
五
個
常
任
理
事
國
之
一 

 

二
戰
結
束
後
，
中
華
民
國
參
與
聯
合
國
的
創
建 

四
、
中
國
國
際
地
位
提
升 

  

以
爭
取
蘇
聯
對
日
宣
戰 

２
內
容
：
犧
牲
中
國
權
益
。
同
意
蘇
聯
取
得
在
中
國
東
北
特
殊
權
益
， 

１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
美
英
蘇
三
國
簽
訂 

三
、
雅
爾
達
密
約
： 

 
 ３

開
羅
宣
言
：
聲
明
日
本
應
將
東
北
、
臺
灣
、
澎
湖
歸
還
中
華
民
國 

２
會
議
中
討
論
對
日
戰
略
及
安
排
戰
後
國
際
局
勢 

１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
中
、
美
、
英
三
國
領
袖
在
埃
及
開
羅
舉
行
會
議 

二
、
開
羅
會
議
： 

 
 

 

美
、
法
等
國
紛
紛
與
中
國
訂
約
，
享
受
相
同
特
權 

 

協
定
關
稅
、
領
事
裁
判
權
、
設
立
租
界
、
片
面
最
惠
國
待
遇
等
特
權
， 

 

中
英
兩
國
在
鴉
片
戰
爭
後
簽
訂
《
南
京
條
約
》，
給
予
英
國 

●
中
國
的
百
年
不
帄
等
條
約
的
束
縛 

↓
中
國
解
除
百
年
來
不
帄
等
條
約
的
束
縛 

 
 

放
棄
在
華
特
權 

 

戰
爭
期
間
，
美
、
英
等
國
與
中
華
民
國
簽
訂
帄
等
新
約
，  

一
、
帄
等
新
約
： 

３
由
於
戰
爭
的
破
壞
，
使
天
然
災
荒
更
加
擴
大
，
大
量
難
民
離
散 

２
在
東
亞
許
多
城
市
：
有
居
民
為
躲
避
空
襲
，
逃
往
鄉
村 

 

投
奔
國
民
政
府
所
在
的
「
大
後
方
」 

１
在
中
國
：
許
多
日
本
占
領
區
的
民
眾
長
途
跋
涉
，  

四
、
流
離
失
所
： 

  

充
當
「
慰
安
婦
」 

３
在
朝
鮮
和
臺
灣
等
地
，
一
些
婦
女
遭
到
日
軍
誘
騙
或
強
迫
，  

  

短
缺
，
徵
用
朝
鮮
人
民
到
島
上
開
採
煤
礦
，
遭
到
非
人
道
待
遇
。 

↓
代
表
：
位
於
長
崎
外
海
的
端
島
（
軍
艦
島
）。
戰
時
，
日
本
勞
力 

 

軍
事
工
業
的
勞
動
力
，
也
引
入
占
領
區
的
中
國
人
補
充
勞
動
力 

２
徵
召
各
殖
民
地
（
台
灣
、
朝
鮮
）
人
民
，
前
往
日
本
，
補
充 

 

七
三
一
部
隊
在
滿
州
哈
爾
濱
，
造
成
數
千
名
中
、
蘇
、
朝
鮮
人
死
亡 

１
日
軍
採
用
非
人
道
手
段
，
進
行
各
項
人
類
活
體
實
驗
，
如
： 

三
、
遭
戰
爭
摧
殘
的
人
身
： 

  
 

物
價
攀
升
，
影
響
人
民
日
常
生
活
，
甚
至
引
發
社
會
、
政
治
不
安 

 

戰
爭
破
壞
各
地
的
生
產
和
交
通
，
導
致
糧
食
和
物
資
短
缺
，  

二
、
民
生
困
苦
： 

  
造
成
社
會
恐
慌
、
集
體
傷
亡
和
財
產
損
失 

２
來
自
空
中
的
大
規
模
轟
炸
行
動
，
波
及
市
街
、
帄
民
，  

１
作
戰
部
隊
濫
殺
帄
民
，
留
下
難
以
抹
滅
的
歷
史
傷
痕 

一
、
帄
民
的
傷
亡
： 

民國 26 年 7 月盧溝橋事變 

民國 26 年 12 月南京大屠殺 

民國 30 年 12 月日本攻擊珍珠港 

民國 34 年 8 月日本無條件投降 



現代國家的變革：國共內戰                                                                             朝淦老師整理 

 
新文化 

運動 
中共建黨 

國共 

第一次合作 

國共 

關係生變 

國共 

第二次合作 
國共相爭 

時間 
民國 

初年 

民國 10年 

(1923 年) 

民國 12 年 

(1923 年) 

民國 16年 

(1927 年) 

民國 25 年~34 年 

(1936~1945 年) 
國共內戰 實施憲政 

中華民國政府 

遷臺 

相     

關 
   

 

大 
    

事 

引
進
新
思
想
：
以
德
先
生(

民
主)

與
賽
先
生(

科
學)

為
代
表
。
同
時
間
也
引
進
了
共
產
思
想 

中
國
共
產
黨
成
立
，
初
期
代
表
人
物
有
陳
獨
秀
、
李
大
釗
等
新
文
化
運
動
的
健
將 

２
國
民
政
府
獲
得
蘇
聯
的
援
助
下
，
於
民
國
十
三
年
成
立
「
黃
埔
軍
校
」 

１
孫
中
山
提
出
「
聯
俄
容
共
」
下
，
共
產
黨
員
可
以
個
人
身
分
加
入
國
民
黨 

  

北
伐
完
成
後
，
國
民
政
府
持
續
勦
共
下
，
導
致
中
共
發
貣
兩
萬
五
千
里
「
長
征
」
，
最
終
逃
到
延
安 

２
結
果
：
蔣
中
正
以
武
力
掃
除
國
民
黨
內
的
中
共
分
子(

清
黨) 

１
背
景
：
北
伐
期
間
，
中
共
慫
恿
汪
兆
銘
成
立
武
漢
國
民
政
府 

●
八
年
抗
戰
期
間
：
中
共
乘
機
壯
大
勢
力 

 

次
年
，
中
日
兩
國
全
面
爆
發
戰
爭
，
國
民
政
府
聯
合
全
國
各
黨
派
共
同
抗
日
，
中
共
因
而
重
獲
生
機 

４
影
響
： 

３
結
果
：
西
安
事
變
落
幕
後
，
國
民
政
府
停
止
剿
共
行
動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底
，
在
陝
西
西
安
剿
共
的
張
學
良
挾
持
蔣
中
正
，
要
求
「
停
止
內
戰
，
一
致
抗
日
」  

２
經
過
： 

 

Ｂ
民
間
反
日
情
緒
升
高
，
中
共
趁
勢
宣
傳
全
國
團
結
抗
日
，
爭
取
各
界
同
情 

 

Ａ
國
民
政
府
最
初
採
取
「
攘
外
必
先
安
內
」
政
策
，
加
緊
圍
剿
中
共 

１
背
景
： 

●
關
鍵
：
西
安
事
變 

 
 

↓
物
價
飛
漲
，
民
怨
時
貣
，
統
治
陷
入
危
機 

 

↓
「
官
員
貪
汙
腐
化
」
加
上
「
未
能
解
決
通
貨
膨
脹
問
題
」 

 

貣
初
，
國
民
政
府
擁
有
軍
事
優
勢 

３
戰
局
逆
轉
：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
國
共
內
戰
愈
演
愈
烈
，
國
民
政
府
宣
布
全
國
「
動
員
戡
亂
」 

２
戰
況
： 

 

抗
戰
勝
利
後
，
國
共
雙
方
為
了
爭
奪
日
軍
占
領
區
，
爆
發
多
次
軍
事
衝
突
，
進
而
掀
貣
全
面
內
戰 

１
內
戰
背
景
： 

●
抗
戰
勝
利
後
：
中
共
獲
得
蘇
聯
大
力
支
援
，
實
力
可
以
抗
衡
國
民
政
府 

 
 

 

中
國
民
國
第
一
任
非
常
大
總
統│

孫
中
山
、
中
華
民
國
行
憲
後
第
一
任
總
統│

蔣
中
正 

 
 

補
充
：
中
華
民
國
第
一
任
臨
時
大
總
統│

孫
中
山
、
中
華
民
國
第
一
任
正
式
大
總
統│

袁
世
凱 

 

Ｃ
實
行
：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
國
民
大
會
選
出
蔣
中
正
為
行
憲
後
第
一
任
總
統 

 
 

 
 

 
 

 
 

 
 

 
 

（
３
）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正
式
實
行
憲
政(

行
憲
紀
念
日) 

     
 

 
 

    
 

    
   

（
２
）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元
月
一
日
公
告 

 

Ｂ
制
定
《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
：（
１
）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通
過 

 

Ａ
在
國
共
關
係
緊
張
之
際
，
為
順
應
各
界
「
還
政
於
民
」
的
呼
聲 

２
制
定
憲
法
： 

 

國
民
政
府
原
本
將
實
施
憲
政
列
為
國
家
長
程
目
標
，
逐
步
推
動
（
軍
政
↓
訓
政
↓
憲
政
） 

１
行
憲
背
景
： 

↓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年
底
前
，
中
共
幾
乎
控
制
整
個
中
國
大
陸
下
，
年
底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遷
往
台
灣 

３
社
會
動
盪
恐
慌
，
許
多
民
眾
紛
紛
逃
離
家
園
避
難 

（
十
年
建
設
期
間
發
行
「
法
幣
」
↓
大
幅
貶
值
下
↓
內
戰
期
間
發
行
「
金
圓
券
」
↓
仍
舊
持
續
貶
值
） 

 

２
財
政
金
融
全
面
崩
潰 

１
國
軍
在
戰
場
上
一
再
失
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