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世纪中期中国的革命与战争对于当时和其后中国的历史走向与社会发展影响至深

且远，而对于精英与庶民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对于这一页历史的回忆与

书写引爆了在历史记忆场域的“诸神之争”，如何记忆、阐释和重构 1945-1949年这段历史及

其经验，成为当代中国人身份认同与心智生命形成分歧的关键点，而回溯真相与寻求共识，应

该成为史学界直面这一议题为公共文化与历史记忆做出贡献的题中应有之一，本文综合有关

20 世纪中国的战争与记忆的历史书写，以及这种书写在两岸三地引起的巨大的分歧和争论，

来考察历史记忆与历史真相、真相与和解、记忆与遗忘、历史与正义等之间的复杂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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