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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巩固

关 培 凤

[摘　要] 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后 ,中国为进一步推动联盟的巩固和发展投入了极大的

热情和力量 。在军事上 ,中国积极配合盟军作战 ,服从盟国先德后日军事战略;在外交上 ,蒋介

石出访印度和宋美龄出访美国 ,加深了盟国之间的相互了解 ,加强了盟国内部的合作 。中国的

军事和外交努力 ,使它赢得了大国地位 ,这有助于盟国之间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协作 ,增强反

法西斯联盟内部的凝聚力 ,从而巩固盟国之间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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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后 ,中国政府由衷地期盼反法西斯联盟能够得到巩固并长久存在下去 。为

此 ,它竭尽全力 ,多方与盟国开展积极合作 ,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巩固尽了自己的职责 。

一

配合盟军作战 、服从盟国先德后日军事大战略是中国巩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首要方式。第三次

长沙会战和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 ,可以说是太平洋战争初期中国配合盟军作战 、服务盟国反法西

斯战略的重要体现。

1941年 12月 ,日军进攻香港 。为阻止中国第九战区军队南下参战 ,在武汉的日军第十一军发动了

第三次长沙会战 。中国第九战区采用“后退决战” 、“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 ,成功击退了日军多次进攻。

至 1942年 1月 15日 ,赢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光辉胜利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

以来遭到的第一次惨败 ,也是“同盟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连串失败中首开胜利的记录”
[ 1]
(第 792 页)。英

国泰晤士报社评说:“十二月七日以来 ,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 。”美国参谋总长马

歇尔来电庆贺 ,海军部长诺克斯发表告中国人民书 ,指出这是所有同盟国家的共同胜利
[ 1]
(第 792 , 797

页)。罗斯福在给丘吉尔的电文中也说 ,珍珠港事件后的几个月 , “除中国 、荷兰 、英王国和美国军队的抵

抗外 ,大多数都是坏消息 。”
[ 2]
(第 64 页)中国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所取得的胜利不仅极大地鼓舞了同盟

国的作战士气 ,而且大大提高了中国在盟国间的影响力 ,这对推动英 、美 、苏等主要盟国以平等的立场看

待中国 ,从而巩固反法西斯联盟是有积极作用的。

中国军队还应英国之请远征缅甸 ,同英 、美盟军一道并肩作战。从 1942年 1月下旬开始 ,中国第六

军 、第五军相继进入缅甸 ,参加对日作战 。远征军入缅后 ,即成为抗击侵缅日军的主力 ,使日军遭到南侵

以来少有的沉重打击 ,多次给英军以有力的支援。尤其是 3 月进行的同古保卫战作为缅甸防御战期间

作战规模最大 、坚守时间最长 、歼灭敌人最多的一次战斗彪炳史册[ 3]
(第 103 页)。同古保卫战获得了盟

国的同声赞誉 ,极大地震撼了日军 。在同古之战中被击毙的日军大佐横田尸身上所遗之日记写道:“南

进以来 ,从未遭遇若是之劲敌。劲敌为谁 ?即头顶青天白日徽之支那军也。”[ 3](第 104 页)远征军的苦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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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最终未能挽回缅甸防御战的颓势 ,但却有力地打击了侵缅日军的嚣张气焰 ,支援了英军的战斗 ,巩

固了中国与盟国之间的协作和友谊 。

中国对盟国先德后日战略的服从和配合 ,更能体现其对盟国共同利益的维护 ,更有利于刚刚建立的

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巩固 。早在 1940年底至 1941年初 ,美英军政首脑就在“先德后日”的战略问题上

取得了完全一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美英军政首脑在华盛顿举行的“阿卡迪亚”会议上进一步确认了

“德国第一”的原则 ,并得到了苏联的赞同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 ,一度热切希望盟国先集中力量打败日

本的中国政府接受和服从了盟国“先德后日”的总体战略 ,并为盟国“先德后日”战略的实施作出了巨大

的贡献和牺牲。

首先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相当长时间里 ,中国基本上同以前一样独自承担着打击和牵制日本陆

军主力的战略重任 ,使盟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战线能够稳定保持 ,从而为“先德后日”战略的实施提供

了前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中国仍牢牢牵制和打击着日本陆军主力 ,在 1941年-1944年间始终打击

并牵制了日军 64-76万多人不等
[ 4]
(第 44 页)。此外 ,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 ,中国战场特别是正面战

场 ,从来没有出现盟军所担心的崩溃或与日本单独媾和等危害世界战略全局的形势 。中国政府和人民

以坚忍不拔的精神顽强地坚持下来 ,粉碎了日本想利用有利局势促使蒋介石政府屈服投降的企图 。对

此 ,日本无可奈何地承认:“重庆政权……尚能坚持强韧的抗战意识” ,“即使重庆被攻占 , ……能否屈服 ,

也成问题 。”
[ 5]
(第 132 , 175页)中国战场在困难中的坚持 ,是对盟军“先德后日”战略的最大支持。

其次 ,中国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都在为“先德后日”战略的实施不断做出牺牲和让位。这一点比

较集中地反映在全缅战役的拖延上 。缅甸保卫战失败后 ,中国对外的陆路 、海路交通完全被切断 ,高度

危险但运输力极其有限的“驼峰”空运对支持中国抗战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因此 ,在缅甸防御战失利

之后 ,中 、美 、英三大盟国就开始筹划和准备反攻缅甸。从 1942年 5 月到 1943 年 11月 ,几乎在盟国举

行的历次重要军事会议上 ,反攻缅甸作战都是主要议题之一 。但为了保证欧洲和北非作战的顺利进行 ,

英美盟国将反攻缅甸的作战时间和作战计划一改再改[ 6](第 80-83 页),中国对外的交通形势和受援能力

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基本上仍然是独力承担抗击日本陆军主力的战略重任 。为了保证盟国“先德后

日”大战略的实施 ,中国在与自身利益攸关的缅甸战役问题上一再作出牺牲 ,使国家长期遭受着日本的

封锁 ,这对本已极度贫乏却经受日本长期战争摧残的中国来说实属难能可贵。

中国在本土战场极度危险之时 ,全力支援和配合盟国作战 ,稳定了盟国的太平洋战线;中国以巨大

的牺牲为代价 ,服从盟国战略需求 ,且没有与日本单独媾和 ,保证了盟国的协作行动 ,为盟国“先德后日”

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前提 ,从而有效地巩固了反法西斯联盟。

二

蒋介石访问印度并调解英印关系和宋美龄访美 ,是中国为强化盟国之间的协作 ,增强抗击法西斯侵

略的力量而开展的典型外交活动。

1942年 1月下旬 ,蒋介石主动向英方表示希望对印度进行短暂的非正式访问 ,一来调解英印关系 ,

使他们为盟国共同的反法西斯事业进行全力合作;二来希望同英印政府商讨中印间诸如开辟交通线 、使

印度成为援华物资的集散地与中转站 、中印缅联合防御等合作问题。英国外交部对此表示“热情欢迎” ,

并肯定蒋与印度“行政和军事当局的接触对盟军在近东地区的协调作战极具价值”[ 7](第 330 页)。

蒋介石 1942年 2月出访印度期间同英 、印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在同印度总督林里资哥的

会见中 ,蒋介石婉转地表达了希望英国予印度以独立的意思 。他暗示英国只有给予印度独立 ,才能激发

他们支持英国对日作战的积极性 ,从而不为日本的宣传所利用。但林里资哥顽固认为将政权交还印人

的时机未到 , “盖印度没有一党或一派可以圆满执行政权的” 。不仅如此 ,他还警告蒋介石不要介入英印

问题 ,以免妨害联合作战之努力
[ 8]
(第 354-358 页)。在与国大党主席阿柴德和执行委员尼赫鲁的多次会

见中 ,蒋介石又力图劝说国大党放弃反英政策 ,支持英国对日战争 ,通过与盟国积极合作来达到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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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独立 。他还从大局着眼进一步解释 ,他所说的合作 ,“不是对英国而是对民主阵线的合作”
[ 8]
(第 407-

408 页),这充分体现了蒋介石认为一个国家的民族利益应当服从盟国利益的进步主张 。但阿柴德和尼

赫鲁对此劝告却听不进去 。为此 ,蒋介石又设法与国大党的精神领袖 、不合作运动的创始人甘地会面 ,

力图说服他带领国大党与英国合作[ 8](第 414-422 页)。然而 ,任凭蒋介石如何劝说 ,甘地始终坚持不合作

主义 ,认为在印度的人力物力不论事实上还是法律上都在英国政府手中时 ,不能指望国大党对于战争能

有什么积极和有效的贡献 。

英印政府和国大党领导人的顽固决定了蒋介石对英印关系的调解只能以失败收场。但这次访印却

推动和加强了两国的军事合作 。如蒋介石在与孟加拉省长赫伯特爵士会晤时指出 , “加尔各答不仅是中

国航空公司航线的终点 ,且成为另一中国物品海运之中心 。”他要求赫伯特对于中国物资经加尔各答运

华者 ,予以全力的帮助。赫伯特对此予以肯定答复[ 8]
(第 332 页)。蒋介石在与林里资哥 、英军司令哈特

莱的几次会谈中还就印度的防卫问题交换了观点 ,并就建设一条中印公路达成了一致意见。此外 ,蒋介

石还提出希望印度政府在塞地亚附近行将建成的一个飞机场外 ,再建筑两个加大机场 ,以容纳美国为开

辟从塞地亚到云南省的航线而供给中国的数百架运输机。哈特莱对此表示同意[ 8]
(第 400 页)。由此可

见 ,蒋介石访问印度就加强中印军事合作的目标而言是比较成功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印度不支

持英国抗日对盟国所造成的压力 ,无论是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盟国的整个反侵略事业来说都是极其

有益的。

宋美龄访美是太平洋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为加强与盟国之间的关系而进行的又一重要外交活动 。1942

年11月中下旬 ,宋美龄以就医疗养的私人名义赴美 ,但实际上却是作为蒋介石的特使 ,去美国从事对政府

和民间的外交工作 ,以争取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进一步密切和加强中美关系。

宋美龄在美国进行的外交活动主要有二:一是与罗斯福总统及其助理霍普金斯等美国政要就增加

美国对华援助 、反攻缅甸作战 、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关系 、战后中美合作等问题进行交涉;二是向美国民众

发表一系列演讲 ,宣传中国抗战 ,争取美国舆论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和支持 。其中 ,宋美龄在美国国会的

著名演说被认为是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在这次演说中 ,宋美龄指出中美两国在

基本原则上实为同一目的而作战 ,两国人民具有相同的理想 ,中国愿为实现这种共同理想而与美国进行

切实合作;针对盟国的先欧后亚战略 ,宋美龄在演讲中强调 ,日本侵略对盟国威胁极大 ,盟国不应再视对

日战争为无足轻重。她呼吁中 、美 、英 、苏等联合国家必须尽力加强作战 ,以早日获得最后彻底之胜利。

作为被允许向美国最高立法机关发表正式演说的第一位东方女性 ,宋美龄此次演讲的实况经美国四大

广播公司向全美转播 ,演说词被美国各大报纸全文刊载 。翌日 ,宋美龄与罗斯福总统联合举行记者招待

会 ,并借此机会进一步宣传了中国抗战 。她对中国抗战情况的介绍促使罗斯福明确表态 ,美国“将用全

部智慧 ,以上帝允许的最快速度”来支持中国抗战 。

宋美龄在全美的数十次演说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军民可歌可泣的抗战业绩和伟大的民族精神 ,加之

其流畅优美的英文表达 ,因而收到强烈的效果 。美国新闻媒体大量报道了宋美龄访美及其演讲盛况 ,形

容她“横扫”美国 , “以魅力征服了这个国家”。宋美龄演说活动产生的轰动效应激发了美国民众要求重

视和援助中国抗战的普遍情绪 ,这就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了催化作用 ,并推动了罗斯福决心支持

中国政府进入世界“四强”的行动步骤。

中国政府为巩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内部的团结 ,加强同盟国之间的协作而开展的外交活动基本上

是成功的 。蒋介石访印加深了中印两国间的相互了解 ,推动和加强了中印之间的合作 ,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印度不支持英国抗日对盟国所造成的压力;宋美龄访美不仅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影响 ,而且有力地促

进了中美关系的迅速发展 。

三

中国通过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与英美缔结平等新约 、参加签署莫斯科《普遍安全宣言》和出席开罗会

238



　第 2 期 关培凤: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巩固

议等重要外交活动而赢得大国地位 ,也有力地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巩固 。

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中国赢得大国地位的第一体现和结果 。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 ,不仅使中国

成为英 、美等国抗击法西斯侵略的盟友 ,而且使存在于中国同英 、美国家间的不平等条约成为一种荒谬

的现象。从 1942年春起 ,中国舆论界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此起彼伏 ,并在美国激起了强烈反响。

因此 ,当 1942年夏太平洋战场的形势发生有利于盟国的变化后 ,美 、英两国终于决定采取废约行动 ,并

希望借此实现从心理上和政治上增强中国抗战的决心 、永远消除对华关系中存在的不正常现象等重要

目标[ 9]
(第 287-288页)。

1942年 10月 9日 ,美 、英两国同时通知中国驻美英使节 ,它们准备立即与中国政府就废除在华治

外法权问题及相关问题进行谈判。其后不久 ,中美 、中英之间就展开了正式的谈判。中美之间进行的是

一场卓有成效的速决式的谈判 ,到 11月底已就平等新约内容基本达成一致。相比之下 ,中英之间的谈

判却几经周折 ,尤其是围绕九龙新界问题的交涉最为棘手。中方认为 ,九龙新界作为租借地 ,应与其它

租界一样移交给中国政府 。但英方认为九龙问题不在废除在华特权的范围之内 ,坚决拒绝中方的要求 ,

即使谈判破裂也在所不惜 。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同样坚决 。蒋介石坚持要把收复九龙租借地包括

在条约之中 ,否则 ,他宁愿不签订条约。在中英双方僵持不下之时 ,顾维钧向蒋介石进言 ,如果不能签署

中英条约 ,将让人觉得“盟国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盟国阵线的团结有缺口 。”
[ 10]

(第 176-177 页)蒋介石

最终同意作出让步 ,同顾维钧的这番劝说有密切关系 。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世杰谈到这一点时

也说:中国考虑到谈判破裂 ,将“对于中英邦交及联合国之共同阵线影响尤巨 ,乃决定先行签订中英新

约 ,而将九龙问题保留于日后提出 。”[ 11](第189 页)由此可见 ,在中英新约签订中 ,中国所作的让步在很大

程度上是为了巩固盟国之间的团结 。反过来 ,中美 、中英新约的签订 ,从法理上结束了美 、英百年来在中

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和其它特权 ,不仅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士气 ,进一步促成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

而且也有效地巩固了中国与盟国间的团结。

参加签署莫斯科《普遍安全宣言》是中国为进一步巩固反法西斯联盟而积极参与的一次重要国际活

动。随着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决定性转变 ,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的问题 ,日渐成为主要反法西斯盟国首

脑间的重大课题 。罗斯福希望中 、美 、英 、苏在战时的合作继续维持下去 ,并由此四强在战后发挥警察力

量 ,来维护世界和平 。然而 ,当时中国“四强”之一的地位并没有得到英国和苏联的承认。在美国的不断

施压下 ,英国于 1943年 8月的魁北克会议期间 ,同意了罗斯福的建议。但直到莫斯科外长会议召开前

夕 ,斯大林仍反对把发表四国宣言包括在会议的日程中
[ 12]

(第 33 页)。

1943年 10月 18日至 30日 ,美 、英 、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会议最主要的成就是美 、英 、

苏 、中四国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 。在三国外长会议席上 ,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号召设立战后国际

组织的宣言草案 ,主张作为《四强宣言》 ,英国外相艾登表示支持 。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坚持认为 ,既然

中国外长没有参加会议 ,会议的宣言理所当然是三国宣言。他建议“这次会议只讨论三强宣言 ,而不涉

及四强。”[ 13](第 103 页)赫尔反驳说:“为了维护联合国家统一的精神 ,把中国包括在内是至关重要的” ,否

则 , “对联合国家的统一将产生极为有害的心理效应”
[ 14]

(第 824-825页)。10月 21日会议休息用茶时 ,赫

尔进一步向莫洛托夫劝说道:“在我看来 ,将中国排除在四国宣言之外是不可能的。我国政府认为 ,中国

在战争中已作为四大国之一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现在在宣言问题上由苏英美三国当面将它摒弃 ,完全

可能在太平洋地区产生极其可怕的影响 ,不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如此 。这样做可能要使我国政府

作出各种各样的调整 ,以保证太平洋地区政治和军事局势的恰当稳定 。”
[ 14]

(第 826页)在美国如此强硬的

态度之下 ,莫洛托夫于 26日表示苏联不再反对中国作为原始签署国 。30日 ,美 、英 、苏 、中四国共同签

署了《普遍安全宣言》 。

宣言的签署和发表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整个反法西斯联盟都是一个重大事件 。对中国来说 ,它表

明“中国与其他大国一起联合参与推进战争进程 、建立和平组织与战后国际合作机制的权利与责任得到

了承认” [ 12](第 115页)。围绕中国参与签署四强宣言的争执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时盟国之间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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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 ,但唯其如此 ,四国宣言的签署才更能体现出盟国之间战时团结合作的主流 ,并反过来巩固和加强战

时盟国间的合作 。

莫斯科外长会议结束不到一个月 ,中 、美 、英三国首脑会议又于 1943年 11 月 23日至 26日在开罗

举行 。对中国来说 ,会议的最大收获是与美 、英两大国共同签署了《开罗宣言》 。《开罗宣言》庄严宣告:

“三国之宗旨 ,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 ,如东北四省 、台湾 、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 。其他

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 ,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 。” [ 15](第 449页)宣言使中国人民收复失地的神圣

使命得到了庄严的国际保证。中国被邀请参加会议并参与签署《开罗宣言》 ,在一定程度上是盟国对中

国在反法西斯事业中所作的巨大贡献和牺牲的一种政治和外交上的补偿。美国学者菲斯曾言:“开罗宣

言对中国的许诺是以一种历史的公正精神作出的 。但可以推断 ,在这种时候协商和公布这些许诺 ,是有

它的意义的。对未来的预见正被用来补救当前的虚弱 。 ……如果中国因得到有希望前景的奖励而重整

旗鼓 ,那么疲惫的中国就会使自己在战争中坚持得更长一些 ,更努力一些 。”[ 16](第 109 页)此外 , 《开罗宣

言》因对中国和亚洲其他遭受日本殖民和奴役的国家的战后独立所作的庄严国际保证 ,赢得了“太平洋

宪章”的美誉。这种成就的取得是与中国的努力分不开的。《开罗宣言》草约提出后 ,英国曾提出两处重

要改动:一是将日本攫夺之中国领土“归还中国” ,改为所攫夺之中国土地“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 ;二是

将“使朝鲜成为一独立与自由之国家”一句 ,改为“使朝鲜脱离日本之统治” 。对英国的这两点修正 ,中国

坚决反对 。参与起草宣言草约的王宠惠指出 ,中国作战的目的 ,在贯彻反侵略主义 ,含糊指出日本要放

弃所攫夺之领土而不说明应归还何国 ,将使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疑惑不解。关于朝鲜问题 ,中国指

出 ,日本之大陆政策 ,由吞并朝鲜开始 ,仅言“脱离日本统治”而不言其它 ,则将为远东将来留一重大问

题。因此 ,宣言必须确定朝鲜将来的自由独立地位
[ 17]

(第 141-145 页)。在中国的坚持下 ,英国提出的这

两点修正意见被否决 ,从而确保了《开罗宣言》是一个争取独立自由 、和平民主的宣言 。这对激励亚洲其

它被侵略国家的反侵略斗志和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增强盟国内部的凝聚力大有裨益。

值得强调的是 ,在通过上述重大外交活动而“正式进入大国之列的过程中 ,中国绝不仅仅是美国慷

慨仁慈的被动的受益者”
[ 18]

(第 193 页)。中国赢得大国地位首先也最主要是基于自身长期抗战对整个反

法西斯事业的巨大贡献 ,而这种大国地位的取得 ,又有利于激励中国继续为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事业作

出应有的贡献 ,同时也有助于盟国之间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协作 ,从而巩固盟国之间的团结。

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作用已经为历史所证实 。作为世界上遭受法西斯侵

略时间最长 、独力抵抗法西斯侵略最持久的国家 ,中国不仅为推动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奔走呼号 ,而且为

促进反法西斯联盟的巩固竭尽全力 。无论是具体的战役配合与顾全大局的战略牺牲 ,还是积极主动 、卓

有成效的外交活动 ,都充分表明在战火中久经锤炼的中国已经能够勇敢地承担起时代赋予自己的神圣

使命 ,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巩固竭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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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Consolidation of the World Anti-fascist Alliance

Guan Peifeng

(Institute of China Boundary S tudy , Wuhan Unive rsity , Wuhan 430072 , Hubei , China)

Abstract: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orld A nti-fascist Al liance , China did her best to

conso lidate it.Militari ly , China not only tried to coo rdina te w ith the allied armies' combats in

S outheast A sia , but also follow ed the G rand Strateg y to place fi rst prio rity on the defeat of Ge rmany.

Diplomatically , China enhanced the relat ions wi th UK and USA by Chiang Kai-Shek' s visit to India

and Song M ei-ling' s visit to the U nited States;China ' s persistent anti-Japanese w ar and her

diplomatic ef fo rts made herself w in the big pow er status , which conversely helped to inspire China' s

ant i-Japanese w ar , to st rengthen the coope rat ion among the allied countries.

Key words:China;the World Anti-fascist Al liance;conso l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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