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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共
`

同胜利

唐 希 中

反法西斯战争
,

是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里同德意 日法西斯之间的一场大搏斗
,

是人类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

的正义战争
.

战胜德意日法西斯的胜利
,

不是别的胜利
,

是对人类的命运
、

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伟大作用的胜

利
,

是 民主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
,

是所有参加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 民共同斗争的伟大胜利
。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
,

苏
、

美
、

英
、

中等国家
,

不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
,

为 了一个共同的目的
,

结成了反法西斯联盟
.

它们
“
求大同

,

存小异
, ,

互相摄助
,

团结战斗
,

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空前壮

观的伟大事件
.

它对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起
`

了关键性的作用
,

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杰出

的贡献
。

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后
,

充分显示出了它对法西斯集团的优越性
:

在人 口上
,

反法西斯国家合计 15 亿
,

法西斯国家 2 亿 7 千万
。

在土地方面
,

前者 1 亿平方公里
,

后者仅

有500 万平方公里①
。

在主要战略物资和军火生产方面
,

反法西斯联盟显示出了它巨大的经济军事潜力
。

战线愈扩大
,

战时愈

延长
,

反法西斯联盟的这种巨大经济军事潜力
,

便越来越发挥出明显的优势
。

以苏
、

美
、

英三国为例
,

苏联

在 1 9 4 2一 1 9 4 3年的两年内
,

生产了坦克“
,
600 辆

,

而德国仅生产了 1 8
,

200 辆
。

同一时期内
,

苏联生产的飞机

比德国多 2 万架
。

在苏联卫国战争的最后三年内
,

苏联每年生产火炮 12 万门
,

飞机 4 万架
。

坦克
、

装 甲车 3

万辆
,

迫击炮 10 万门
,

机枪 45 万挺
。

美国拥有巨大的军事经济潜力
,

经济和军事工业的发展更为迅速
。
1 9 4 3

年
,

美国军火生产量已超过法西斯集团军火总生产量的 1 / 2
.

从1 9 3 9一 1 9 4 5年
,

美国共生产 296
, 。00 多 架 飞

机
,

86
,
000 余辆坦克

,

25 3
,
0 0 0门大炮

,

成 了名符其实的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

英国从 1 9 3 9一 1 9 4 5年共生产 飞

机 1 0 2
,

6 0 0 架
,

坦克 2 5
,
0 0 0辆

,

大炮 l j 3
,

5 0 0门
。

在同一时期内
,

德 国生产 飞机 1 0 4
,
0 0 0架

,

坦克 6 5
,

1 0 0辆
,

大炮 1 74
,
5 0 0门

.

在武器和军事装备生产上
,

英国一国就差不 多同德国接近
。

反法西斯联盟不仅在经济军事实力方 面 日益压倒法西斯集团
,

在实际兵力方面也 日益 占优势
。

1 9 4 0年
,

英国武装力量 总兵力为 2
,
2 2 3

,
0 0 0人

,

到 1 9 4 4年
,

增加到 4
,
5 4 3

,
0 0 0人

。

美国在 i , 4 2年拥有 4 0 0万军队
,

战时

总兵力高达 z
,
3 0 0余万人

。
1 9 4 2年初

,

苏联正规军是 4
,
2 0 7

,
0 0 0人

,
1 9 4 5 年 s 月

,

增加到 2 1
,
3 6 5

,
0 0 0人

,

此

外
,

还拥有一支人数众 多的游击队
,

至 1 9 4 3年底
,

游击队总人数约 100 多万人
。

反法西斯联盟国家为 了充分发挥经济军事优势
,

保证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行
,

它们之间
,

尤其是苏
、

美
、

英三个国家加强了政治
、

经济和军事的全面合作
。

政治上
,

苏
、

美
、

英三 国政府首脑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

随时就 重大的政治军事问题交换意见
。

在战争

期间
,

尽管战事紧张
,

交通 困难
,

仍然在世界战局发展的关键时刻召开 了德黑兰
、

雅尔塔和波茨坦三次苏
、

美
、

英三国政府首脑会议
,

就世界反法西斯的战略
、

策略和一系列重大政治军事间题进行 磋商
,

达成协议
,

巩固了反法西斯联盟
,

保证 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行
。

苏
、

美
、

英三国政府首脑之间的电信往来
,

更为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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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
.

从 190 4至 15 4 .年
,

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
,

平均每夭通信一次
.

从 1 9 4 1年 7 月至 1 9 4 5年 7 月的四年中
,

斯

大林和丘吉尔之 间
,

平均 2一 3天一件电信
.

从 1 9 4 1年 9 月至 1 9 4 5年 4 月
,

斯大林和罗斯福之间
,

平均 4 一5

天一件电信
。

通过接触和电信来往
,

促进了苏
、

美
、

英三大国之间及与其他国家间的合作
。

经济上
,

三大国之间实行互助
、

互通有无
.

从 1 9 4 1年 3 月 11 日到 1 9 4 5年 10 月 1 日
,

美国通过
“

租 借 法

案
,
给各反法西斯国家 的军事物资援助约达 44 0亿美元

,

其中 2 20 亿用于武器
,

97 亿用于装备和物资供应
,

61

亿用于给养
,

23 亿用于支付石油产品
,

38 亿用于运输和其他劳务②
。

英
、

美两国还规定共同使用生产设备
、

原料
、

船舶舱位和军事设施
.

两 国武器也实行了标谁化
。

苏联的战时经济虽然 困难重重
,

也向英
、

美提供了

大批原料
,

向其他反法西斯的国家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
。

美
、

英
、

苏等国根据租借协定进行的大规模经济合

作
,

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

军事上
,

反法西斯盟国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出发
,

制订了共 同遵循的
“
先欧后亚

,
的战略方针

,

并

在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中
,

互相配合作战
。

英
、

美在北非和欧洲的军事合作
,

收效最为显着
。

它们联合组成

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
,

统一指挥
,

联合作战
。

苏联与英美在军事上的合作
,

主要是战略性的
。

在苏德战场

上
,

苏联牵制 了纳捧德国及其仆从国军队的主要力量
,

直到 1 9 4 4年中
,

苏德战场仍有近 200 个战斗力最强的

德国师
,

占德军总数的 63 一 77 %
。

就是盟军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之后
,

苏德战场 上的德国军队的数量也减

少得不多
,

作战师的数 目仍比在西欧和意大利战线上作战 的希特勒德国的部队多一倍至一倍半
。

在苏德战争

期间
,

苏军共消灭和击溃了 5 07 个师的德国武装力量和不少于 10 0个师的德国仆从国家的军队③
。

苏联在抗击

德国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贡献
,

给了英
、

美等国以无可估量的援助
。

而英
、

美在北非和意大利南部对德
、

意

法西斯军队的打击
,

英国空军对德国工业中心的持续轰炸
,

也支援了苏联
。

1 9 4 4年 7 月
,

英
、

美盟军在诺曼

底登陆
,

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
,

吸引了 70 个师的德军兵力
,

使苏联红军能更迅速地向前推进
。

由于苏军同英

美盟军的互相配合
,

致使纳粹德国两面不能相顾
,

屡战屡败
,

终于覆亡
。

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
,

反法西斯盟国的军事合作
,

基本上也做到了互相配合
,

共同打击和消灭 日本法西

斯
。

在苏
、

美
、

英等国集中力量打击德
、

意法西斯时
,

中国军 民长期坚持抗日战争
,

牵制了约占当时 日本陆

军总兵 力 70 % 以上的日军
,

使日本泥足深陷在中国战场
,

极大地减轻了美
、

英在太平洋战场的军事压力
,

解

除了苏联两面作战的忧虑
,

有力地支持了反法西斯盟国
“
先欧后亚

,
战略方针的贯彻

。

中国的抗战
,

不仅拖住

了 日本陆军的主力
,

也消耗了 日本有限的军事资源和 巨额军费
,

打乱了日本的整个战略计划
,

致使东方的法

西斯 日本与西方德国和 意大利在军事上不能配合行动
。

中国的抗战还有力地配合 了盟军在太平洋印东南亚地

区的反攻 以及苏军对 日作战
,

使 日本陷于 四面夹攻之中
,

最后被迫投降
。

由于国际反法西斯联盟 的成份比较复杂
,

各盟国参战 的目的也不完全一样
,

所以在反法西斯联盟内部不

可避免地产生了各种矛盾和斗争
。

但是
,

盟 国之间的团结与合作一直是主要 的
。

斯大林指出
: “
苏

、

美
、

英联

盟的基础不是偶然的和暂时的动机
,

而是非常重大和长远的利益
,

④
。

正是战时根本利益 的一致
,

使苏
、

美
、

英等国在经济
、

政治
、

军事和外交上进行了全面而卓有成效的合作
,

迅速改变了敌我双方力量 的对比
,

保证

了反法西斯战争 的胜利
。

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同以往战争的一个重要不 同之处
,

是被德
、

意
、

日法西斯侵占和奴役的欧
、

亚各国人民
,

广泛地开展了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
,

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的重要组成部分
,

有力地支援和配

合了苏
、

英
、

美盟军对法西斯集团的正面作战
,

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 了重要贡献
。

欧亚各国人 民反法西斯抵抗运动 的产生和发展
,

是完全合乎规律的
。

因为德意 日法西斯所发动的这场掠

夺的
、

灭绝人性的战争
,

使欧亚的国家和人民面临丧失 民族独立的现实危险
,

因此
,

必然遇到爱好自由的各

民族 的强烈反对
,
同时

,

还 因为欧亚一系列国家的资产阶级和统治集团
,

在法西斯集 团发动的侵略战 争 面

前
,

表现 出极端的无能和腐败
,

以至在政治上完全破产
,

反对法西斯侵略
,

争取民族解放 的重任
,

厉里地落

到了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 民群众的肩 上
。

因此
,

抵抗运动从实质上讲
,

主要是广泛 的反法西斯的人 民 运

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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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法西斯人民抵杭运动席卷了大约3 0 个欧
、

亚国家
,

其中
,

在中国沦陷区
、

苏联被占领区
、

甫斯拉夫
、

意大利
、

法国
、

波兰
、

保加利亚
、

捷克斯洛伐克
、

阿尔 巴尼亚
、

希腊
、

比利时以及朝鲜
、

越南
、

4

缅甸
、

马来

亚
、

菲律宾等国家
,

反法西斯战争的规模最大
,

政治上也较成熟
。

’
1

欧亚人 民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
,

在其发展过程中
,

逐步形成了以下几个特点
:

第一
,

参加抵抗运动的阶级和阶层非常广泛
,

不仅有工人
、

农民
、

知识分子
、

手工业者
、

职员和爱国军

人
,

而且还包括了同德意 日法西斯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的那部分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
。

这些反法西斯运动

参加者属于各种不同的政治信仰
,

在他们中间
,

有共产觉人和社会党人
,

自由党人和墓督教徒
,

共和分子 以

及具有爱国感的君主分子
,

所有这些人组成了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广泛的政治运动
。 ·

第二
,

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同罢工
、

怠工 以及各种破坏手段相结合
,

以武装斗争
、

民族解放战争为主 ,

组织形式是军队和民众组织相结合
, 以军队为主

。

这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的特点
,

并不是一开始就 具 备

的
,

而是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

欧
、

亚各国
,

尤其是欧洲国家在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上
,

普遍地出现上述

特点
,

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历史条件的产物
,

因为在法西斯野蛮占领下的欧亚国家
,

完全丧失 了国

家的独立
,

丧失了民族生存的条件和人 民生活的起码权利
。

要想国家获得独立
,

民族获得解放
,

只有广泛地

建立人 民武装
,

开展武装斗争和民族解放战争
.

同时
,

法西斯侵略国家占领的地方太多
,

战线太长
,

兵源不

足
,

力量分散
,

只能占领一些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
,

无法占领广大的偏僻的城镇
、

农村和 山区
,

这就为欧亚

国家发展游击战争和武装斗争造成 了有利条件
。

第三
,

共产党在一系列国家掌握了抵抚运动的领导权
。

欧亚抵抗运动所遇到的是异常强大
、

凶狠 的 敌

人
,

抵抗运动不能不经过残酷的
、

顽强的长期斗争
。

因此
,

只有具备着坚决
、

彻底
、

顽强的斗争品质的阶级

和政党
,

才能领导抵抗运动取得最后胜利
。

在欧亚一系列国家里
,

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首先高举反法西斯主义

的旗帜
,

倡议和领导民族统 一战线的建立
,

组织和发动人民武装斗争
。

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没有掌握运动领

导权的国家里
,

共产党对反法西斯斗争的开展
,

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第四
,

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合
。

爱国主义体现为各国爱国者坚定不移地要使自己的国土摆脱法西斯

侵略者的奴役而获得解放 ; 国际主义则体现为这些国家的人民始终把自己的斗争看成是 国际反法西斯 斗 争

的有机组成部分
,

尽力支持承担了反法西斯重担的苏联人民
,

尽力配合苏
、

美
、

英军队对敌作战
,

为争取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贡献
。

这种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有机结合
,

极大地增强了欧亚国家人 民抵抗运

动的国际地位
。

欧亚各国人民抵抗运动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

对打败德意 日法西斯侵略集团
,

赢得反法西斯

战争的全面胜利
,

起了重要的作用
。

首先
,

配合了苏
、

美
、

英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的作战
,

牵制和消耗了大量法西斯军队
.

以南斯拉 夫为

例
,

从 1 9 4 1一 1 9 4 3年 8 月
,

即法西斯意大利投降前夕
,

德
、

意驻扎在南斯拉夫的军队
,

一直在 51 万至 70 万之

何
。

1 9 4 4年末
,

德国占领军达 15 个师
,

还有许多其他的独立部队
,

共计 40 万人
,

甚至在 1 9 4 5年春纳粹德国崩

溃前
,

德国仍在南保留 13 个师
,

共 30 万人
。

在四年战争期 间
,

南斯拉夫人民武装共歼敌 4 5万人
.

阿尔巴尼亚

这个只有百万人 口 的小 国
,

抗击了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 10 万意军和 7万德军
,

歼敌约 7 万
。

希腊人 民解放

军牵制了 12 至 14 个师的法西斯正规军
。

在英美盟军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前后
,

法国反法西斯武装力量的出色战

斗
,

更直接支持和配合了盟军的诺曼底战役作战
。

在诺曼底战役开始前
,

法国反法西斯战士机智巧妙地为英

美盟军弄得了德军大西洋防御计划的细节
,

这对盟军最后确定诺曼底战役发挥了重要作用
.

诺曼底战役开始

后
,

法国游击队积极破坏敌人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
,

阻击敌人援兵
。

德国第 19 集团军所属的 4 个后备师
,

有

3 个师因被迫 同游击队作战
,

不能调到前线
。

敌第 17 装甲师因受到游击队牵制
,

到达作战地点迟了 10 天
,

第

2 装甲师迟到 12 天
,

第 n 装甲师迟到 23 天
。

由于法国游击队的配合作战
,

使英美盟军先头部队有可能在诺曼

底站住脚 ; 当盟军突破诺曼底的德国防线后
,

游击队包围了大约 15 个敌军师
,

这对盟军在西欧迅速扩大战果

起了很大作用
。

1 9 4 4年 6 月
,

法国人民开始了全国性武装起义
,

游击队依靠自己的力量
,

独立解放了法国一

半领土
,

歼灭和俘虏了几十万法西斯匪徒
。

英美盟军最高总司令艾森豪威尔说
: “
在整个法国战役中

,

自由法

兰西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 如果没有他们的巨大支援
,

法 国的解放以及敌人在西欧的失败
,

将会延缓很

长时期
,

而我们的损失也会更大
。 ,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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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

欧亚人民抵杭运动同苏
、

美
、

英盟国对法西斯军队的作战
,

是互相支持
、

彼此推动的
。

正是这些

斗争
,

汇成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世界洪流
。

事实证 明
,

欧亚人民抵抗运动越是发展
,

牵制和消耗法西斯集团的

力量越多
.

法西斯军队在一个地方吃紧
,

它对其它地方的压力就不能不放松
,

这样
,

其它地方的人民和军队

就能更有效地开展反对法西斯侵略军的斗争
。

其次
.

破坏法西斯侵略集团进行战争的经济
、

物资和原料来源
,

使法西斯军队的补给发生极大 困难
。

法西

斯集团的庞大战争机器
,

主要是靠欧亚被占领国家的物资资源来开动的
.

因此
,

掠夺被占领国家的煤
、

铁
、

石

油
、

粮食和其它战略原料
,

成了法西斯侵略集团赖 以进行战争的重要条件
。

欧亚人民抵抗运动有力地打击和

破坏了法西斯军队的物资来源
,

从而削弱了法西斯军队的战斗力
。

例如
,

1 9 4 2年 11 月 24 日夜间
,

希腊人 民解

放军炸毁了拉米亚南部山区峡谷中的戈尔戈波塔马斯大铁桥
,

切断了德国法西斯通过希腊运送军需品到北非

去的唯一交通线
,

使它 6 个星期不能通车
。

隆美尔指挥的德国非洲兵团 因为得不到充分的供应
,

被迫更快地

把部队撤至利 比亚
,

从而使英军的追击更为顺利
。

欧洲被占领国家的广大工人采取罢工
、

怠工和各种破 坏形

式
,

经常使法西斯的一些军用工厂不能开工
,

大炮不能使用
,

飞机不能起飞
,

坦克开不 动
。

日本法西斯的
“
大

东亚共荣 圈
”
计划

,

即保持占领区使之成为进行战争的给养基地的计划
, “ 以战养战

’
的计划

,

在亚洲各国人

民战争的打击下
,

也成了泡影
。

第三
,

欧亚人民抵抗运动对增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性质
,

起了重要的作用
。

在世界历史上
,

虽

然一直存在着被压迫民族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
,

但这些斗争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抵抗运动比较起来
,

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抵抗运动
,

不仅具有前所未有的群众性
、

组织性和 自觉性
,

而且欧亚各国人民的抵抗运动在一个共 同目标下连成一体
,

形成一股 巨大的世界性 的反法西斯力量
,

构成国

际反法西斯联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因此
,

欧亚人 民抵抗运动的产生和发展
,

极大地壮大 了国际反法西斯力

量
,

增强 了战争的反法西斯性质
。

最后
,

欧亚人民抵抗运动对战后世界的改造和变化
,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在东欧
、

东南欧
、

东亚和东南

亚
,

由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
,

把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任务结合起来
,

把武装建设和政权建设结合

起来
,

在解放了的土地上
,

打碎旧 国家机器
,

建立各级人 民政权机关
,

实行民主改革
,

这就为这些国家人 民

革命的发展和全面胜利
,

为实现社会的全部解放
,

创造 了内在条件
,

从而把世界革命的过程大大向前推进了

一步

非洲
、

拉丁美洲
、

大洋洲的许多国家和人民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

非洲国家和人民为反法西斯盟国提供了大量 生产武器所必需的矿物原料
,

如铝土矿
、

铀等
,

以及大量粮

食和工业原料
。

在欧洲大陆被纳粹德国占领
,

亚洲许多国家被日本侵占的情况下
,

非洲的资源供应对 反 法

西斯盟国尤其是英国的军工生产
,

就有了更重要的意义
。

在战争年代
,

英国铁矿石供应中占比重最大的是塞

拉勒窝内 (塞拉利昂 )
,

锰矿石最大 的是黄金海岸 (加纳 )
,

铬矿石占比重最大的是南非联邦和罗得西亚
。

英国

还从非洲进口大量的生产 武器和穿甲弹所必需的钒和钻
。

非洲在英国纺织工业的原料供应方面也起了 重 要

的作用
。

非洲某些地 区竟成了英军及反希特勒同盟其他 国家军队纺织品和制服 的巨大供应基地
。

非洲各地的

农业更是英 国食品工业各种原料的来源
。

可 以说
,

从非洲取得最重要的物资和支援
,

正是英国免遭失败 的重

要原因之一
。

非洲的供应在美 国的原料供应 中也起了重要 的作用
。

例如
,

1 9 4 2年
,

美 国从非洲进 口 的铬矿石

为 1 9 3 8年进口 量的 3 倍
。

还从比属刚果 (扎伊尔 )
、

北罗得西亚 (赞比亚 )进口大量 的钻锭和钻合金
。

美国在战

时建 立的生产核武器的工业
,

在铀矿石和制造特种仪器所必需 的材料方面
,

也主要从非洲进口
。

非洲国家和人 民还向反法西斯盟国提供了大批军 队
。

法 国殖 民地部队对法 国起 了重要 作用
。

在 1 9 3 9一

1 9 4 0年的战役中
,

北非国家的军队被派到最危险的地区同德军作战
。

有几万 阿尔及利亚人
、

突 尼斯人
、

摩洛

哥人参加 了法 国战役
。

在法西斯意大利向法国宣战后
,

殖民地军 队从突尼斯南部进攻 意大利的防哨
。

1 9 4 0年

法国投降后
,

驻扎在赤道非洲的殖 民部队
,

总数达 2万人
,

基本上都是非洲人
,

这支军 队成 了同希特勒集团

作战的
“
自由法国

”
军队的核心

。 “
战斗法国

”
的军 队大部分也是非洲人

。
1 9 4 4年由

“
战斗法国

,

各部孙编成的法

6 3



国第一军
,

半数以上是非洲人
.

在法国土地上同德军作战的摩洛哥人就有 4 5
,

。 00 人
。

非洲人民积极参加了解

放法 国的战斗
,

以后又参加了进攻纳粹德国本土的作战
,

他们中间很多为打败法西斯
,

为法国和欧洲的解放

献出 了宝贵的生命
。

南非联邦军队参加英国对惫大利和德国军队在各个战线上 的作战
。

英属东西非的非洲人

军 队
,

约有 1 s/ (12 万人 )参加了在缅甸的对日作战
。

此外
,

许许多多非洲人自愿为盟国建筑防御工事
,

担任

运输工作
。

据统计
,

参加盟国作战和为盟军服务的非洲人达 10 0万以上
,

他们在西欧
、

东南亚
、

近东等远离

非洲大陆的许多地区留下 了光辉的战斗足迹
,

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

拉丁美洲 国家和人民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
,
主要是经济上的

。

罗斯福在《美洲政治史纲》一书中指出
:

书拉丁美洲在战争中的经济重要性
,

显著地表现在美国向全世界购买的必需原料中
,

来自这个区域的占着高

度百分比
。

在这些原料中间
,

美国从拉丁美洲购买了

—
筏木

,

百分之一百
,
木棉

,

百分之一百 , 金鸡纳霜

(树皮原料 )百分之一百
,
罗台龙根百分之一百 ,石英百分之一百 ,揉皮材料百分之九十 ; 铜

,

百分之八十三 ;

糖
,

百分之八十二 ; 马尼刺麻百分之七十八 , 钒
,

百分之七十七 , 亚麻
,

百分之六十八 , 水银
,

百分之六十

七 , 锡
,

百分之五十六 , 黑纳金树纤维
,

百分之五十六 , 钨
,

百分之四十九 ; 云母
,

百分之四十八 , 和生橡

皮
,

百分之四十三
.

美 国在全世界花 了四十三亿八千七百万美元购买战略原料
,

而其中有一半以上
,

即二十

三亿六千万美元是花在拉丁美洲的
” ⑥

。

波多黎各
、

墨西哥和 巴西还派了军 队参加美军作战
.

此外
,

加拿大
、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

作为反法西斯联盟的成员
,

为发展盟国经济军事实力和支持盟国抗

战
,

也作出了贡献
.

它们不仅为盟国提供军队
,

而且提供了大量的粮食
、

原料和军事设备
。

1 9 4 3年底
,

加拿

大 已有 1 10 万以上 的人从事军事以及与军事有关的生产
,

参加大战的加拿大军队达 75 万人
。

加拿大制造了很

多军舰
、

商船
、

飞机
、

坦克
、

装甲汽车
、

卡车以及大量的枪饱
、

弹药
,

供应盟军作战
。

还帮助英美试验和制

造原子弹
,

为英国训练军事 飞行员
.

到 1 9 4 4年初
,

在加拿大建立的 1 54 个航空学校里
,

训练了86
, 。00 多名

.

飞

行员
。

澳 大利亚 15 岁至 55 岁的 2 00 万男子中
,

有 80 余万应征入伍
。

到 1 9 4 3年底
,

从事军工生产或在军 队中服

务的男子
,

占全国男子总数的一半
。

澳大利亚还为英国海军建造了驱逐舰
、

轻护卫舰
、

扫雷舰和巡逻舰
,

为

英国空军制造了教练机
、

驭逐机
、

中型和重型轰炸机
。

人口不过 16 0万的新西兰
,

建立了一支 189
, 。00 人 的军

队
,

其中有 95
,
000 名士兵在国外与盟军联合作战

`

新西兰的工业也生产 了许多重要 的军需品
。

事实证 明
,

反法西斯战争如果没有团结一切可 以团结的反法西斯的力量
,

如果没有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广

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如果没有欧洲
、

亚洲
、

非洲
、

大洋洲和美洲许多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斗争
,

要取得胜

利是不可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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