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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 日战争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

龚 和 平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中
,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

中国战场始终独立地杭击 日本

法西斯
,

牵制着 日本陆军的主力
,

是反对 日本法西斯的主要战场
。

中国人 民的抗 日

斗争
,

钳制和消耗了日本军队大量兵力
,

阻止和迟滞了 日本的
“
北进

”

和
“

南进
” ; 粉

碎 了 日本法西斯与希特勒会师中东 的战略计划
, 配合和援助 了世界人 民的反法西斯

斗争
。

中国人 民的抗 日斗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是 巨大的
,

为维护

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

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
,

中国作为五大参战国之一
,

同法西斯集团

中的第二号强国 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长达 8 年之久的艰苦斗争
。

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
,

为最

终战胜德
、

意
、

日法西斯集团发挥了何种程度的作用 ? 正确而公允地论证这个问题
,

是一个

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

为此
,

本文略谈几点看法
。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野心是很大的
。

早在本世纪20 年代
,

它就策划
“

利用中 国 的富

源
” , “

和赤俄发生冲突
” , “

与美国一战
” 。

鉴于这种征服世界的狂妄 企 图
,

1 9 31年 9 月
,

日

本公然践踏《九国公约》
,

侵 占中国东北
,

因为
“

在对俄作战上
,

满蒙是主要战场
;
在对 美 作

战上
,

满蒙是补给线
. ’
① 日本的军事行动

,

加剧了同苏
、

美之间的矛盾
,

遭到了苏美两国的

谴责和反对
。

由于和苏美矛盾的加剧
,

1 9 3 6年 6 月
,

日本修改《帝国国防计划》
,

把苏
、

美并

列为第一
“

假想敌国
” 。

同年 8 月
,

日本五相会议制定了《国策基准》
,

规定日本的
“

根本 国 策

在于国防和外交相配合
,

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
,

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
。 ”
为此

,

要

充实陆军军 备
,

使其
“

与苏联在远东能使用的兵力相对抗
” ,

在同苏联开 战初期
, “

能给 予 打

击
” ;
要加强 海军军备

, “

使其能足以对抗美国海军
,

确保西太平洋的制海权
。 ”
② 1 9 3 7年初夏

,

日本又拟定 了 5 年军备计划和 5 年生产力扩充计划
,

以增强军事实力
,

便于参加世界大战
,

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
。

日本帝国主义的上述计划
,

是同轻视中国的军事力量联系在一起的
。

身为日本陆相的杉山元竟向天皇保证
,

侵华战争
“

可以在一月之内完全结束
” ,

陆军省的其它

幕僚也几乎都认为
: “

一个不可能统一的分裂的弱国
,

日本只要表示一下强硬态度
,

中国立即

就会屈服
。 ”

③由此可见
,

在 日本帝国主义的决策中
, “

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
,

先打中国
” ,

攫

取丰富的战争资源
,

取得强国的战略支点
,

然后再
“

南进
”

或
“

北进
” ,

这是一个最便当
、

最理

想的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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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

日本帝国主义显然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的抵抗能力
。

中日战争一开始
,

日本侵

略者立即遭到中国人民的沉重打击
。

芦沟桥抗战中
,

中国29 军
“

不惜牺牲
,

奋勇冲锋
” ,

甚至
`

以大刀队摸营
,

和敌人实行白刃战
,

歼敌颇多
” ,

同时
,

芦沟桥附近的铁路工人冒着枪林弹

雨
,

搜集大批铁轨
、

枕木帮助军队构筑防御工事 , 农民群众也积极支援 29 军
,

一些青壮年主

动帮助军队修路
、

送情报
、

运送弹药物资
,

甚至连 7
、

8岁的小孩也端着水盆供士兵磨刀
。

长城内外
,

形成了军民共同抗 日的热潮
,

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团结御侮的力量
。

平 型 关 大

战
,

我八路军又歼灭日本板垣师团第 21 旅团一千余人
,

戳穿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

一扫抗

战以来的失败主义空气
,

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

淞沪战役中
,

日军调集海陆空

军20 余万
,

飞机 30 0架
,

军舰 1 50 艘
,

向上海中国守军发起猛攻
。

中国当局调集各路大军驰援

上海
,

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配合下
,

往返冲杀
,

英勇奋战达 3 月之久
,

使 日军伤亡达 4 万

之众
。

到 1 9 3 7年底
,

日本一共向中国战场派遣了16 个师团
,

约 60 余万人
,

相当于陆军总兵力

( 9 5万人 )的 2 / 3
。

19 3 8年春
,

日军为了打通南北战场的联系
,

进一步控制中原和华中
,

分南北两路夹击徐

州
。

但台儿庄一战
,

我国军队在李宗仁将军的指挥下
,

垒石为堡
,

浴血奋战
,

一举歼灭 日军

两万余人
,

号称 日军精锐之师的矶谷师团的大部分和板垣师团的一部分在此役中被歼灭
。

日军全面侵华不到一年
,

伤亡之大
,

为其侵略战争史
.

上所未有
。

中国的有力抵抗
,

陷日

本帝国主义于泥招之中
,

使其
“

南进
” 、 “

北进
”

计划严重受阻
。

为了尽快摆脱困境
,

日本侵略

者不得不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
, “

集中国力
” ,

加速其战争机器的运转
,

阴谋
“

摧毁抗 日 战争

的最大因素—
国共合作势力

” 。

同年秋天
,

日军发动了武汉战役
。

在汉口 作战中
,

日军投入

兵力近 38 万人
,

这是在整个中日战争中动用兵力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④
。

针对 日军的军事行

动
,

中国国民党军事当局调集李宗仁
、

陈诚等部一百多个师的兵力沿长江两岸保卫武汉
。

敌

我双方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会战
,

历时三个多月
,

损失都比较惨重
。

中国军队在这次战役中对 日

军进行 了有力抵抗
。

据 日方统计
,

仅参加武汉战役的日军第二
、

第十一军在作战中损伤即达

3 1 0 0 0多人
。

1 0月 25 日
,

在日军多路围攻
、

武汉 已是孤城难守的情况下
,

为保存军力
,

中国军

队退出武汉
。

武汉虽为 日军所占领
,

但国共既未分裂
,

中国也未投降
。

相反
,

由于 日军占领

区日益扩大
,

迫使仅有的侵华军队摆在漫长的战线上
,

而沦陷区人民抗 日斗争的发展
,

特别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游击战争
,

又严重地威胁着侵华日军的后方
。

1 9 3 9年至 19 4 1年间
,

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极为猖撅的时期
。

在西线
,

德国法西斯相继 占领了

丹麦
、

荷兰
、

比利时
、

`

法国等 14 个国家
。

1 9 4 1年 6 月 22 日
,

法西斯德国挟持着半个欧洲的人

力和资财
,

背信弃义
,

未经宣战
,

向苏联发起突然袭击
。

德国法西斯的肆意侵略
,

不仅给苏

联
、

祛国
,

而且也给英国
、

美国和世界上其它国家的独立
、

主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

因此
,

为

了保持 自己的主权和生存
,

英
、

法
、

苏先后对德宣战
。

就世界而论
,

反法西斯力量开始壮大

起来
。

但由于各种复杂因素
,

法国迅速败阵
,

而英
、

苏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战略防

御的态势
。

日本帝国主义 目睹国际形势的这种变化
,

急切希望尽早从中国战场脱身
,

以便伙

同它的欧洲盟友进行更大的军事冒险
。

于是
,

它采取了政治诱降和军事进攻的两手策略
,

逼

迫中国早日投降
。

但是
,

己经觉醒了的中华民族既没有被 日军的军事进攻所吓倒
,

也没有受

旧本帝国主义政治诱降所欺骗
。

相反
,

中国正面战场于 1 9 3 9年冬至 19 4 0年春对 日军发起了一

次比较大规模的
“

冬季玫势
” 。

在华南
,

国民党于南宁地区集结了以杜幸明第五军为主力的15

万人
,

12 月中旬
,

中国军队以优势兵力攻击 日军
,

击毙敌21 旅团少将旅团长中村
,

给日军以

重大打击
。

在华中
,

中国军队集中七
、

八十个师的兵力对 日军发动进攻
,

经过 40 余 天 的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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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
,

打死打伤 日军8 3 0 0多人
。

在华北
,

傅作义将军指挥的国民党第 35 军反攻包头
,

收复五原
,

全歼敌五原特务机关
。

正面战场的这次
“

冬季攻势
” ,

引起日本方面的震惊
。

日军第 n 军司令

官冈村宁次说
: “

摧毁敌之抗战意志是难上加难
。

依靠建立及加强新政权
、

进行宣传谋略
、

阻

止和断绝第三国援蒋等
,

虽然是必要的
,

但若不配合战略进攻
,

以上办法之效果是非常缓慢

的
。 ”

⑤随后
,

中国正面战场又相继进行了宜 昌会战
、

南昌会战和第二次长沙会战
。

总之
,

从

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

中国正面战场先后发动五次会战
,

对打击 日军的进攻
,

支持全

国抗战
,

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

在敌后战场
,

1 9 3 9年
,

日本华北方面军计有 3 个军
,

共辖 12 个师团
,

8 个独 立 混 成 旅

团
,

占入侵关内 日军的半数以上
。

但是
,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 日军民执行 了
“

基本的 游击

战
,

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

的战略方针
,

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

仅自1 9 3 8年 6

月至 1 9 4 1年 5 月的三年间
,

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敌作战2 0 1 0 6次
,

敌人虽然不断进行灭绝人性的

残酷
“

扫荡
” ,

实行
“

三光
”

政策
,

但根本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
。

经过
“

扫荡
”

与
“

反 扫 荡
”

的 斗

争
,

八路军
、

新四军和人民的联系更加密切
,

其实力也越来越强大
。

到抗战四周年之际
,

日

军不得不承认
,

在占领区内
“

日军和共军的势力大致相等
,

即主要城市交通干线
,

重要资源地

的周围
,

约有全面积的10 %可以看作治安区
。

中共势力圈内
,

约有 30 %的中心根据地
,

是 日

本不能插手的地区
。

剩下的 60 %为双方势力交错的地带
。 ”

总之
,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
,

中国人民始终独立地抗击着 日本法西斯
,

沉重地打击了

日寇的侵略气焰
,

打乱了它的战略部署
,

使其欲进无力
,

欲退不能
。

中国人民在这一阶段的

抗 日战争中
,

不仅对于最后战胜日本法西斯奠定了基础
,

而且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起着

十分重大的作用
。

否则
,

百万 日本大军在征服中国之后
,

或北进
,

或南下
,

都有极大的选择

自由
,

世界人 民在反对法西斯的战争中将会付出更多
、

更沉重的代价
。

日本帝国主义欲壑难填
,

侵占中国并不是它的最终 目的
。

它的狂妄企图是
“

惟欲征 服 支

那
,

必先征服满蒙
,

如欲征服世界
,

必先征服支那
” ,

即把侵略中国作为称霸世界的第一步
。

但从 1 9 37年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起
,

直到 19 45 年战败投降止
,

中国战场始终牵制着日本陆

军的主力
, :是反对 日本法西斯的主要战场

。

由于中国战场的这种作用
,

有力地地粉碎了日本

帝国主义称 霸亚洲大陆
,

进而征服全世界的野心
,

从而配合和援助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

争
。

从 1 9 3 7年到 1 9 4 5年的 8 年时间里
,

日本陆军主力始终用于中国战场
。

据 日本资料统计
,

“

七七事变
”
之前

,

日本原有陆军 17 个师团 (不含台湾军及非步兵师团 )
。

战争发动后
:

日本迅

速扩军
,

增编了 7个师团
,

合计 24 个师团 (不含台湾军及非步兵师团 )
。

其中部署于国内 2 个

师团
,

朝鲜 1 个师团
,

部署于中国东北 5 个师团
,

华北
、

华中 16 个师团
。

总计投入侵华战争

2 1个师团
,

占其陆军总兵力的87 % 以上
。

⑥

1 9 3 7年底
,

日军占领了南京
、

杭州
、

滁县
、

济南 以后
,

由于兵力不足
,

大本营曾一度主

张不扩大作战区域
,

集中力量
“

讨伐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 日敌后战场的军队

,

巩固已占领的

地区
,

以便尔后进一步扩大对华战争
。

但是
,

这一主张遭到陆军部和侵华 日军的坚决反对
,

他们认为必须双管齐下
,

一面
“

扫荡
”

占领 区内的抗 日军民
,

建立伪政权
; 一面继续向前方进

攻
,

消灭集 中在徐州
、

武汉
、

广州等地的中国军队主力
,

扶植全国性的愧儡政权
,

以便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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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中国
,

解决
“

中国事变
” 。

经过争论
,

大本营批准了陆军部和侵华日军的意见
,

并从 1 , 3 8

年初开始调整侵华日军的部署
。

根据新调整的战略部署
,

侵华日军于 1 9 3 8年初至 5 月进行了
“

徐州作战
” 。

5 月 19 日
,

日军占领徐州
,

并打通了津浦铁路
。

日军占领徐州后
,

侵略气焰更

为嚣张
,

大本营将原定 1 9 3 9年攻占武汉
、

广州的作战提前到 1 9 38年秋进行
,

企图通过攻占武

汉
、 一

广州
,

摧毁国民党的统治中枢
,

迫蒋投降
,

以结束侵略中国的战争
。

为此
,

1 9 38 年 6 月

18 日
,

大本营下达准备汉口 作战的命令
。

2 4日
,

日本政府决定了
“

集国家力量
,

以在本年内达

到战争 目的
” ,

作为今后处理中国事变的指导方针
。

⑦ 7 月 8 日
,

日本政府又进一步决定
: 举

国家一切力量用于攻取武汉
、

广州的作战
。

为贯彻上述方针和决策
,

日本又增设 了 10 个 师

团
,

总计兵力达到 3 4个师团
。

除 1 个师团 (近卫师团 ) 留在本土
,

1 个师团侵 占朝鲜外
,

其余

全部投入中国战场 占陆军总兵力的 94 % 以上
。

真可谓倾巢出动 !

尽管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战场投入了大量兵力
,

但对华战争仍然陷入相持不下的局面
。

1 9 3 9年
,

日本从世界战略考虑
,

不得不对其军备作出新的调整
。

其主要变动是增加华北的兵

力用以进攻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 日根据地
,

同时大量增编警备专用的三单位制师团和独立

混成旅团
。

1 9 4 0年后
,

入侵关内的 日本陆军占陆军总兵力的百分 比虽然有所下降
,

但由于中

国战场 日益扩大
,

实际入侵中国的 日军兵力
,

仍然在逐年增加
。

直到 1 9 4 5年 8 月 日本宣布无

条件投降时
,

其在中国大陆仍驻有1 10 万左右的军队
,

这个数 目超过了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各岛

的 日军总和
,

大约相当于全部海外日军 (不包括关东军 )的 1 / 2
。

⑧

日本大举侵华
,

用于 中国战场的战争费用也是极为庞大的
。

侵华战争开始后
,

日本岁出逐

年增加
,

1 9 36 年度总岁出为22
.

82 亿元
,

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 1 9 41年
,

总岁出则达到 1 1 7
.

42 亿

元
。

岁出的主要项目是军费
。

1 9 3 7年军费支出 33
.

71 亿元
,

1 9 3 8年增至 59
.

62 亿元
,

1 9 3 9年再

增至 61
.

56 亿元
,

在岁出总额中所占比重分别为 68
.

9%
、

73
.

3%
、

68
.

5 %
。

⑨ 1 9 4 。年之 后 由

于陆军中央部的方案是转入长期战
,

军费支出才有所 削 减
。

总 之
,

自
“

七
、

七
”

事 变 开 始

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

日本侵华军费总额至少超过 2 13 亿元
,

占同期总军费的70 %
,

总岁出的

4 7
.

2%
。

由此可见
,

日本在中国战场倾注了大量的兵力和战费
。

但是
,

日本帝国主义的预谋并未

实现
。

相反
,

经过中国人民的 8 年艰苦抗战
,

以及大小几十万次战斗的打击
,

日军已是狼狈

不堪了
。

8 年累计
,

日军在中国损失4 .4 7万人
,

其中陆军战死 38 万人
,

这个伤亡相当于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战死日军总数 1 13 万的 39 %
。

相比之下
,

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损失的兵力只有

31 万人
。

从以上的事实和数据不难看出
,

中国人民的抗 日战争在消灭 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支

柱— 日本陆军方面是起了主要作用的
。

中国战场在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是作出了重大

贡献的
。

同时对世界人民的法西斯战争也起了很重要的配合作用
。

对于这一点
,

毛泽东同志

曾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 “

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国家之一
,

是在亚洲大陆

上反对 日本侵略者 的主要国家
。 ’ “

为了自己的解放
,

为了帮助各盟国
,

作出了伟大的努力
” 。

L
、

中国人民的抗 日战争
,

将 日军 (特别是陆军 ) 的主要力量吸引到中国战场
,

并消耗 了其大

量兵力
。

因此
,

促使日本既无力北攻苏联
,

又迟滞了南进太平洋的步伐
,

同时更使日本发动

太平洋战争后兵力不足
,

不能全力以赴
。

这些对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和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起

了直接的
、

重要的战略掩护和援助作用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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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

钳制和消耗 了日本大量兵力
,

使其不能北攻苏联

众所周知
,

日本帝国主义对于社会主义苏联的仇恨是由来已久和根深蒂固的
。

日本发动

全面侵华战争本身也包藏着北进苏联的图谋
,

正如东条英机在 1 9 3 7年 6 月 9 日所说
: “

从准备

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
,

我们相信
: 如为我武力所许

,

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

一击
,

除去我背后的威胁
,

此最为上策
”

L
。

只是由于
“

中华民族抗战坚决
,

日本从中国抽不回

手来
”
O

,

才逐渐感到
“

力不从心
” , “

丧失了对苏作战的信心
”

L
。

这个间题可从下面几 个 方

面略作证明
。

首先是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
。

1 9 3 8年 7 月14 日
,

日本侵略军在中苏东部边境张鼓峰

挑起事件
,

事件发生后
,

苏联军队给日军以有力的痛击
,

日军遭到惨重的失败
。

日军的失败

固然 由于苏 联红军的强大
,

但也和 日军主力正在准备进行武汉战役
、

深陷中国 战 场 有 关
。

1 9 3 8年
,

日本在中国长城以南的兵力为24 个师团
,

占总兵力 34 个师团的 70 %
。

张鼓峰事件爆

发时
,

日本 在中国东北的兵力只不过 6 个师团
,

面对多达二十儿个师的远东苏军
,

显然处于

劣势
。

1 9 3 8年 8 月
,

正在张鼓峰作战的日军向东京大本营告急
,

要求给予援助
。

但此时武汉

战役 日军先后动用 12 个师团的兵力
,

占关内日军总数的一半
。

显然
,

日本大本营要派兵出关

支援张鼓峰作战是很困难的
。

同时
,

张鼓峰作战的日军向大本营要求供给反坦克弹药
,

但被

陆军省 予以驳回
,

因为当年 n 月的弹药生产额都已经分配给武汉战役了
。

@

张鼓峰事件之后
,

日苏间一直保持着紧张的关系
,

特别是在 日本关东军控制下 的
“

满 洲

国
”

与蒙古的边界纠纷中经常导致 日苏之间的小范围冲突
。

对此
,

日本陆军在攻占武 汉 后
,

主张停止对中国的进攻
,

采取长期持久作战的态势
,

而集中全力充实对苏战备的方针
。

但参

谋本部害怕在对苏战备尚不充分的时期内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
,

因此对关东军下达 了
“

绝 对

不要理会边界纠纷
”

的根本方针
。

可是
,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却对下属的防卫司令官发 布

《满苏边境纠纷处理要纲 》
,

指示要对苏蒙军队的
“

不法行为
”

予以
“

彻底惩罚
” 。

⑧由于 日本关

东军的蛮横无理和挑衅行 为
,

1 9 3 9年 5 月 n 日
,

日苏之间又爆发了诺门坎事件
。

在三个多月

的战斗中
,

日军
“

包括死伤
、

失踪和战病的人员在内
,

牺牲达两万人之多
。

主力军第 23 师团

等死伤率近 8 成
,

遭到了近乎全军覆没的打击
” L

。

参谋本部唯恐关东军独断专行和陆军部的

姑息纵容而发展成为正式的对苏战争
。

8 月 30 日
,

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亲自向关东军司令官植

田谦吉下达 大陆命令第 3 43 号
,

指示
: “

大本营的意图是在处理中国事变期间
,

以帝国军队的

一部分在满 洲防备苏联
,

维持北方的平静
。

为此在诺门坎尽力不扩大作战
,

筹划迅 速 结 束

之
。 ”

O 究其 日军失利的原因
,

主要是
: 1

.

日军主力被牵制在中国战场
,

因而只能以单薄的兵

力同苏军作战
,

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多 2
。

长期侵华战争耗费了大量的资财
,

同苏军相 比
,

在

现代装备上差距显著
。

其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苏联的对华政策和策略
。

从 1 93 2年开始
,

日本陆军
,

特

别是关东军
.

明确把苏联作为主要敌人
,

直到 1 9 4 0年
,

日本陆军每年都要制定进攻苏联远东

地区的作战计划
。

1 9 4 0年之后
,

虽然 日本南进体制转变
,

但北进是暂时放弃
,

而并未完全放

弃
。

根据这种情况
,

苏联敏锐地觉察到对其远东地区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威胁
,

因此一方面保

存远东地区的必要防务
,

另一方面则决定采用援助中国的办法来钳制 日本可能存在的北进行

动
。

为此
,

:9L 40 年秋
,

苏联决定派出以瓦
·

崔可夫为首的军事代表团来中国
。

临行前
,

斯大

林指示
: “

您们的任务
,

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住 日本侵略者的手脚
。

只有

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
,

我们才能在德 国侵略者一旦进攻 我 国 时 避 免两 线作

战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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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统治集团对解决中国争变和北进苏联的争议
。

9 1
.

, 1年 6 月咒

日
,

德国发动了对苏联的战争
。

对此
,

日本在政策上陷入极大的被动
。

这时
,

日本在战略 匕

有 3 个可供选择的方案
: 一是武力南进 ; 二是北进

,

配合德国
,

进攻苏联 ; 三是维持现状
,

待机而动
。

为了选择行动方案
,

从 6 月 25 日到 7 月 1 日
,

日本内阁和大本营连续召开了 6 次

联席会议
。

讨论中
,

外相松冈洋右力主先北进后南进
。

陆相东条英机认为
,

不能置中国事变

于不顾
。

参谋总长杉山元说
: 「(本的大部分兵力现正用于中国

,

北进实际上办不到
。

7 月 2

日
,

日本召开御前会议
, 一

止式通过 了《适应形势演变帝国国策纲要》
,

决定
: “

继续努力解决中

国事变
” , “

从南方各地采取种种步骤以加强压力
” ,

迫使中国政府屈服
, “

暂不介 入 德 苏 战

争
” 。

L 苏联得到 日本放弃北进的情报后
,

便从其远东军中调出 8 个步兵师和 3 个坦克师及空

军部队到西线
,

在关键时刻支援了莫斯科保卫战
。

第 二
,

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

并使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兵力不足
,

不能全力以赴

1 9 4 0年夏天
,

德国单独发动对英
、

法的闪击战
。

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
,

打 败 了 法

国
,

英国损失也相当惨重
,

同时还相继侵 占了荷兰
、

比利时
、

卢森堡等国
。

德国法西斯在欧

洲得手后
,

又力促其盟友 日本南下太平洋
。

德国驻 日本大使奥托受其政府的命令通知日本外

相有田八郎
,

德国政府
“

对荷属东印度群岛的问题不感兴趣
” ,

力促 日本
“

南进
” 。

1 9 4 0年 7 月

16 日
,

日本陆军
、

海军
、

外务省的代表一致认为
:

日本发展的最终 目标
,

必须包括一方是东

印度和缅甸
,

他方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整个地区
。

但是
,

狂妄的贪婪
,

并不等于具了f

了和应的军事力量
。

正如日本参谋次长泽田所说
: “

日本的国力因投入中国事变而余力不足
。

靠 自己解决南方问题
,

实不可设想
。 ”

@ 因此
,

日本南进
“

完全取决于中 日战争的情势
” 。

1 9 4 0年 7 月
,

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紧要关头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
“

全 党

必须紧张起来
,

把 自己变成团结全国抗 日力量的核心
” 。

毛泽东明确指出
: “

日本帝国主义正在

准备向南洋侵略
,

加紧向中国进攻……
,

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 日力量
,

反对投降分子
,

战胜一切困难
,

坚持全国抗战
。 ”

@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
,

为了贯彻中共 中 央 的 方

针
,

于 8 月 20 日发动了
“

百团大战
” 。

战斗持续三个多月
,

大小战斗 1 8 2 4次
,

毙伤 日 军 2 06 巧

人
,

俘获日军 28 1人
,

日军投诚 4 7人
,

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

极大地破坏了日军控制下的交通设

施及能源基地
。

这次战役的发动和胜利轰动了中国和世界
。

由于 日本军备计划被中国抗战所阻滞
,

陆军主力深陷中国战场又伤亡惨重
,

日本橙略 名

不得不推迟太平洋战争的发动
。

这显然对缓和当时英国在太平洋区域的处境是有益的
,

也为

美国加强战备提供了宝贵的时间
。

19 4 1年12 月 8 日
,

日军偷袭珍珠港
,

太平洋战争终于爆发
。

战争初期
,

英
、

美
、

荷等囚

军队
一

节节败退
。

日本海军在取得初步胜利后
,

侵略气焰更加嚣张
,

企图进一步调兵遣将
,

东

攻澳大利亚
,

切断澳大利亚与美国的联系
; 西攻锡兰和印度洋

,

与德国在中东会师
。

此时德

国法西斯也正盼望日本占领锡兰和马达加斯加
,

如果 日本切断了英国经红海到埃 及
`

的 交 通

线
,

就将干分有利于德军
“

隆美尔非洲兵团
”
的挺进

。

日本海军的这一计划如果得不到陆军的

支持是很难实现的
,

而此时的日本陆军主力陷在中国大陆
,

要再调动庞大的兵力配合海军完

成上述计划
,

是根本不可能的
。

另外
,

1勺4 2年 2 月
,

中国根锯英国等盟国的要求
,

组编 丁以

罗卓英
、

杜幸明为正副司令的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对日作战
,

从而牵制了在南亚地区的部分 日

军主力
,

这样就使得 日军向西线作战
、

企图与德军会师于中东的计划更快破产
。

由此可见
,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

盟军在太平洋和南亚地区处境十分被动
,

但由于中国军民的抗 日斗争
,

使得 日本侵略者既无力也无心履行德
、

意
、

日军事盟约
。



第三
,

中国抗 日战争为英美与苏联保持了重要的战略通道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

日军由于受到中国战场的牵制
,

没有能力冲进中东地区
,

这就使由

伊朗入里海
,

直通苏联中心地带的交通要道畅通无阻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

这条要道的运

输量
,

超过北大西洋海路
。

日本因中国战场的牵制而无力履行德
、

意
、

日夹攻苏联的军事盟

约声所 以 日苏之间一直不存在战争状态 (指 1 9 4 5年 8 月 14 日前 )
。

这样
,

不仅苏联货船
,

而

且大量美国商船
,

也改挂苏联国旗
,

在太平洋进行安全的航运
。

据统计
,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

到 1 9 4 5年大战结束
,

英
、

美
、

加拿大各国 向苏联提供了 1 7 1 4万吨各种物资
,

而其中 1 2 20万吨

是通过这条通道运抵苏联的
,

占总吨位的71 %
。

这样
,

英
、

美
、

苏各盟国间
,

不仅军事上可

以东西呼应
,

而在战略物资上也紧密结合起来
。

这对共同进行反法西斯斗争是十分有益的
。

综上所述
,

中国人民在 8 年的抗日战争中
,

抗击和牵制了日本的大部分陆军和大量海
、

空军
,

并以高昂的代价消耗着 日本的实力
,

从而打乱了日本的侵略部署
,

使其北进苏联的计

划陷入破产
,

阻滞了南进太平洋的步伐
,

并使 日本迅速征服中国后与德国会师的阴谋付之东

流
,

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欧洲和太平洋及亚洲其它地区的反法西斯斗争
。

无可否认
,

中国抗

日战争确实得到许多国家和国际友人的援助
,

这是中国人民衷心感谢和永远不忘的
。

但中国

人民的抗 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的贡献
,

中华民族为维护世界和平所起 的伟 大 作

用
,

同样也是世界人民所永远记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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