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迫国民政府屈服”改为“摧毁美国空军在中国的基地,防止空袭日

本本土”。这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走上穷途末路,而不是什么“飘

移”的问题。

日本侵华战争的战略问题, 不仅是战略学的学术问题,而且是

在那一段历史时期,中日两国的历史及其关系的问题。中国人在关

注它、研究它,日本人也在关注它、研究它。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观

点、结论以及所运用的资料等等,涉及到历史的是非,民族的荣辱,

我们不能不持极慎重的态度。正因为如此,我才对徐勇同志的《征

服之梦》提出了以上意见。不当之处,尚望批评与指正。

(作者单位: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 荣维木)

徐勇著《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评介

李吉奎

徐勇所著《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以下简称《战略》)一

书,为《抗日战争史》丛书·军事系列之一种, 于 1993年由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约 35万字。著者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曾

在中国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工作, 参加撰写《中国抗日战争史》等书,

具有较深的研究功力。

有关日本侵华战争战略的研究, 日本已出版了多种专著。在中

国方面, 台湾出版的《抗日御侮》第 2卷及第 10卷《总检讨》部分,

对日军战略作了分析; 大陆发表的一些论著对此也有所论列, 但尚

未有专著出版。因此, 《战略》一书的出版, 实际上填补了国人在此

研究领域中的一项空白,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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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战争, 从 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 到 1945年 8

月 15日投降为止,进行了 14年,因此,该书所要叙述的, 远不只是

七七事变以后的八年抗战。该书从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与大陆政

策的出笼,到日本战败投降为止,作了较为完整的论述, 以求实现

作者在《绪言》中所说的“全过程、多方位”地分析日本的侵华战争

及其战略指导的意图。综观全书,作者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较多,

论述的内容比较突出。

(一)《战略》叙述了日本近现代军国主义体制的形成及其对制

定战略的影响。近代日本统帅权独立制与帷幄上奏权使军队在国

家政权中获得独立地位,内阁丧失了兵权。由于军制独特,统帅更

迭频繁,故而,日本战略指导总的来说是漫无章法的,时而曲折古

怪,时而葫瓢相画。著者认为,要认真研究日本的战略,真正理解这

一部历史,有着不言而喻的难度。他在该书《绪言》中明确指出,“战

略指导是统管战争全局、指导整个战争进行的活动, 是战争的核

心。对战略指导的分析和评判, 必须紧密联系战争的背景、原因和

结局”来进行。他还指出,战略指导的主要内容是战争的战略问题,

而不是战役与战斗的作战指导。但在许多场合下作战指导同时也

具有战略意义,所以战略指导的定义及其范围, 也应该是一个模糊

概念。著者对于战略或战略指导概念的解释与界定, 是《战略》一书

写作的指导思想, 他既不受克劳塞维茨有关“战略就是为了达到战

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说法的约束,当然该书也就不必围绕克氏

的概念去分析精神、物质、数字、地理和统计各战略要素了。日本大

本营的战略家们在制订他们的对华战略时不会不考虑克氏规定的

战略诸要素。但是,以日本这样资源贫乏、市场狭窄、兵员有限的小

国、岛国,居然称兵侵略一个大国中国,并深入其腹地,本来就是骄

妄之举,故其战略拟制,往往并不认真考虑诸战略要素。所以,《战

略》一书的写作,根据日本战略(政略)的不断变化而加以分析、评

判,这种方法是可取的,实事求是的。

《战略》一书在写作中征引了大量资料,尤其是这场战争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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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日本方面的资料。丰富的资料,使读者可以明日本军部内部的矛

盾与战略决策过程。日本侵华,利于速战。他们甚至不顾克劳塞维

茨有关“战争不是短促的一击”的告诫, 强调对南京政府“加以一

击”(或称“给予致命的痛击”)。故当日军占领南京仍不能击溃中国

军队主力之后,便不得不转而采用持久战的战略。事实上,在日本

侵华战争中不能速战速决, 已是战略上的失败。此后,日本虽采用

以战养战,以华制华,以中国人打中国人,以战逼降等战略(政略) ,

但均不能成为日本取胜之道。

(二)《战略》分析了中国抗日方针及中国战场造成日本战略陷

于被动的情况。《战略》对国民政府的抗日方针, 即“抗日总方

略”——“持久消耗战”作出评价,认为这个战略虽然在实施中暴露

了成为国民政府军队单纯、被动的阵地消耗战、消极防御战的弱

点,但作为对日抗战“总方略”, 持久消耗战略是正确的, 它逐渐磨

掉了日军的进攻锋芒, 使其陷入僵局,日益被动。国民政府军队无

疑承担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任务。《战略》一书在论述日军在占

领区的政略与战略的同时, 对于国民政府军队开展的游击战也作

了实事求是的介绍。当然, 从整个敌后战场来说,起主导作用的仍

是中共领导的军队。该书介绍了中共抗战力量的发展及其战略指

导, 即其战略方针由“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为“独立自主的山

地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所替换的过程。克劳塞

维茨说过,军队的民族精神(热情、狂热、信仰和信念) ,在山地战中

表现得最为明显, 山地是民众武装最合适的战场。对于正义之师,

且统帅具有才能, 军队具有武德和民众具有民族精神,中国战场所

开展的游击战成为侵华日军的心腹之患, 迫使它在占领区采取新

的政略、战略,拟制华北治安战战略。这是日本走向失败的重要原

因之一。

(三)《战略》一书始终将日本侵华战略置于国际环境中加以考

察,即考察日本制订战略时考虑与美、英、德、苏等各大国的关系。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华得手,势必要威胁到列强的在华殖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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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1933 年, 日本为抗议国联对它侵华的谴责, 宣布退出国联;

1934年 9月,又宣布废除华盛顿条约。日本为避免作“外交方面的

世界孤儿”,与德、意合作,在 1937年形成日、德、意轴心国法西斯

集团, 迫使英、美开始调整其对日战略, 国际法西斯势力与反法斯

力量之间的两极分化和两军对垒也开始出现。该书援引日本方面

的研究后认为,完全有理由指出,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

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1938年 11月 3日日本提出“东

亚新秩序”口号后, 明确表示要限制第三国在华的经济活动和权

益。12月 30日, 美国表示不承认日本的“新秩序”,不承认日本在

这“新秩序”中的霸主地位。随后,英、法等国也照会日本, 不承认日

本使用战争手段在中国造成的局势。但是, 日本实施“英美可分”的

外交战略,在对英交涉中获得一些成功。在 1941年 4月 13日《日

苏中立条约》签订后,日本决定南进,制定在太平洋及整个南洋地

区的战争计划。9月 3日,御前会议制定《帝国国策实施要纲》,决

定“不惜对美(英荷)一战”, 终于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这场战争,日

本大本营联席会议因其包括对华战争,统称为大东亚战争。

《战略》叙述了日军决定南进的同时试图提出更有效的对华战

略的过程。1941年 10月 18日东条英机内阁成立后,首次阁议声

明:“解决中国事变,确立大东亚共荣圈,以期对世界和平作出贡

献,乃帝国之坚定国策。”而其对华战略的最后抉择是:摈弃收缩战

略,在无力作最后全面进攻之前先行插足南方, 希冀力量扩张之后

再最后征服中国。这仍是一种十分强硬的战略, 即实施日军多年来

力图避免的对多国作战战略。但是, 这种战略并未取得多少成效,

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尽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最终还是陷入大陆

战略完全崩溃的绝境。

《战略》一书的另一值得注意之处, 是用较多的篇幅阐述了日

苏关系在日军侵华战争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著者明确指出, 苏联

的对日与对华政策一直处于较大矛盾与摇摆之中。一方面,苏联不

愿日本吞掉中国而变得过分强大,形成对自己的威胁,决定支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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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抗战以牵制日本。根据这种战略意图,苏联与中国于 1937年 8

月 21日缔结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后又向中国提供巨额军事

援助,包括派遣志愿飞行人员来华参加对日作战,在远东边境线上

也不断增加守备部队, 对日施加压力。另一方面,该书也指出, 为了

维护自身的利益,苏联曾践踏国际法并牺牲中国利益以换取对日

和平, 并以具体史实说明了苏联政策对日本侵华战略拟制发生的

影响。1925年订立的《苏日关于规定两国关系基本法则的条约》及

其议定书公然宣布, “苏联承认 1905年朴茨茅斯条约继续有效”,

公开要求继承由沙俄攫夺的在华殖民权益,实际已经否认了此前

多次对华宣言。中国要求收回中东铁路,苏联明拖暗拒,于1929年

7月 28日宣布同国民政府断绝关系。8月,发动中东路战争。这次

战争为两年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提供了参考经验与借口。事变

发生后, 1931年 10月 29日,苏联政府致书日本政府,表示苏联奉

行“不干涉主义”,使日军放胆继续在北满地区的军事行动。1935

年,苏联无视中国主权, 与日签订日本购买中东路的协定, 单方面

决定将中东路以总值 1. 7亿日元的较低价格转售给伪满洲国,实

质上承认了伪满傀儡政权。苏联如此作法,支持了日本的战争行

动,对中国无论在战略、外交诸方面, 都造成了新的严重困难。与之

相反, 由于苏联主动让步,使日本改善了孤立和被动的对外关系,

并由于控制了包括中东路在内的所有交通线,改善了它在东北的

战略地位。1941年 4月 13日, 《日苏中立条约》订立。条约规定两

国互不侵略, 如对方和第三国发生军事行动时,另一方保守中立。

双方还声明: “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

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此外, 苏联还

继续向日本供应煤、石油,日本的要求基本得到满足。双方在瓜分

中国权益问题上达成暂时性一致,日本暂时放弃北进。日本还企图

将苏联拉入日、德、意三国同盟而实现《四国协约》,但因苏方要求

过高,加上其他原因,未有结果。日本既无后顾之忧,乃大胆南进。

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苏一直保持密切的外交关系。苏联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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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军事总顾问崔可夫事后总结说:“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

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过去, 人们曾经

毫不留情地揭露英、法对希特勒德国所采取的绥靖政策, 而对苏联

与日本勾结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行径,却少有谴责。《战略》一书忠

于史实,客观记述,对人们弄清日本侵华战略演变中国际环境的一

个侧面和中国抗战遭遇困难的一个客观因素大有裨益。

在十四年战争过程中, 日本以一小国寡兵临大国,决心灭亡中

国,其志甚大,其力甚微, 犹如蛇吞大象一般, 一时气势汹汹,三鼓

之后,终蹶其师。就战略指导而言,它在多变的局势中不可能有一

个统帅意志相对集中、战略构想比较统一的一以贯之的战略思想

出台。它的战略指导未能解决“中国事变”, 日本法西斯政权的覆灭

是历史注定的。但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已经过了半个世

纪,在一部分日本人中, 军国主义亡灵仍受到膜拜,右翼势力日益

猖獗,“教科书事件”,慰安妇问题,不承认侵略而称之为“进出”,参

拜靖国神社,甚至肯定“大东亚战争”,欲重温“东亚共荣圈”旧梦。

面对着如此披猖的现实,让人们了解历史,提高警觉,防止国家和

民族重被淹没在血泊之中, 温故知新是十分必要的。徐勇的《征服

之梦——日本侵华战略》是一本好教材,“殷鉴不远, 在夏后之世”。

愿国人认真读一读它。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 荣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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