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抗 日国际统一战线方针初探

张星星

 ! 年以后
,

中共根据中 日民族矛爪的急剧上升
、

世界政治

格局的重新组合和共产国际七大的策略转变
,

修改
∀

打倒一切帝国

主义
”

的口 号
,

制定并实行了联合一切反对 日本侵略的国家
、

建立

杭 日国际统一战线的方针
。

本文试就这一方针的形成
、

发展及其主

要经验作一初步探讨
。

中共抗 日国际统一战线方针的形成

 年九一八事变后
,

日本疯狂推行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

的侵略政策
,

这不仅使中 日民族矛盾地位上升
,

而且引起了国际关

系的重大变化
∀

一方面
,

英美等国 与日本的矛盾 日趋尖锐
# 另一方

面
,

英美等国与苏联逐渐接近
。

在 日本已成为东方主要战争策源地

的情况下
,

以华盛顿体制为基础的远东政治格局正 在发生深刻变

化
,

世界政治力量开始重新组 合
,

中共
“

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

的方针

已不适应新的国际形势
。

 ! 年 ∃ 月
∀

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
。

月
,

中共驻共产国

际代表张浩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中共驻共产

国际代表团
“

八一宣言
”

的内容
。

% 月
,

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
∀

确定了建立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

同时也认真分析了国际形

势的变化
,

对外方针作了相应的调整
。

会议在分析国际形势时认

为
,

目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是 日本企图把中国
“

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

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 ∀

这就使帝国主义国家间的 矛盾
“

达到了

空前紧张的程度
” 。

会议提出
,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 策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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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切和 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
、

党派
、

甚

至个 人
,

进行必要的 谅解
、

妥协
、

建立国交
,

订立 同盟 条约的关

系
” 。

这就改变了
‘

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

的方针
。

但是
,

会议仍把新

的国际形势归结为
“

世界革命力量的增涨
”

和
“

革命危机的成熟
” ,

还没有完全跳出传统的世界革命公式
。

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问

题
,

还处在酝酿和发展之中
。

 !∀ 年初
#

中共中央从上海和北平两
一

条渠道得知了国民党希

望与中共谈判的情报
,

并接到了北方局转来的共产国际七大正式

文件
。

中共对国内外形势有了进一步了解
。 ! 月下旬

#

中共中央在

晋西召开政治局会议
,

分析了日本退 出伦敦海军军备会议
、

意大利

发动侵略阿 比西尼亚战争
、

德国进军莱茵非军事区
、

法国议会批准

法苏协定和美国颁布中立法等重要国际事件
,

指出
∃ “
日

、

意
、

德三

国的上述行动
,

使帝 国主义内部发生了很大 变动
” , “

一方面
,

德
、

日
、

意接近
,

另一方面
#

英
、

法
、

美
、

苏接近
” 。 % 认识到世界政治格局

的分化和重新组合
,

尤其是苏联与英
、

法
、

美的接近
,

对继续调整对

外方针十分重要
。 ∀ 月

,

中共中央提 出
∃ “
从共产党起一直到帝国主

义
,

可以发展到最广泛的杭 日讨逆的统一战线的创立
。 ” & ∋ 月

,

中

共接 待了第一个进入中国红色区域的美国记者埃德加
·

斯诺
。

毛

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指出
∃ “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世

界性的任务
” , “

各种类型的国家 ( 反战国家
#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

家
#

社会主义国家 )能够组成一 个反侵略
、

反战
、

反法西斯的世界联

盟
” 。

毛泽东表示
,

中共和中国人民愿同包括英美在内的世界各国

组成
“

国际抗 日统一战线
” 。

他认为
, “

国际抗口统一战线的完成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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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胜 日本的重要条件之一
。

西安事变爆发后
#

中共在《中央

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中
,

明确提出了两个国际阵线

的概念
,

即
“

日德意国际侵掠阵线
”

和
“

国际和平阵线
” 。

− 关于两个

国际阵线的划分
,

突出了当时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
,

反映了当时世

界政治格局的基本特点
。

在 + 月 + 日《中央给周恩来同志的指示

电》中提 出
,

要
“

与同情中国杭 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 系
” , “

招致

英美顾问再来西安
,

经过他们使英美赞助和平
” 。 & 这些都清楚地

反映了中共争取与英美等国建立合作关系的积极态度
。

 !∋ 年初
,

中国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

推动了中共

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政策的调整
。 ∗ 月

,

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

议上指出
∃ “

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
· ·

一 中国不

但应当和中国人民始终一贯的良友苏联相联合
,

而且应当按照可

能
,

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

国家建立共同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
。 ”/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

报告
,

这标志着抗 日国际统一战线方针已成为中共一项基本策略
。

,

火
二 中共抗 日国际统一战线方针的发展和演变

在八年抗 日战争中
,

中共的抗 日国际统一战线方针的发展和

演变
,

可分 为四 个阶段
。

第一阶段
∃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在这一阶段
,

中共对

国际势力采取了
“

两条阵线
”

的 划分方法
。

伉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

中

共迅即表明了自己的对外主张
∃ “

立刻实现抗 日的积极外交
,

拥护

国际和平阵线
,

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
,

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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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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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抗 日救国的协定
” , “

在不丧失领上主权的范围内
,

和一切反

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 日的军事互助协

定
” − 。

中共强调国际和平阵线和法西斯侵略阵线之间的对立
#

把

一切反对 日本侵略的国家都作为争取 和联合的对象
。

抗日战争初期
,

英美等国对中国抗战还限于 口头上的同情
,

而

没有什么实力的援助
。

但中共认为
∃ “
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

中国的
” , “

国际 力量必将逐渐增强地援助中国
” 。 & “

中国抗 日战争

与世界反侵略反法西斯的斗争
,

是不可分离地结 合着
。

反对日本侵

略战争的不仅是中国人
,

还有欧洲人
,

美洲人
,

澳洲人
,

以及其他亚

洲 人
。

∗ 个 月来世 界 各国的 同情与援助
,

给 了我 们以 这种确

信
。 ”/ 中共批评了英美对 日妥协的一面

,

同时也冷静地分析
,

世界

的战略重心在欧洲
#

因此
, “

西方的各大小国家都将以解决欧洲问

题放在议程的第一位
,

东方问题则不得不暂时放在第二位
” 。 2 慕

尼黑协定的出笼曾进一步引起中共对英美妥协政策的警觉
,

但中

共仍明确指出
∃ “
由于 日寇进攻的深入

#

又加深了英法美苏对日本

的矛盾
。

虽然英国在西方的妥协政策可能搬用到东方⋯⋯但根本

妥协是困难的
,

至少暂时有困难
#

这是 日本独占政策的结 果
。 ” ‘/ 毛

泽东明确提出要加紧
“

国际宣传和外交工作
” 。

他认为
,

只有争取国

际援助的不断增长和 日益广泛的同盟者
#

才能逐渐改变中 日力量

对比
, “

否则是不能胜利的
” 。

,

 ! . 年 , 月
,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 了
“

着眼 于 长期
”

的外

交方针
。

毛泽东在会 上指出
∃ “
从长期战争与集中反对 白本帝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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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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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
、

义的原则出发
,

组织一切可能的外援
,

是不可忽视的
” ∀ “

根据抗战

的长期性
,

外交方针也应着眼于长期
,

不重在眼前的利益
,

而重在

将来的增援助
,

这一点远 见是必要的
” ∀

会议确定了
“

加紧国外宣

传
,

力争国外援助
,

实现对日制裁
”

的方针
#

−

第二阶段
∃  ! 年 芍月至  1 年 ∀ 月

。

在这一阶段
,

中共对

国际势力的划分逐步从
“

两条阵线
”

变为
“

三条阵线
” ,

把英美等国

视为与法西斯集团互相争夺的另一个
“

帝国主义战争集团
” #

而不

把它们列入国际和平阵线
。

中共提出反对
“

英美拖中国加入其战争

集团
” &

,

并两次警告出现英美的
“

远东慕尼黑阴谋
” 。

 ! 年 + 月
,

英美报纸传出将召开
“

太平洋国际会议
”

以调停

中月冲突的消息
6 1 月

#

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开始在上海和重庆之间

秘密斡旋
6 ∋ 月

,

英国因 日本封锁天津英租界与 日本举行谈判
。

中

共认为
,

日本侵华政策由军事进攻为主变为政治诱降为主
,

英美的

妥协政策可能造成在英美调解下国民党对日投降的严重危险
。

因

此
,

中共反复强调反对投降活动
。 ∀ 月 ∋ 日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

对投降危险的指示》
6中旬

,

毛泽东在中共高级干部会上作《反投降

提纲》的报告
6 ! , 日

,

毛泽东公开发表《反对投降活动 》一文
。

在这

一连串的
“

反投降
”

文件中
,

中共激烈地抨击了英美的对华政策
,

指

其为
“

国际投降主义者
”

和 日本的
“

战略同盟军
” 6 同时认为英美对

华援助的 目的在于
“

消耗战争双方
” ,

并提 出
“

要反对国际反动派的

东方慕尼黑阴谋
” ∋ 日

,

英 日两国在东京签订《有 田一克莱琪协

定》
。

中共随即发出《中央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 》
#

要求

全党
“

集中力量于打击张伯伦的投降政 策
” ,

要
“

打破对英国的幻

想
#

反对依赖英国的外交政策
” 。 。

中共自 ∀ 月开始的
“

反投降
”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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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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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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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

明显改变了此前对英美虽有批评
,

但立足于争取
、

着眼于长期

的积极态度
。

( 月以后
,

国际形势进一步复杂化
。

% 日
,

苏德签订互不侵犯

条约 # 月 ) 日
,

德国入侵波兰
,

英
、

法对德宣战
。

面对这些重大国

际事件
,

毛泽东于 月 ) 日发表《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

的谈话 》
,

并于 ∗ 日在 延安干部大会上作《论第二次帝 国主义战

争》的报告
。

上述谈话和报告阐明了中共在新形势下的对外方针
。

中共对苏德条约作解释
,

说该条约
“

增加了苏联帮助世界和平运动

的可能
,

增加了它援助中国抗 日的可能
” 。

对欧洲爆发的战争
,

毛

泽东认为
∃
这是英美法和德意 日两个帝国主义集团间的掠夺战争

,

不论是德意 日
,

还是英美法
,

都只有一个掠夺人民的反革命目的
。

他批评那种
“

以为英法波方面总多少带有一点进步性
”

的观点
,

是
“

极端糊涂的见解
” 。

中共认为
, “

在大战爆发以后
,

情况 已经根本改

变了
,

过去关于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划分
,

已经失掉了意义
” 。

因此
,

争取所谓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
,

建立反法西斯统一

战线的时期已经过去
。

现在唯一可能的
,

就是同苏联
,

同各资本主

义国家的人民
,

同各被压迫 民族一道
,

建立
“

反战争反侵略的统一

战线
” 。 −

上述情况表明
,

中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
,

对国际形势

的看法和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方针发生了重大变化
。

中共的对外

方针实际上恢 复了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统 一 战线
。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
,

中共对中国杭战的前途做
一

8两种估计 ∃
一

种 可能
#

就是出现
“

亲英反共降 日
”

的危险
6
另一种可能

,

就是进一

步转向
“

联苏联共抗 日
”

的局面
。

中共的基本方针就是争取后一种

局面
#

克服前一种危险
。 & 为此

,

中共积极宣传
“

苏联利益和人类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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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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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益的一致
” ,

高度赞扬 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

严厉批驳了对苏联

的
‘

造谣污蔑
” # 同时

,

激烈地抨击英美法
“

纵容战争
、

挑拨战争
、

扩

大战争
”

的帝国主义政策
,

坚决反对
“

主张中国应该参加英法帝国

主义战线的意见
” 。

至  1, 年初
,

中共又认为
∃ “
英美法与日本之间还存在着相当

严重的矛盾
,

欧战削弱了英法在远东的地位
,

因而很难迅速召集远

东慕尼黑会议
” 。 − 这说明中共仍注意了英美与 日本之间的对立和

冲突
。

但中共对世界格局的基本看法并未改变
,

依然强调
“

目前国

际形势的特点是三大阵线的斗争
” 。 & 由于既肯定了英美与日本的

矛盾
,

又坚持对英法美
“

帝国主义阵线
”

的定性 判断
#

因而
#

中共在

 1, 年下半年的一 系列决议和指示中
,

一方面多次提出要
肠

利用

帝 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
” 6 另一方面又认为要反对

“

加入英美同盟

的错误政策
” 。

在这难以协调的两个方面
,

起主导作用的是对英美

的定性判断和
“

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战争
”

的基本立场
。

这一基本立

场 充分体现于中共在  1 年春对《苏 日中立条约》和美 日秘密谈

判的两种不同反应中
。

对《苏日中立条约》
,

中共认为
∃ “
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

伟大胜利
” , “

苏 日声明互不侵犯满洲与外蒙
#

这也是题中应有之

义
” 。

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反复宣传
‘

苏日条约之伟大政治意义
” #

揭露顽固派利用
“

狭隘民族情绪
”

进行的反苏反共宣传
。

2 对美日

秘密谈判
,

中共则作出强烈反应
。 ∗ 月 +∗ 日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

揭破远东慕尼黑新阴谋的通知 》
,

要求揭穿和反对
“

日美妥协
,

栖牲

中国
,

造成反共
、

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
” 。

:

《毛泽东选集 》第 + 卷
,

第 ∗  1
、

∀ , , 贾
。

− 《中共中央关于 目前时 局与党的 任务的决定》(  1。年 + 月 日 ) , 《中共中央 文件

选 集》第 + 册
,

第 +∀ 页
。

& 《中共中央关于 目前形势和党的政策的决 定》(  1。年 ∋ 月 ∋ 日 ) #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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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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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
+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在这一阶段
∀

中共改

变了  年以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的判断
,

认为苏德战争的

爆发开始了
“

世界政治的新时期
” # 对国际势力的分析

,

重新恢复了
“

两 条阵线
”

的看法
∀

并再次提出了联合包括英美在内的一切反法

西斯国家
、

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方针
。 ‘)−

∗ 年 , 月苏德战争爆发
,

英美随即表示
,

愿与苏联互相支

援和配合
。

这引起了世 界格局的重大变化
。

在新的国际形势面前
,

中共中央于 , 月 % 日发出《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指示
,

明确提出
+ “

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

际统一战线
,

为着共同反对法西斯而 斗争
。 ”

中共要
“

在外交上
,

同

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 日法西斯统治 者的人们联 合起来
,

反对共同的敌人
” 。 − 这 指示标志着中共的国际统一战线方针

,

发生了新的变化
。

中共中央 在 ∋ 月 ∋ 日发表的抗战四周年纪念宣 言中
,

阐明了

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

宣言指出
∃ “
目前是全世界

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斗争时代
” , “

法西斯同盟对于

全世界的威胁
,

西方与东方同时增长
#

惟有建立于 反法西 斯国际统

一战线基础上的坚决的斗争
,

方能制凶馅于 己燃
#

挽托澜 于既倒
” 。

宣言号召
∃ “
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

,

促进中
、

苏
、

英
、

美及其他一切

反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
,

反对德
、

意
、

日法西斯同盟
。 ”卿 中

共中央对国际形势作了重新解释
∃

苏德战争
“

是目前世界政治转变

的枢纽
。

过去两大帝国主义营垒互相冲突的帝国主义战争及苏联

采取和平中立政策的局面
,

从此改变为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

线的局面
” 。

因此
, “

目前英国的对德战争
、

美国的援苏援英援华

行动和可能的美国反德反日战争
,

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
#

而是正

〔9 《世 界政治的新时期 )
,

 1 年 ∀ 月 + ∀ 日《解 放日报》社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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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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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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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的
。

我们都应表示欢迎
,

都应联 合一致
∀

反对共同敌人
” 。

山 中央

要求党内对英美在华人员开展积极的争取和联络工作
,

促进国际

统一战线的建立
。
争

( 月 ∗ 日
,

罗斯 福和邱 吉 尔发 表共 同宣 言 .即
“

大 西洋 宪

章 /−
∀

明确表示了反对一切侵略战争
、

彻底消灭法西 斯的坚定态

度
。

中共随即于 日发表声明
,

对罗邱宣言表示热烈欢迎
∀

称该宣

言
“

乃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 重大事件
∀

从此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

阶段
” #认为该宣言 及提议召开的英美苏三国莫斯科会议

“

表明了

全世界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伟 大战斗阵线已经在政治上完成
” +

说
“

这不但是英美苏三国人民从法西斯威胁下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
,

而且是全世界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
∀

而且是我们中国人民获

得解放的国际基础
” ∀

& 这是中共第一次对英美政府做 出的直接的

积极反应
#

 1 年 ∀ 月以 后中共对外政策的转变
,

体现了中共抗

日国际统一战线方针的重新确立
。

第四阶段
∃  1 年 + 月至  1∗ 年 . 月

。

在这个阶段
,

中共坚

持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方针
#

并根据形势的变化
#

把国际统一战线

工作的重点转向在太平洋直接对 日作战的美英等国
。

 1 年 + 月 ∋ 日
,

太平洋战争爆发
#

由此形成中美英等国共

同对日作战的局面
。 . 日

#

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
、

廖承志等人
#

要求

他们积极开 展对英美的联络工作
# “

与英美建立统一战线
” #

指出
∃

“

日一英美战争后
#

我对英美方面之政策应当是建立与展开中共与

英美政府的广泛的真诚的反 日反德的统一战线
,

不应作不真诚与

狭隘的表示
# ”  日

#

中共中央公开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

战 争宣言》
,

并同时 向党内发出《关 于太 平洋反 日统 一战线的指

价9 《关于战争性 质问题的指示》(  1 年 ∋ 月 + 日 ) #  1 年 ∋ 月 + ∋ 日《新华 日报》
#

− 《六大以来》上册
#

第 ∋ ! 页
#

% 《关于级近国际事件的声明 )  1 年 . 月  日 ) # 《中共中 央文件选集 , 第 ! 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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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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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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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
。

中共认为美英等国抵抗 日本侵略的战争
, “

是为了保卫独立 自

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 争
” 。

‘犷 中共明确提出
,

当前的中心任

务就是
“

建立与开展太平洋 各民族反 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

线
” , “

为此目的
,

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 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

白的通力合作
” 。 − 上述情况表明

,

中共鉴于英美在太平洋直接对

日作战
#

与中国形成战略配合
,

而苏联忙于对德战争这一新形势
#

已把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转向英美及太平洋 各国
。

为加强对

英美的争取工作
,

推进太平洋地区的对日战争
,

中共中央还对保护

英美人士从敌占区撤退
、

进一步搞好对外宣传
、

开展海外华侨工作

和组织南洋地区游击战争等项任 务做 了具体部署和安排
。 & 这些

工作的开展
#

对扩大中共的国际影响产生了积极作用
。

 1 + 年 0 月 0 日
,

中
、

苏
、

美
、

英等 +∀ 国在华盛顿签署联 合宣

言
,

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

中共对此评价极高
,

称联合

宣言是
“

具有全世 界历 史意义 的文献
” ,

并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

线称为
“

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同盟
” 。

中共认为
,

这不仅保

证了各国在 目前的战争中协同一致
, “

而且战后世界的动向亦有了

明确的方针
” # “

战后世界是 自由的
、

民主的
、

和平的世界
” 。 (,

对同盟国
“

先欧后亚
”

的战略方针
#

中共以 现实的态度表示
,

“

这一方针是世界反侵略阵线彻底胜利的途径
” 。

妙 中共还尖锐地

批评了国民党
“

只大声叫喊
‘

先解决日寇
’ ,

怨天尤人
”

的态度
#

主张

《中共中央 文件选集 )第 ! 册
,

第 +1.
、

+∗
、

+ ∗+ 芡
#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 册
#

第 +1 .
、

+∗
、

+∗+ 页
。

& 《中央关于保护敌占区英 笑人士的指 示 扒  1 年 + 月 )
#

《中央 关于 开展太 平洋反

日统一战线及华侨工作的指示 扒  1 年 + 月  日 ,
,

《中央关于 太 平洋战争爆发

后敌后抗 日根据地工作的指 示》
、

《中央军委总政治那关于太平 洋战争怪发后对敌

占区人民的宣传与工 作的指 示 》(  1 年 + 月 ∋ 日 ) ,

见《中共中央 文件选集》第

! 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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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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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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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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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独立 自主的抗战
“

配合世界反侵略阵线对 日寇的最 后聚歼
” 。

中共这一 立场使许多同盟国在华人员逐渐以积极态度对待中共
。

 1 1年
,

中共的国际统战工作取得重要成果
。 ∀ 月

#

中共接待

了
“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 6 ∋一. 月间

,

美军观察组分两批共 . 人

来到延安
。

中共对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的到来十分重视
,

认为这是

直接外交接触的开始
。

中共中央于 . 月 . 日发出《关于外交工作

指示 》
,

对进一步开展国际统战工作做了具体部署
,

并特别强调了

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
。

中共对美军观察组给予了热情接待
。  月  日

#

中共中央军委

发出通令
,

要求 各大战略区和沿海的杭 日根据地增设联络 机构
,

与

盟军进行情报合作
,

并准备与盟国联合对日作战
。

大 多数美军人员

从共同的利益出发
,

对中共的敌后游击战争和抗 日民主政策作出

了客观评价
,

并向美国官方提出许多发展与中共关 系的建议
。

 1 ∗ 年 月
,

中共在争取 与美国建立合作关 系的努力遭到赫

尔利等人的阻挠之后
#

毅然要求美军观察组绕过赫尔利直接向
“

美

国政府的最高官员
”

转达 一项建议
∃ “

假如罗斯福总统愿意在白宫

把他们作为中国一主要政党的领袖予以接待
,

毛和周可随时一人

或一同前往华盛顿
#

进行试探性 会谈
。 ” − 但是

,

这一电报再次为赫

尔利所阻
,

未能传向太平洋彼岸
。

美国学者迈克尔
·

沙勒对中共此

举评论说
∃ “
这个令人吃惊的建议很好地说明了中共是多么准备尽

力争取美国的支持和国际上的合法地位
。 ” &

时过不久
#

由于得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
“

不与中共 合作
”

的

谈话和 ∀ 月 ∀ 日发生的谢伟思等人在纽约被捕案
,

中共开始对美

国的扶蒋反共政策进行激烈抨击
。

∀ 月 日
,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

《世界反侵略 阵线的总战略方针与中国》
,  1+ 年 + 月 + 日

#《解放 日报 》社论
#

− 转 引自巴 巴拉
·

塔其 吸《假如 毛泽 东来过 华盛顿 》
,

笑国 《外交 事务》第 ∗ 卷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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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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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时
∀

第 一次严厉地提出
’‘

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
” 。

此

后
,

《解放 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和文章
,

讨以赫 尔利为代 表的美国对

华政策公开提出了尖锐批评
。

自此
,

中共的杭日国际统 一战线力
5

针
,

尤 其是对美
、

英的团结和争取
一

方针
,

开始明显转变
。

不过
,

中共

在激烈地批评美英两国对华政策时
#

反复强调
,

要划清
“

美英政府

与美英广大人民
” 、 “

美英政府中决定政策的 人们 与其他广大工作

人员
” 、 “

今夭的政策与可能改变的明夭的政策
”

之间的区别
。 “

假如

有一天它改变 厂这 个政策
#

我们并不要反对到底
” 。 − 这说明

#

中共

已积累 了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灵活运用策略的经验
。

三 对中共抗 日国际统一战线方针的认识

对于中共抗 日国际统一战线方针
,

有些国外学者的观点不无

偏颇
。

如美国学者詹姆斯
·

安德森断言
∃ “
延安不具备实施一项总

的外交计划的力量
,

中国共产党人所做的只是他们唯一能做的
∃
这

里推一把
,

那里拉一把
,

一步步地向着胜利迈进
。 ” & 这显然贬低了

中共对外交问题的处理和应变能力
。

国外学者对中共在抗战时期

制定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
,

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
。

一种观点认为
,

中共完全是从马列主义
“

意识形态
”

出发来制定对外政策
, “

延安的

一言一行无不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联

系
,

也反映出他们对可能的苏联支持的渴望
” 。

毛泽东那些与美国

友好的表白只是一 种
“

策略手段
” 。

另一种观点
,

则强调中共制定

对外政策的
“

务实
”

态度
,

认为
‘

毛泽东在处理对外关系时
,

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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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考虑意识形 态的
。

他按照 民族主义的
、

中国的方式思考 问

题
” 。

这两种观点各持一端
,

把
“

意识形态
”

和
“

务实
”

对立起来
。

实际上
,

中国共产党人在制订国际反 日统一战线的方针过程

中
,

也是逐步学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具体实际结 合
,

把共产

国际指示和苏联外交利益与中国共产党革命利益结合起来的
。

中

共抗 日国际统一战线方针
,

确曾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和苏联外交

政策的影响
。

当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外交政策与中国民族革命利

益相一致的时候
,

这种影响就会产生积极作用
。

如中共从确定抗 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
,

至杭 日战争初期
,

就是接受了共产国际关

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
,

从而迅速克服了党内
“

左
”

倾关

门主义错误
,

投入全国抗 日救亡运动
,

对外则改变了以往反对一切

帝国主义的做法
,

确定了建立反 日国际统一战线的方针
#  ! 年

至  1 年
,

苏联先后与德国
、

日本签订中立条约时
,

共产国际与苏

联从苏联外交利益出发
,

改变了联合英美反对德 日法西斯的政策
,

这使中共的国际统一战线方针发生了动摇
,

又恢复了反对一切帝

国主义的政策
。  1 年苏德战争爆发后

,

共产国际与苏联采取了

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方针
,

中共才得以恢复联合英美反

对 日本的国际统一战线方针
。

中共在实施国际统一战线方针过程

中出现曲折的情况
,

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对共产国际指示和苏

联的外交政策加以分析
·

要按职中国的实际情况
,

根据中国革命的

利益
,

来确定 自己的路线方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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