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向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
论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

张海鹏

内容提要 本文指出了三点:第一, 抗日战争的胜利完成了近代中国从

 沉沦!到 上升!的转变。第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共提出并且推动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了民心。抗日战争只有发动蒋介石、国民党参加, 才

可能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推动全国抗战的开展,才可能有全民族的抗战。第

三,从民族战争政治条件来看, 在抗日战争中, 始终存在着国民党、共产党两

个领导中心。在抗战历史演变过程中, 国共力量的消长发生着变化 ,总的趋

势,是人民的力量、共产党的力量逐渐增强,并且历史性改变了国内政治力量

的对比。

关键词 抗日民族战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两个战场 两个领导中

心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 60周年纪念正在世界各

地展开。俄罗斯、法国和英国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中国也

正在热烈纪念并庆祝这个值得纪念和庆祝的日子。这说明对这个

胜利的纪念,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世界各地的人们每过 10年都要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今年

的纪念与 10年前不大相同。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胜利

的一个结果就是联合国的成立。今年联合国正在讨论机构改革问

题,各国议论纷纷。恐怖主义所引起的国际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正

在影响着国际关系的走向。世界多极化的局势正在形成。中日关

系因为小泉内阁的历史认识问题(当前突出反映在参拜靖国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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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出现了中日关系中空前的 政冷经热!现象,

东海资源问题和钓鱼岛领土归属问题加剧了中日关系的紧张。在

这样的国际关系背景下,我们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 回顾

抗日战争的艰苦历程,讨论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抚今追昔, 使我

们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更加充满了信心。

抗日战争的胜利完成了

近代中国从 沉沦!到 上升!的转变

观察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不能仅就抗日战争谈抗日战争, 需

要从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的历史演变来考察。先后发生的两

次鸦片战争,老大的中华帝国迭次败北,中国被拘束在西方殖民主

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之中。这时的中国有两个不利条件。一

个是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在度过了郑和下西洋的辉煌时

代以后,中国在世界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开始落伍了。当乾隆皇帝

把前来寻求贸易机会的英国使团贡献的方物当作 奇技淫巧!的时

候,他看不到这种 奇技淫巧!背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过过了

40年,英国人再次前来叩关, 蒸汽机驱动的轮船和鸦片飞剪船带

来的已经不是一般的商品了。第二个不利条件是,在封建社会末

期的中国统治者,正处在清朝统治的晚期。统治者不了解外部世

界,以至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还不知道英国在何方向、道里远近, 当

然更不知道失败的原因何在了。处在封建社会末期的封建王朝,

对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列强, 完全丧失了应对的本领。就是在

不平等条约体系的约束中,中国 沉沦!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的 深渊!。又经过甲午战争的惨败,割地赔款,把洋务新政中积累

的财富消耗殆尽,以至于造成列强瓜分中国的趋势。八国联军之

役, #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的确

立。这是鸦片战争以后 60年来,清政府腐败、落后挨打、备受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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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凌的必然结局。这时候,外国军队驻扎于中国京畿的 12处战略

要地,并将北京至海的炮台一律削平。这等于使中国解除了防务,

由列强对中国实行了永久军事占领。中国首都产生一个中国人不

得进入的武装使馆区, 这是真正意义的 国中之国!, 它在紫禁城
旁,用枪口监督着中国中央政府的一举一动。中国人抵抗侵略的

权利被完全剥夺,连民众加入反帝组织, 也要被砍头,中国政府的

官员则成了列强镇压人民的工具,否则就要被革职惩罚。一位美

国历史学家评论道: 中国此时 已经达到了一个国家地位非常低落

的阶段, 低到只是保护了独立主权国家的极少的属性的地步

了。! % 1901年以后,以慈禧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阶级, 由传统意识

维系的心理防线终于被彻底摧垮。谢罪, 惩凶,立碑,停试,驻军,

赔款,天朝上国的妄自尊大、盲目排外, 一下子变成了乞命讨饶, 奴

颜婢膝。 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 成了社会 沉沦!到 谷

底!时的真实写照。
国家地位如此,社会状况如此,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 这

是统治集团腐败无能的结果。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人

民不会在这种状况面前停止思考。尽管#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人民

不得结成反帝组织从事反帝活动, 但是面对列强侵略的加深,反帝

活动日盛一日。1901年以后,迅速开展了拒俄运动、反美运动、收

回利权运动、拒英运动、拒法运动以及反对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以及

反对签订 中日密约!的运动。1919年 5 6月间更爆发了全国规

模的学生和工人运动,反对日本侵占山东,抗议巴黎和会对中国的

不公平待遇,迫使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

字。这是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民意基础上, 中国政府代表第一次

对国际条约说了 不!字。从此以后, 由于中国社会出现新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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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新的阶级、新的思想和主义,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

各方面出现了新的积极向上的因素, 出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从 沉沦!转而 上升!的趋势。

正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八年抗日战争, 从全面意义上完成了近

代中国从 沉沦!到 上升!的转变。五四运动以来大幅前进的中华

民族的复兴,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全面提升。中华民族的民族复

兴推动了这个转变, 这个转变过程也进一步推动民族复兴。从鸦

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事实看, 1937年 7月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全面

侵华, 是历次帝国主义侵华过程中最为严重的一次, 时间最长(如

果加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局部侵略,应是 14年之久) , 占

领中国的领土最广大,造成中国国家和人民的损失最巨大, 但是中

国国家和人民却没有被打趴下,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这个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所取得的第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因

为这个胜利,中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暨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独特

的、其他国家难以替代的贡献, 中国作为东方战场的主战场, 拖住

了日本的主要兵力, 使它不能实现在中东与德国军队的汇合,全力

支持了美国、英国的太平洋战场,也全力支持了苏联、美国、英国在

欧洲的战场,赢得了反法西斯各国的尊重,战时( 1943年)废除了

列强加在中国头上的锁链#辛丑条约∃, 战后, 台湾回归了祖国, 中

国成为了联合国的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中国还是一个弱国, 由

于抗日战争的胜利, 中国开始登上了大国活动的国际舞台。

历经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从民族复兴的思想高度上

看,可以证明如下几点:第一、面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是应

当抵抗,而且必须抵抗的;第二、入侵之敌虽然比我强大,我举全民

族之力,经过长期的艰苦作战和牺牲,是可以最后战胜强敌的; 第

三、在外敌面前,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民族利益第一, 阶

级利益必须服从民族利益, 必须组成民族统一战线, 共同对敌;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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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民族战争中,必须广泛争取有利于我的国际援助;第五、在中

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历史文化悠久的大国, 确信入侵之敌是可以

战胜的,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可期的。

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

战争,是保卫中国独立主权完整的战争,是中华民族为自己的生存

而拼死奋斗的民族战争,因而是一场完全正义的战争。日本军国

主义者以中国为目标,制定大陆政策,不管是北进还是南进, 都是

首先占领中国, 进而东南亚,进而世界。所谓 大东亚共荣圈!, 所
谓 王道乐土!, 是建立在 武运长久!基础上对东亚各国的统治圈。

日本为此目的进行的是侵略战争,是不义的战争。中国抗战不仅

是保卫中国主权的战争, 也是反对世界法西斯、保卫世界和平的战

争。中国抗战不仅是中国的, 也是世界的。正义之战决定了中国

进行战争的基本性质,也决定了战争前途的基本指向。

但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证明,正义战争的一方不一定总

能获得胜利。中国抗战要取得胜利, 还需要国内和国际条件的支

持与配合。

国内条件主要是对这场民族战争性质的认识。抗日战争时

期,是日寇侵入大片国土,妄图灭亡中国的时期。日寇妄图灭亡中

国,中华民族到了存亡绝续的关头,这个基本事实,决定了中华民

族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是基本的矛盾, 是决定和影响中国国内其

他矛盾首先是阶级矛盾的主要因素。因此, 对待日本侵略者的态

度,基本上可以决定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政党的态度,它是爱国

的、不爱国的或者卖国的,用对待民族矛盾的态度一衡量, 什么都

清楚了。如果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政党在对待日本侵略者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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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态度上正确了, 我们就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爱国者、爱国团

体、爱国政党,这就叫做大节不亏。这就是说,在民族危亡的时刻,

中华民族的利益是第一位的, 阶级的利益、政党的利益, 都要服从

民族利益。国民党也好, 共产党也好, 其他中间党派也好, 如果都

强调本党的利益,而不顾民族的利益,就要被人民淘汰, 被历史淘

汰。在日寇大举入侵的情况下,共产党呼吁联合起来抗日,把 抗

日反蒋!转变为 逼蒋抗日!、 拥蒋抗日!, 是认识到民族利益第一
这种政治现实; 国民党罔顾人民的呼声,坚持 攘外必先安内!, 迫

使张学良、杨虎城将军 剿共!,显然是以国民党一党的利益为重的

表现。张、杨二将军面对民族压迫,不愿意 剿共!,他们冒着生命

的风险, 用 兵谏!的非常手段逼迫蒋介石答应联合共产党和红军
一致抗日,表现了他们的民族大义!  兵谏!的结果,张将军虽然落

得终身监禁,杨将军后来也身陷囹圄并终遭杀身之祸, 但是推动了

蒋介石、国民党走向抗日,推动了国民党、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的

建立, 推动了全国全面抗战局面的到来, 他们的历史功绩是不朽

的! 这个功绩, 单靠国民党是不可能取得的, 单靠共产党也是难以

取得的。可见, 民族大敌当前,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政党之间

的恩恩怨怨是可以化解的。

在民族矛盾面前,谁抓住了民族矛盾这个牛鼻子, 谁提出并且

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谁就能赢得民心。九一八事变后,中共

中央就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用民族革命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

驱逐出中国的主张。随着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 中共中央

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 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提出集中一

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的主张。中共中央和红军到达陕北后, 努

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是这种

努力的具体表现。1936年 12月 13日, #西北文化日报∃报道西安

事变消息,用的标题是:  全国民众迫切要求, 争取中华民族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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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杨昨发动对蒋兵谏,通电全国发表救国主张八项,改组南京政府

容纳各党各派, 30万民众欢腾鼓舞拥护民族解放运动。! % 可见争

取中华民族生存,拥护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时代的最强音。经

过国共两党多次谈判, 1937年 9月 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

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文件,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

指出了团结御侮的必要, 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

地位。这表明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实现了两党第二次的合作。这

也表明,国民党实际上接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

帜下,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各阶级、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进行的中

华民族解放战争。当时国家权力掌握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手中。

抗日战争只有发动蒋介石、国民党参加,才可能利用国家政权的力

量推动全国抗战的开展, 才可能有全民族的抗战。没有蒋介石、国

民党的参加,单凭共产党的力量, 尽管它的抗日主张无疑是正确

的,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也是难

以独立支撑全国抗战大局的。抗战期间,蒋介石虽然没有放弃反

共,也没有放弃抗战。八年抗战,尽管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采取消

极、片面的抗战路线,对日妥协退让,有时候也搞点 和平!谈判, 但

毕竟没有对日投降, 总算把抗日的旗帜扛下来了。这与汪精卫之

流有本质的区别。汪精卫也反共, 他把反共的希望寄托在日本侵

略者身上, 在民族敌人面前,他挺不起腰杆, 作了日本侵略中国的

鹰犬。从全民族战争的角度看,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重要地

位和作用, 应当得到客观的、全面的理解。同样,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人民力量的存在和发展,是这场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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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这个基本条件, 全民族抗战是否能实现, 或者一时实现

了,能否坚持下去而不中途夭折,以及中国是否能取得抗战的最后

胜利,就要打一个大问号。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

人民力量,是保证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所以,人民力量的存在和

发展这个基本条件的极大重要性, 更加应该得到客观的、全面的理

解。因此,抗日战争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国民党、共产党

和全国人民共同奋斗争取得来的。

需要指出, 共产党推动蒋介石、国民党参加抗战, 是提高了蒋

介石、国民党的历史地位呢,还是贬低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历史地

位呢? 很明显, 蒋介石成为抗战领袖, 把蒋介石、国民党在中国历

史上的地位提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这也是由中华民族的整体利

益决定的。但是抗战胜利后,在美国的扶持下, 蒋介石、国民党一意

孤行,肆意反共反人民,才从原有的历史地位上跌落了下来。这是

怪不得共产党的。蒋介石一生几乎与近代中国同步,他给历史留下

的东西,无非是在国民革命中追随孙中山, 在抗战中坚持了抗战,退

踞台湾后坚持了 一个中国!的立场,其他例如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以及事变后一贯坚持反共、 剿共!,九一八事变后坚持不抵抗,

坚持攘外必先安内, 在抗战中也不忘记反共,在抗战胜利后违背全

国人民追求和平的意愿,彻底反共反人民, 等等, 都是不足道的, 都

是拉历史车轮倒退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从实事求是的观

点看,从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看,蒋介石在抗战中尽管没有放弃反

共,但还是把八年抗战坚持到底了。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以上是从民族战争的性质看抗战。换一个角度, 从军事看抗

战,我们看到:中国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的

存在是决定抗日战争面貌和结局的关键。抗日战争的特异之处是

蒋介石政权控制的正面战场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并

存。这种状况的两个战场并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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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有的。国民党政府掌握着国家军队, 有国家提供的后勤支持, 与

敌人正面相抗衡。1938 年 10 月武汉失守以前, 正面战场与日寇

作战还是积极的。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 正面战场作战就消极

了。日寇大幅度进入中国, 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均为敌人占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打进敌占区,建立抗日根据地,

发动广大人民, 依靠广大人民,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中共在上

述敌占区先后建立了十九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敌占区除了城镇

和铁路沿线,都是人民发动游击战争的战场。国民党攻击共产党

 游而不击!, 这是出于制造反共舆论的需要。在敌人鼻子底下,

 游而不击!,它怎么生存下去呢? 实际上,敌后战场吸引了在华日

军大部分兵力。1944年 3月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以前, 敌后战场

抗击日军 56万人的 64. 5% ,正面战场抗击 35. 5%。日伪军加在一

起,敌后战场抗击敌人总数 134万中的 110万,即 80%。客观来说,

敌后战场、正面战场,共同构成了中国抗日战场的全局。它们在战

略上是互相依托、互相配合的,这种战略配合关系并没有高下之分,

在抗战战略的意义上是同等重要的。正是因为敌后战场吸引了大

部分日伪兵力,自然就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两个战场互存互

补,互相支持,缺一不可。缺了一个,抗日战争的胜利都是难以想象

的。敌后战场的战略地位, 当时美国的军事评论家威尔纳就指出

过。他说,日本后方充满了中国的游击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而且能够担负

的战略任务!。% 正是有正面战场的坚持, 又有敌后战场的强大存

在,才使日寇招架不住,穷于应付,才有战争胜利的结局。

两个战场存在的政治基础是国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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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国共合作, 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种在战略上配合的独特

的对敌作战形式不可能存在。两个战场在战略意义上是同等重要

的,但是两个战场在战争中的表现并不完全一样。敌后战场在十

分艰苦的条件下,始终坚持游击战争, 在渡过了 1941 1942 年最

艰苦的阶段以后, 敌后根据地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据统计, 到

1945年春,根据地总面积已达到 95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 9550万,

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它人民军队 91万, 民兵 220万。% 正面战

场在相持阶段中则比较消极, 在 1941 1942年日军发动的一些战

役中, 正面战场虽然进行了抵抗, 有些战役由于指挥不当、作战不

力,却打得不好。尤其是 1944年 4月以后日军发动的 一号作战!

(即豫湘桂战役) , 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 8 个月中, 丢失河南、湖

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的广大地区约 20 万平方公里土地, 146

座城市, 6000万同胞沦于侵略者的铁蹄下。在战争中的不同表

现,直接影响着全国的政治局势。可以说, 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

用,客观地表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反映了

它们各自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 从民族战争的政治条件来看。我们看到,

在抗日战争中, 始终存在着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对抗战

中是否存在着两个领导中心, 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意见。其实,不承

认其中任何一个领导中心, 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国民党与共

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 是由抗战前两个敌对政治实体的关

系嬗变而来的。说国民党、蒋政权发挥了领导作用,是因为它掌握

着民族战争所必需的、国际国内承认的统一政权, 它指挥 200万军

队,担负着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它虽然积极反共,在抗日问题上

严重动摇,但到底把抗日坚持下来了。说共产党发挥了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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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它倡导、推动并始终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使民族战争

所必需的国内团结能够维持下来,指挥八路军、新四军, 担负着敌

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它们所处的地位不同, 能够起作用的方面不

一样,也不表现为某种平衡,而又都是不可缺少的。不承认一个中

心,或者取消一个中心, 行不行呢? 显然是不行的。取消国民党、

蒋政权这个中心,失去国家政权的力量, 全国抗战难以推动; 取消

共产党这个中心也不行, 取消这个中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形成

不了, 还是继续 攘外必先安内!, 内战不止,如何形成全国抗战的

局面? 取消这个中心,敌后战场谁来领导,广大敌后地区的人民群

众谁来组织和发动? 取消这个中心, 谁来制止国民党政权对日妥

协退让的趋势? 在抗日战争这个整体大局中,国民党、共产党都起

着领导作用。这个作用, 都是全局性的, 不是局部的、暂时的。不

承认其中任何一个中心所发挥的领导作用,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

度,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双方这种都是全局性的领导作用, 是

各自通过自己的领导能力来实现的,是在又统一、又矛盾的斗争中

来实现的。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又统一、又斗争的过程中, 国共力

量的消长发生着变化,总的趋势, 是人民的力量、共产党的力量逐

渐增强,并且历史性地改变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这是对抗日

战争中国民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的最终的说明。

抗日战争中两种力量的相互消长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在研究抗战历史的时候, 有一个重

要的结论: 抗日战争既是民族战争, 又是人民战争。% 其实,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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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当时身与其事的人已经感觉到了。亚洲问题专家、曾任蒋

介石政治顾问的美国人拉铁摩尔在皖南事变后说过:  对中国人民

来说,这四年的历史既是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又是国内革命的历

史!,抗日战争是 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内民主革命相结合的战

争。! % 从这个观点出发, 在八年抗战中, 客观上存在着两种力量

相互消长的过程。从民族战争这一面说,是日本侵略力量由盛转

衰、中国抗战力量由弱转强的的过程;从人民战争这一面说, 是国

民党政权的力量由盛转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由弱转强

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是在八年抗战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展现出来

的。

日本帝国主义错误地吸取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

和华北事变的经验, 错误地执行了明治维新中决定的 开疆拓土!、

 脱亚入欧!的决策,错误地把中国和朝鲜看成是 不幸的近邻!和

 恶友! & ,以为一个月、三个月就可以完成侵略中国的战争, 就可

以建设 大东亚共荣圈!的 王道乐土!。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大错

特错的认识。他们没有看到, 时代条件完全不同了,近代中国正在

从 沉沦!走向 上升!的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正成为中国政治生活

中的重要因素, 从 19世纪末以来, 特别是经历过辛亥革命和五四

运动以来一系列群众运动的锻炼,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的历史已经逐渐从感性提高到理性的认识,人民群众的觉醒程度

已经大大不同于往昔了。日本最大的错误是与全体中国人民为

敌,与中华民族为敌,以为像甲午战争那样,像八国联军那样,轻易

可以摧毁中国人民的意志。时势已经完全相反。中国建立了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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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以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结合的战略

配置,采用毛泽东所规划的以时间换空间的持久战作战方针,中国

共产党在敌后广泛发动了人民群众, 使得日本侵略者深陷于人民

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得自拔。无论是北进或是南进,无论是采

用 和平!的谋略手段,或者开辟太平洋战场, 都不能放松中国人民

对于日本野心的警惕,它的大部分军力始终陷于中国战场的泥淖

中。日本把他的国力拼在侵略中国的战场上, 最终走向失败的可

耻下场。

这是民族战争中中日双方力量消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了。还有一个过程同时展开, 这就

是人民战争中国民党、共产党力量消长的过程。国民党控制国家

政权,可以调动全国军队,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与之不成比例。但

是国民党主张片面抗战,不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武汉失守以后, 正

面战场作战由于指挥不力,打得很不好。在这种情况下, 国民党、

蒋介石还不放弃反共,一再制造反共高潮,意图在抗日民族战争中

消灭共产党。1941年皖南事变, 消灭新四军军部连军长叶挺在内

9000余人,一时在国内造成亲痛仇快、内战再起的局面。共产党

本着政治从严、军事从宽的原则, 进行了有理有利的斗争, 保住了

国共合作的大局。皖南事变在政治上给了国民党以打击。大后方

的民主势力高涨,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是一个标志,表示着中间势

力对国民党政府的离心力增长了。1944年日军发动 一号作战!,
造成正面战场豫湘桂大溃败, 日军兵锋到达贵州独山, 引起了整个

大后方民心极大振荡。这时候,欧洲反法西斯战场已经取得决定

性胜利,第二战线已经开辟;国内敌后战场不断扩大、声势蒸蒸日

上,正面战场竟然一败涂地,全国人民,特别是大后方人民对国民

党政府领导抗战到底的能力, 发生了从来未有的怀疑。敌后抗日

根据地政治民主,民心向上,国民党统治区独裁专制、贪污腐败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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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大后方的大学教授、工商界人士、民主党派的政治倾向发生了

动摇。美国记者、大后方报纸记者,纷纷访问延安,乃至六参政员

延安之行,都大大增加了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不信任, 而把新中国

的希望、把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延安, 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

上。原来比较超脱、不大过问政治的大学教授和工商界人士,也都

开始联系政治现实, 发表政见。正是在这样的民意背景下, 1944

年 9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林伯渠代表中共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

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制, 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个主张, 出人意

料的得到了中间势力的支持, 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应。中国

民主同盟公开发表声明, 主张结束一党专政, 建立各党派联合政

权,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动向。成立联合政府, 一

时成为国内政治舆论的最强音。毛泽东后来说, 联合政府口号一

提出,  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 人民如此广泛拥护, 我是没有料到

的。! % 国内政治的天平明显地转向共产党。美国人谢伟思当时

就看出了这一点,他写道:  随着国民党失败越来越明显地暴露, 中

国国内的不满在迅速发展。党的威信空前低落, 蒋越来越失去作

为领袖曾一度享有的尊敬。! & 国共两党力量在中国政治上的消

长成为这时期转变中国命运的关键。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说过:

 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人心变动发生在 1944年豫湘桂大溃退

后。它造成的强大冲击波, 不仅影响抗战最后阶段的国内政治局

势,而且延伸到战后,在相当程度上埋下了国民党政府失败的重要

种子。! ∋ 这就是为什么抗战胜利不久, 在决定中国命运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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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用了不过三四年时间, 不论在前方后方,共产党就得到老百姓的

全面支持,迅速取得全国政权的原因。

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

在哪里?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里,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武装力量里, 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所规划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里。所谓中华民族的复兴指的是什

么? 指的是彻底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企图,把日本帝国

主义全面赶出中国, 把国际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头上的枷锁#辛丑

条约∃彻底废弃,中国成为一个主权完全独立的人民共和国。由于

抗战胜利, 日本从中国领土完全退出, 包括从台湾和澎湖列岛退

出,中国成为联合国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这个目的基本上达到

了。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第一个含义。第二个含义是, 废除独裁

专制政府, 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选择中国社会独立的发展道路, 避

免资本主义的前途。这一点,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在

抗战时期的完美结合, 诞生了毛泽东思想而基本上获得了解决。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

府∃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系统理论,为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

发展道路描绘了蓝图。只要上述目的达到, 中华民族复兴就有希

望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就通畅了。

以上所述, 就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历史意义。这也就是我

们今天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原因。

(作者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荣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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