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余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

中国抗战在二战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研究

赵文亮

对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大贡献,亲历二次大战的

一些政治家如罗斯福和斯大林都曾经给予高度的评价。罗斯福在

1945年 1月 6日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说: 美国忘不了中国人民

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

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  1951年 9月 2日,斯大林在给毛

泽东的电报中也盛赞中国人民: 在消灭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事业中

起了极大的作用。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的斗争, 大大便利了击溃

日本侵略力量的事业。 ! 日本历史学家伊豆公夫也说: 日本帝

国主义的失败和投降,是有很多原因的, 其中绵延 14年的中国人

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 这已经是历史事实。

但是, 有些国外历史学家,或者由于对中国情况的不了解, 或者囿

于 欧洲中心论 和狭隘民族主义观念的束缚, 不能也不愿承认中

国抗战的应有地位, 有些甚至故意歪曲和抹煞中国抗战的功绩。

他们不适当地强调中国内部矛盾与外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

而忽略了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的觉醒、民族意识的蓬勃兴起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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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如前苏联一些学者认为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队 不去反

抗日本军国主义者, 而是积蓄力量进行反对国民党的战争 。 而

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则几乎是国外二战史研

究的空白点,即便有所涉及也多为不实之论。如认为 随着战争的

继续,中国的军事作用&&越来越小 。! 中国抗战 不具有主要

战略意义 , 只具有局部性质 ,中国军队在整个战争时期 没有进

行过任何战略行动 。∀ 中国国民党军队几乎没有参加过什么战

斗 , 即使 中国停止战斗, 战争的进程也决不会发生改变 。∋ 必

然的结论是:中国所以能够坚持抗战,取得胜利, 不是依靠自己的

力量,而是外援的结果。这就把中华民族历时八年的反法西斯民

族解放斗争的英雄史实一笔抹煞了。

20世纪 80年代以前,我国学者忽视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无

人对这一关系到中国国际地位的重大问题进行全面的认识和论

述。大陆学者只讲解放区的抗日战争,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否定多

肯定少;台湾学者虽然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作了不少研究,惜限于一

党之私,诬蔑共产党游而不击,实际上贬低了整个中国战场在战争

中的作用。这就给国外贬低和歪曲中国抗战地位和作用的学者一

种印象和 反证 ( ( ( 中国人承认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没有

起多大作用。1980年, 刘思慕首先在∃世界历史%第 4期发表∃中

国抗日战争及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 纠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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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学者的评价。随后,中国学者纷纷发表文章,阐述自己对这一问

题的看法,肯定中国在二次大战中的作用。1985年,齐世荣在∃红

旗%第 17期、∃历史研究%第 4期发表了∃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并在当年的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

大会上宣读这篇论文,引起了国际历史学界对中国学者研究的重

视和关注,从而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是年, 学术界

共发表该方面论文 37篇。以此为开端,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

究持续升温,并于 1995年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周年时达到了新的高潮 ( ( ( 发表相关论文 241篇。据统计, 20

余年来,中国学者共发表有关探讨中国抗日战争地位和作用的论

文 420余篇,出版的许多二战史著作中也对这一问题有所论述。

一 +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

(一)中国人民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东方开辟

了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

学术界普遍认为,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

大战具有不同的特点,它一开始就具有反法西斯侵略、民族解放战

争的性质; 在战争规模上则表现为由一系列弱小国家反对德、日、

意法西斯国家侵略的接连不断的局部战争,逐渐演变成全面战争,

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有人认为,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形

成法西斯侵略战争策源地的国家。九 ( 八事变日本揭开了侵华战

争的序幕, 也揭开了法西斯国家对外争霸称霸、侵略扩张, 即发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 中国人民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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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第一枪, 也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 以

九一八事变为起点, 在中国东北兴起的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揭开

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中国人民首先举起了反法西斯

战争的义旗,在欧战爆发和欧洲抵抗运动开始之前,就进行了八年

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武装斗争, 并第一个以自己的斗争打败法西斯

国家的速战速决战略,使日本陷入了长期战争的泥潭 。∀

(二)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点的关系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 我国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仍在激烈进行的 1944年,文元珏在其所著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就指出 1937年 7月 7日中日战争爆发,

实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 。∋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刚刚散

去的战后初期, 三九 说在整个世界十分流行。但与此同时,有中

国学者又提出了 三一 说。1946 年, 汪叔棣在其所著的∃第二次

世界大战史%中明确指出: 1931年 9月 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

东三省,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同年 9月, 舒宗侨在其编

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序言中也明确指出: 第二次世界大

战,是民主政治对法西斯政治的战争,起于 1931年 9月 18日中国

−九一八. 事变, 终于 1945 年 9月 2 日日本签订降书, 绵延了 14

年。/ 5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学术界掀起的关于二次大战起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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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的讨论中, 丁则民、张继平、俞楠等学者坚持 三一 说  ; 胡雪

岩提出 三七 说 ! ; 郑玉林提出 一九三五 ( ( ( 一九三七年左右

说,强调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 并进行了比较充

分的论述。

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关于二次大战起点问题的观点更加多

样化。在所提出的 10种起点说中,有 5种将中国抗战与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起点联系在了一起。

1 九一八事变说

刘庭华、欧正文等学者主张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起点。∀ 其主要依据是: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世界各个不同

的地方以不同的时间开始的, 而应以 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的九一

八事变作为起点。∋第二,应该把二次大战起点放到整个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全局中来考察。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仅仅看作是局部意

义的中日两国的地区性的一般军事冲突,而应看作是日本帝国主

义企图建立军事独裁法西斯专政, 实现其独占中国的 新大陆政

策 的第一步;从 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国人民首先以武装斗争

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 从而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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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第三, 九一八事变及日本在中

国的侵略扩张, 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各国在东方暂

时的平衡, 引起了日本与美国等国矛盾的加剧和远东国际关系的

重大变化。因此,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一开始就具有十分明显的

世界意义, 是对世界一切反对法西斯的正义力量的支持。! 第四,

无论是日本的国家战略、国防战略还是军事战略都表明, 日本发

动的侵华战争不仅仅是针对中国的, 也是对亚洲和世界各国特别

是对苏联和美英等国的。1931年 9月 18日, 日本法西斯制造柳

条湖事件发动的侵华战争, 从一开始就具有世界大战的性质。同

样,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斗争,自始至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 第五,毛泽东把九一八事变看作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起点。

2 七七事变说

粉碎四人帮后,王振德、侯成德首先发表文章,再次提出了七

七事变说。∋ 接着陈显泗、雷新时、谢照明等学者纷纷发表文章,

阐述自己坚持七七事变说的依据。,第一, 二次大战是由几个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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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国家 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开始和进行战争的 若干个战

场共同构成的, 因此, 大战的起点只能以最早开始的那个战场的

起点作为准绳 。 1937年 7 月 7 日, 中国军民进行的全面反法

西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开辟了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该战场不

仅开辟最早,持续最久,而且直至二次大战结束,始终没有中断过。

它的开辟, 理所当然地标志着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

始 。! 第二,从日本法西斯的国家目标和侵略计划来看, 卢沟桥

事变是日本法西斯势力上台后实现侵略计划的重要一步, 是日本

进行争霸世界的大战的开始步骤。∀ 它的爆发完全改变了东亚及

太平洋地区的国际秩序, 使法西斯侵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中国战场一开始就是世界大战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不仅是中

日两国之战。∋第四, 中日间在七七事变开始的这场战争, 其意义

和影响所及,远不只限于中日两国 , ,中国抗日战争具有不可磨灭

的世界意义。/第五,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 全世界两位著名

的反法西斯战争领导人美国的罗斯福和苏联的斯大林,就已经明

确指出卢沟桥事变是世界大战的开端。0

3 九一八事变为序幕、七七事变是全面爆发的标志说

有学者提出了九一八事变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七

七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标志的观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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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九一八事变为序幕、德国侵略波兰全面爆发说

蔡祖铭以及张继平、胡德坤分别在其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史%中采用了九一八事变揭开了序幕、德国侵略波兰标志着第二次

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说法。 

5 多起点 说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五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

史%采用了九一八揭开序幕、大战在东西两个战场先后爆发的观

点: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大战的序幕; 1937 年 7月 7日卢沟桥事

变标志着大战在亚洲的爆发, 1939年 9月 1日德军袭击波兰标志

着大战在欧洲的爆发。原因在于, 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一些不同

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点: 第一, 从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来看, 第

二次世界大战是解决法西斯侵略者与被侵略国、西方民主国家、社

会主义苏联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法西斯侵略

集团的开始形成,标志着法西斯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已上

升为世界的主要矛盾。从此,无论哪个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侵略战

争,都应视为涉及世界全局性问题的战争,是大战的开始。日本发

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事变就成了大战在东方的爆发点。德国入

侵波兰成了欧洲战争的起点和大战在西方的爆发点。第二, 从战

争发动者情况来看,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首和中心有两个: 东方的

日本和西方的德意。二者具体的扩张目标和行动步骤是独立的、

各自为战的。从东西方两个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到东西方两大战场

的产生和发展, 东西方都各有自己的序幕、起点、高潮和终点。它

们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第三,从战争发展轨迹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沿着由局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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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到全面战争、由分别展开到先后结束不规则的轨迹发展的。日

本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局部战争开始, 到 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

侵华,大战在东方爆发, 成为局部战争转化为全面战争的开始。

1939年德波战争爆发,大战在西方展开, 欧洲局部战争演变为全

面战争。 

尽管对二次大战起点问题的说法众说纷纭,学术界难以达成

共识。但有如此众多的学者在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

时,将起点问题与中国抗日战争联系在一起, 说明中国抗日战争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二 +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对反法西斯战争的作用和贡献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作用

和贡献是巨大的、多方面的。学者们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了相当全

面和深入的论证。

(一)中国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中国军民是抗

击日本法西斯的主力军

学者们普遍指出,日本军阀是世界法西斯势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武力灭亡中国是日本军阀得以实现其侵略扩张国策野心的核

心和基础, 侵华战争则是日本军阀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最基本

和最重要的战线,也是国际法西斯势力挑起的争霸世界战争的重

要一部分。与此相适应, 中国抗日战场不仅是亚洲大陆上反对日

本法西斯的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战场, 而且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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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一个重要战场。 

对于中国战场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处位置, 学

术界有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 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中的仅次于欧洲的另一个主要战场 ! , 自始至终都是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之一 ∀ ; 第二种说法认为,中国战场 是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东方主战场 ∋, 是亚太地区反法西斯战争

的主战场 , ;第三种说法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太平洋战场是

东方反法西斯主战场,中国战场只是东方反法西斯的重要战场之

一/;第四种说法认为, 太平洋战场是东方海洋主战场, 中国战场

是东方大陆主战场。0

胡德坤则认为, 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不同时期, 其

位置是不同的: 从 1937年中国战场正式开辟到 1939年德国进攻

波兰、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反法西斯战场; 到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 中国是东方唯一的反法西斯战场; 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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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洋战争爆发后, 中国仍是东方重要的反法西斯战场。 但无论

哪种说法,都一致同意中国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有机组成部

分 或 重要组成部分 。!

中国战场是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重要战场,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八年中, 中国军民经常抗击着第二号法西斯强国 ( ( ( 日本
陆军的 70 ( 90%。∀ 从 1937年到 1945 年的八年时间里, 日军的

主力始终用于中国战场。据统计: 1937年侵华日军为 21个师团,

1938年为 32个师团, 1939年为 34个师团, 1940年为 39个师团,

1941年达 40个师团的兵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本在中国战

场仍保持 27至29个战斗力最强的师团,兵力在100万以上。∋ 直

到停战时,日本在中国大陆仍驻有 111万左右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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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陆军的主

力,日军不能从中国调出更多的部队派往南太平洋,这是日本在南

太平洋方面陆、海两军不能紧密协调和作战失利的根本原因之

一。/

(二)中国抗日战争拖延了三个法西斯国家的结盟

学者们指出,中国抗战对于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 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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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的贡献之一 就在于中国人民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主要

靠自己的力量, 粉碎了日本企图短期内征服中国, 变中国为其进一

步争霸亚太地区的战略基地的侵略计划,从而使日本侵略者陷于

中国泥潭 ,难以在欧战爆发前同德意结成紧密的军事性侵略同

盟。整个法西斯侵略集团勾结起来扩大战争的企图因此被延缓。

这无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个进程和结局都具有重大的影

响。 

中国人民的抗战使德意日三国同盟的组成不得不一拖再拖。

早在 1938年 1月, 德国就向日本提出了缔结三国同盟条约的建

议,要求同盟的目标不仅针对苏联,而且针对英美等西方国家。欧

战前夕,外交斗争十分紧张,国际局势瞬息万变; 而德意日终于未

能结成以英法苏为目标的军事同盟,中国抗日战争,是一个不可忽

视的因素。! 中国抗战束缚了日本法西斯的手脚, 使其无法在世

界全局范围内同德意法西斯保持一致, 因而直到欧战爆发前夕, 日

本一直拒绝同德意结成广泛而紧密的军事同盟 。∀ 由于日本要

把战略中心放在解决中国问题上, 日本主要兵力陷在中国大陆, 直

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实际上没有能给德国以军事援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初期,英、美、荷等国军队节节败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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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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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与德国在中东会师。此时德国法西斯也正盼望着日本占领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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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十分有利于德军 隆美尔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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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是根本不

可能的。另外, 1942年 2月,中国根据英国等盟国的要求, 派遣远

征军赴缅甸作战,从而牵制了在南亚地区作战的部分日军主力, 这

样就使得日本向西线作战, 并企图与德军会师于中东的计划很快

破产。 

(三)中国是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

推动者,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联合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

献

早在局部抗战阶段, 在东北即形成中朝联合对日统一战线。

1937年 3月,毛泽东提出了 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 的主张, 在此

后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主张迅速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

线,以联合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共同抵抗法西斯侵略。太平洋战争

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政府都建议太平洋反侵略各国成

立正式同盟。在中国政府的建议下, 12月 23日,中、美、英在重庆

召开东亚军事联合会议, 通过了∃远东联合行动初步计划%, 中英两

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会议还决定中美英三国在重庆

正式成立军事会议,以加强对日作战的协调。1942年 1月 1日,

由中、美、英、苏 4国领衔 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

言%, 标志着反法西斯同盟的正式形成。中国对于建立国际反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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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统一战线起了积极主动的直接推动作用。 

(四)中国抗日战争有力地支援了世界各国的反法西斯战争

1 中国抗日战争粉碎了日本 北进 苏联的计划, 使苏联避免

了东西两线同时作战,减轻了苏联卫国战争的后顾之忧

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详细的论述,指出 中国战场是粉

碎日军−北进.计划的主力 ! ,在迫使日本放弃 北进 计划中的作

用是 十分巨大的 : 它束缚了日本的手脚,粉碎了日本 北进 发动

侵苏战争的计划,使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从而保证了苏德战争这

一反法西斯主战场的胜利。∀

2 中国抗日战争推迟和牵制了日本法西斯的 南进

欧战爆发后,特别是法国投降、德军逼近英伦三岛之时, 是日

本南进的最好时机, 但由于中国战场拖住了日本的后腿,使它迟迟

不能转入南进, 从而大大推迟了南进的时间, 在英国最危急的时

刻,给予了巨大支援,为美英加强欧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防务, 争取

了宝贵的时间, 有力地支援了欧美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

争。∋中国共产党军队发动了 百团大战 , 日本的军备计划被打

乱,日本侵略者不得不推迟太平洋战争的发动,为民主国家加强战

备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 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使日本法西斯无法

#239#

20 余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国抗战在二战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研究

 

!

∀

∋

, 王振德:∃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 ∃世界历史%1984年第 5期;龚和平:

∃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 ,∃武汉大学学报%1992年第 3期。

胡德坤:∃中国战场与日本的北进、南进政策% ,∃世界历史%1982年第 6期。

齐世荣:∃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历史研究% 1985年

第 4期。

聂月岩:∃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社会科学辑刊%1991

年第 5期。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 4 卷,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 753 ( 755页。



调集它的陆军主力去阻止美英盟军的反攻和镇压其他国家人民的

抗日运动。 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有力地支援了

美英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中国坚持抗战, 也有利于美国在西南

太平洋的反攻。!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美英盟军和亚洲国家

的反攻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

3 中国战场是亚太地区盟军重要的战略支柱、后方基地和军

事情报基地,直接支援和配合了盟军的反法西斯斗争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意义重大: 第一,大量歼灭和牵制日军,

为反法西斯作战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柱和军事援助;第二, 稳固了

中国的西南战局,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持久抗战保存了坚强的战

略根据地; 第三,体现了中国政府履行职责的负责态度, 加深了反

法西斯国家间的友谊。∋

中国战场是亚太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后方基地和军事情

报基地,也是盟军对日作战的空军基地和盟军太平洋战场反攻及

进攻日本本土的重要基地。中国为美国提供了所需空军基地、第

一线野战机场及地勤人员。其空军基地主要有成都、昆明、柳州、

桂林、衡阳、宝庆(邵阳)、芷江、老河口等; 第一线野战机场更多。

中国方面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修建和保护这些机场, 并

积极营救美军飞行员。中国战场为盟国提供了大量的战略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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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其中最重要的是将德国即将进攻苏联和日本即将在太平洋采

取行动的情报及时通报给了苏联和美国。 

中国战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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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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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中国战场保卫了英美对苏联的一条重要供应线。∀

(五)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鼓舞了其他国家人民的反法西斯斗

争

中国人民在很长时间内独立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 使中国

不但没有像阿比西尼亚、波兰和法国那样很快灭亡,反而拖住了日

本陆军的主力, 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这一铁的事实,引起

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关注和崇敬。尤其是那些被法西斯占

领、受法西斯奴役国家的人民,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看到了希

望,受到了鼓舞。∋

(六)中国抗日战争歼灭了大量日军,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做出了巨大贡献

学者们普遍认为,经过中国人民的八年艰苦抗战, 以及大小几

十万次战斗的打击,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消灭日本军国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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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支柱 ( ( ( 日本陆军方面是起了主要作用的。 中国人民的英

勇抗战,为打败日本法西斯,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

重大贡献 。 但是,在日军伤亡于中国战场的数量及其在日军损

失总量中所占的比例问题上, 则有较大的分歧。较多的学者持

133万说,占日军损失总量的比例有的说是 83. 1% ! ,有的则说是

70%。∀ 还有伤亡 198. 4 万人约占 70% 说∋、455万人(包括毙、

伤、俘及投降)约占 70%说 , ; 也有以日军死亡为准的说法, 如 44.

7万人占 39%说/、38 万说 0 等。此外, 学者还对日本用于中国

战场的战费进行了探讨, 有学者指出, 1939 年日本用于中国作战

的直接战费(不包括武器费)达 21. 33亿日元, 整个战争中用于中

国战场的战费达 120亿美元,相当于其全部战费的 35%。1 有学

者对此作了补充:从七七事变到 1938年 10月,日本军费支出即达

100亿日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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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在促使日本投降过程中的作用

(一)中国抗战在促使日本投降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对于中国抗战在促使日本投降过程中的作用,学术界予以了

充分的肯定。综合各家之言, 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1 中国抗战决定 论

许多学者坚持 中国抗战决定 论, 指出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对最后战胜日本法西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 打败日本的主

要因素是中国人民的 8年抗战 。!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是消

灭日军主力,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关键所在 。∀ 中国抗战是日

本败降的决定因素 。指出二战期间,中国作为东方反法西斯战争

的主战场,参战时间最早最长,参战人数最多,作战规模最大,作战

成果显著,付出代价高昂。中国战场对其他战场也给予了重大援

助和有力配合。∋

2 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长期战争决定 论

一些学者认为, 在 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过程中, 中国人民和

亚洲人民长期战斗才是决定的因素 。,

3 反法西斯各国共同努力,中国抗战决定作用 论

有更多的学者坚持这一看法。蔡祖铭指出: 导致日本帝国主

#243#

20 余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国抗战在二战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研究

 

!

∀

∋

, 中山大学历史系主编:∃世界简史% , 第 418页; 黄绍湘著: ∃美国通史简编% , 第 638

页。

王维远:∃中国抗战是日本败降的决定因素% ,∃天中学刊%1995年第 4期。

赵鸿昌:∃中国抗战是打败日本的关键% ,∃学习%1994年第 11期。

王文庆:∃关于原子弹轰炸日本的性质和作用问题% ,∃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 5

期。

寒放:∃中国抗战的地位% ,∃世界知识%1995年第 17期。



义无条件投降因素是多方面的:中国人民的长期抗战; 东南亚各国

人民的抗日斗争;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日本国内人民的反

战斗争;西方盟国在亚太战场对日军的打击; 美国对日本本土的战

略轰炸;苏联出兵我国东北,消灭关东军。上述各种因素对于导致

日本的最后投降都起了相当重大的作用&&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过程中, 中国人民的长期抗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中国战场的大反攻对促使日本法西斯投降起了重要作用

1943 ( 1945年,中国战场对日军展开的反攻作战, 使侵华日

军损失惨重,为最后战胜日本作出了贡献。! 也有一些学者专门

论述了解放区战场的反攻作战,指出,从 1945年起,解放区军民开

始了大反攻,日军不得不放弃广西、湖南、江西等地, 退守华北、华

中。中国战场的反攻, 为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起了巨大的作

用。∀ 解放区战场的反攻对日寇的败亡起了不可或缺的、决定性

的作用 。∋

四 + 中国抗日战争创造了弱国打败强国的宝贵经验

抗日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战胜一个法西斯强国

的战争,这是弱国打败强国的典型范例。为什么一个弱国能够打

败强国? 学者们对此进行了研究, 认为其经验是极其丰富的,概括

起来主要有五: 第一,百余年来帝国主义侵略和反侵略造成的民族

觉醒, 而集中代表中华民族觉醒的政治力量和凝聚核心就是中国

#244#

∃抗日战争研究% 2007 年第 3 期

 

!

∀

∋ 冯治、王磊:∃太平洋战争中的中国战区% ,∃东南文化%1997年第 1期。

胡德坤:∃中国战场与日本的北进、南进政策% ,∃世界历史%1982年第 6期。

黄玉章主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抗战% ,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蔡祖铭:∃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3年版,第 180 ( 191页。



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第二,建立、维护、巩固和发展由中

国共产党倡导、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取得抗

日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 第三,实行全民族的即人民战争的抗战路

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及作战原则, 是战胜日本侵略军的成功

的军事战略指导;第四,开辟敌后战场, 与正面战场相配合, 构成陷

敌于两面夹击的战略布局,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绝无仅有的英明

战略决策;第五,争取世界反法西斯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

支援, 是中国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外部条件。 也有学者强调指

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 建

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和抗日民主政权的

经验,为许多被法西斯奴役的国家所借鉴,对欧洲人民抵抗运动和

亚洲人民抗日战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 + 关于一些国外学者忽视
或贬低中国抗战地位和作用的原因

+ + 有学者研究了国外一些学者忽视或贬低中国抗战在二战中的

地位和作用的原因, 指出 除了他们对中国抗战的情况不甚了解、

囿于某种政治偏见外,还有多方而的原因。这些原因有: 第一, 长

期的战争消耗,巨大的民族牺牲, 中国抗战力相对衰竭。∀ 第二,

先欧后亚 战略,降低了中国战场的地位,大大限制了中国战场作用

的发挥。第三,国民党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严重地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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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抗日力量,极大地损害了中国抗战的形象。第四,先锋队员未

能成为最后得分手的遗憾。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作为抗日的先锋

队员,打得十分英勇和出色;到抗战后期,美国队、苏联队都参加进来,

作了最后一搏,各进了一个球,从而决定了全局。第五,国共两党之间

的斗争,混淆了世人视线,淡化了中国战场的作用。还在抗日战争进

行之时,国共两党出于战后的打算,大有把对方搞倒搞臭之势。国民

党诬蔑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敌则不足,而扰民则有余, 是游而不

击;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

批判,但有时却也免不了言过其实。这就使世人无法了解国共两党团

结御侮,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互相配合,共同抗敌的真相。抗战胜利

后,国共两党之间的这种政治斗争延续了很长一个时期。在这期间,

不仅在宣传上,就是在史论著作中都难以做到客观、公正地评价两党

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一谈到对方,宗旨只在贬低或批判,从而混

淆了世人视听。 

总的看来, 20余年来中国学者对于中国抗战在二战中的地位和

作用的研究成绩是巨大的,不仅彻底摆脱了前苏联的研究体系,把中

国抗战的地位放到整个世界范围来考察,而且在一些具体方面的研究

上取得较大的进展,拓宽了思路,丰富了研究内容;与此同时,也存在

一些不足,如有些观点牵强附会,材料缺乏和运用失当等。但我们相

信,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原则进行深入的探讨,我国学

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肯定能克服缺陷,取得更大的收获。

(作者赵文亮,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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