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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有一个优良的传统， 就是重视历史的学习与

研究， 注意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 毛泽东曾说， “历

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多次号召 “学一点历史”。 邓小

平也十分重视用历史来教育人民， 教育干部， 教育青

年。 他说过： 我是一个中国人， 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

历史。 “要懂得些中国历史， 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

神动力。” 青少年是祖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生

力军， 为了肩负起建设祖国的责任， 必须了解和懂得

中国的国史和国情。

抗日战争是一场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 青少年通

过对有关历史进程、 事件的学习， 明确历史主题， 珍

惜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历史， 结合现实， 自觉继承和

发扬抗战精神， 提高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

历史问题、 辨别历史是非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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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自觉性， 为坚定不移地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贡献力量。

提起抗日战争， 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为这场近代以

来第一次反抗外敌入侵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而振奋。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华儿女同仇敌忾打败日本

侵略者的正义战争， 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

部分。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极大地升华了中华民族

伟大的民族精神， 抗日战争中空前的民族团结成为中

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者和传播者， 对

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问题积极学习和研究， 是一项光

荣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 吸取了史

学界研究的最新成果， 特别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建

设的研究成果为文献资料的基础， 以重大史实为框

架， 解读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

用。 诚望本书能成为青少年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

统， 树立维护世界和平、 争取人类进步事业而不断奋

斗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有益书籍。

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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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缘起

———日本为何侵略中国

  日本为何侵略中国？ 这要从东方战争策源地的形

成说起。

19世纪下半叶，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逐步形成和

发展， 确立了大陆政策。 具体说， 以侵略中国和朝鲜

为主要目标。 在明治维新后， 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扩

张的军国主义道路。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 日本通

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挤进了帝国主义瓜分中

国的行列。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随着帝国主义全面

危机的加深和世界法西斯势力的崛起， 日本又提出占

领满蒙及整个中国， 进而称霸世界的总设想， 由此，

日本猖獗地发动侵华战争， 最先在东方酿成了世界战

争的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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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
形成与大陆政策的确立

1．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产生和发展①

日本位于亚洲东部， 是37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弧

形岛国。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 邻邦交往历史两千多

年， 主基调友好和睦。 近代日本变成世界东方对外侵

略扩张的主角， 给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带来了深

重灾难， 总祸根就是近代形成和膨胀的军国主义

制度。

近代日本是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 笃行军事至

上， 谋求世界霸权。 对内军事独裁， 向人民灌输黩武

思想并扩军备战； 对外军事扩张， 发动侵略战争， 奴

役别国人民并掠夺其资源。 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和发

展， 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 古代日本曾建立天皇

制律令国家， 从公元8世纪后半叶起， 随着日本封建

经济的发展及阶级关系的变化， 以征战杀伐为职业、

具有浓厚宗教意识的武土阶级不断发展， 11世纪开

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

① 《中国抗日战争史》， 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第17页～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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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登上政治舞台， 逐步成为 “四民” 之首 （ “四民”

指： 士、 农、 工、 商）。 1192年建立镰仓幕府， 标志

着日本第一个武家政权诞生， 即武家执掌国家实权，

即天皇只有名义上的权威。 这种武家政权经历了室

町、 织丰和江户三个时代， 对日本进行了近七百年的

统治。

日本武家政权素有海外掠夺传统， 丰臣秀吉是织

丰时代的武士首领， 最具代表性。 16世纪末， 丰臣

秀吉成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 他统一日本后提出征服

朝鲜、 占领中国、 称霸东南亚及印度的 “大日本帝

国” 的构想； 并大规模入侵朝鲜， 企图假道侵略中

国， 因朝鲜军民抵抗和中国明朝政府援战， 日本以失

败告终。

武士道是武士阶级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日

本统治集团以忠节、 武勇、 廉耻等思想对武士进行灌

输， 武士绝对忠主君、 勇拼杀、 重诺言、 轻生命的性

格， 被称为 “武家习气”、 “弓矢之道”。 自镰仓幕府

起便以法规形式成为封建武士遵守的伦理。 江户幕府

成立后， 兵学家以理论形式使之成为武士的封建道德

规范， 统称 “武士道”。 好勇凶残的武士道信仰， 逐

步成为整个日本社会伦理的主流意识。

再看近代日本， 闭关锁国的大门被欧美列强打开

后，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激化， 下级武士改革派

掀起 “倒幕维新” 运动。 1868年， 维新派建立了地

一、缘起———日本为何侵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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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资产阶级维新政府。 实行 “明治维新”， 开始了日

本资本主义近代化进程， 这场明治维新是不彻底的资

产阶级变革， 政治、 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保留了相当

多的封建因素， 资本主义近代化进程显现出不平衡

性， 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提供了

土壤。

近代天皇制是日本军国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基石。

明治维新以后颁布的 《大日本帝国宪法》， 以国家根

本大法的形式， 把天皇在国家权力和政治体制中至高

无上的地位固定下来， 带有神权色彩， 成为维系日本

军国主义制度的支柱。 天皇是 “君权神授” 的国家最

高统治者， 有无限权力， 绝对专制已成为维护发展军

国主义制度的根本保证。

军部势力是日本军国主义生存和发展的主体。 近

代天皇制下的日本军队， 是 “两权一制” 的体制： 统

帅权独立， 军令事项可由军令长官直接上奏天皇裁决

执行现役武官专任制。 由此， 军权被推到了能够左右

国家全局的地位， 政府不能控制军队， 军队却能左右

政府。 军部成为操纵国家政权的政治势力， 使军国主

义体制得以强化， 形成充满军国主义色彩的军人政

治。 1882年和1890年， 日本以天皇名义颁发了 “军

人敕谕” 和 “教育敕语”， 筑起军国主义 “尊皇”、

“武国”、 “忠君” 等思想体系， 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

的膨胀奠定了信念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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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动因是什么

呢？ 主要是先天不足的畸形经济。 国内市场狭小， 对

外部资源依赖性严重， 原始资本积累的对外掠夺性极

强， 军事工业在资本有机构成中占比例极高。 19世

纪90年代后， 先天不足的缺陷与迅猛发展的工业化

对市场、 原料需求的矛盾越发尖锐。 为此， 日本不断

发动侵略战争， 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

上述因素的逐步强化， 使近代日本变成了世界上

典型的富有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国家。

2．日本大陆政策的确立

所谓大陆政策， 指的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对朝鲜
半岛与东亚大陆进行侵略扩张的政策， 始于明治维新

初期， 形成于19世纪90年代初， 在侵略扩张过程中

得以发展。

日本历来有武家文化的传统， 11世纪就出现了

武士阶层， 以从事战争为毕生职业的军人集团出现了

并操控国家政权。 明治维新后， 武家文化的传统随西

方列强瓜分世界浪潮而蔓延并直接影响日本的对外政

策， 日本走上发展资本主义道路后， 受岛国地理影响

而出现的资源等缺陷， 使武家文化支配下的大陆扩张

成为了日本基本国策， 矛头首先指向最近的朝鲜和中

一、缘起———日本为何侵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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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东北。①

1868年4月6日， 日本政府以天皇名义发布施

政纲领 《五条誓文》 和 《宸翰》 （御笔信）， 提出对外

扩张总方针， 推行 “富国强兵”、 “殖产兴业”、 “文明

开化” 等维新政策中， 富国强兵是诸策之首。 被称为

“日本军国之父” 的首任参谋总长山县有朋， 提出

“强兵” 以达 “富国” 的方针， 强调国计民生完全以

军事为轴心， 对外政策以武力解决为主要手段。 1890
年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上奏 《外交政论略》， 提出

“利益线” 问题， 指出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两个： 一

是守卫主权线 （这里的主权线指疆土）， 不容他人侵

犯； 二是防护利益线 （这里的利益线指与邻国接触之

势， 与我主权线之安危密切相关之区域）， 不失自己

有利之地位。 山县有朋强调维持国家独立， 必须防护

利益线， 不得已时要以强力达到国家之意志； 他的

“二线说” 标志着日本大陆政策正式形成了。②

之后， 日本连续发动对外侵略战争， 在战争掠夺

中发展了大陆政策。 日本近代化起步阶段， 以战争掠

夺的方式， 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资本原始积累问

题。 1874年， 日本侵略中国台湾， 勒索中国清政府

赔款50万两白银。 1894年 （甲午年）， 日本发动甲

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

①

②

荣维木： 《抗日战争史话》，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第6页。

《中国抗日战争史》， 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第20页～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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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战争， 迫使中国清政府签订 《马关条约》， 索得

2.315亿两白银 （其中0.3亿两为退还辽东半岛的补

偿费） 的巨额赔款， 这些赔款约等于中国1894年全

年财政收入 （0.89亿两白银） 的2.6倍， 等于日本

1895年全年财政收入的4倍以上。 此外， 日本还从

中国掠夺了大批舰船、 机器等财物。 1900年 （庚子

年， 日本伙同西方列强侵略中国， 从中国 “庚子赔

款” 中分得白银约3479万两， 并取得在中国天津等

心脏地区的驻兵权。① 正是巨额的战争赔款， 滋养了

日本这个东亚弹丸岛国， 加速其资本主义工业化进

程， 强化了日本的大陆政策。

（二） 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继承和发

展， 是建立在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军事封建性帝

国主义， 其对外侵略扩张的主要特点就是争夺霸权。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 “帝国主义

的重要特点， 是几个大国争夺霸权， 即争夺领土”。②

一、缘起———日本为何侵略中国

①

②

《中国抗日战争史》， 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第21页。
《列宁选集》 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650页、 第

6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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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① 这些论断

揭示了日本区别于一般帝国主义的本质特点， 也指明

了日本特别富于军事侵略性的根本原因。

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 从甲午战后

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 日本通过对外侵略， 特别

是对中国的掠夺， 短短数十年即完成了工业化的跨越

式发展。 同样， 日本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的过渡也非

常迅速。 明治维新之后， 日本为实现追赶西方资本主

义强国的目标， 走上一条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 强行

推进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一开

始就是在国家资本的带动下， 通过扶植少数特权资本

而发展起来， 集中度高， 自上而下促成了垄断的迅速

形成。

然而， 日本近代化起点较低， 加之明治维新的封

建残余， 国土狭小、 市场有限等因素， 使日本内在矛

盾很难克服， 工业和经济的绝对实力比西方老牌帝国

主义国家落后。 日本采取对外侵略扩张、 大力发展军

事经济的手段来弥补差距， 不断增加垄断资本在国民

经济中的比重。 日本也同欧洲列强展开霸权争夺， 侵

略矛头主要指向亚洲特别是中国。 甲午战后， 日、 俄

等列强为争夺中国辽东半岛展开角逐后， 日、 英结成

同盟并于1904年发动对俄战争。 日俄战争实际上是

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

①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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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国际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战争， 日

本从俄国手中夺得中国东北南部的权益。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日本抓住欧、 美等列强无暇

顾及东部之机， 开始独霸中国的侵略行动。 日本急于

对德宣战以加入协约国， 夺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

益， 还提出了独霸中国的 “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丧权辱国

的条约，是日本向中国北洋政府大总统袁世凯提

出的，内容包括：要求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

的一切权利并增加在山东独自使用沿海土地及岛

屿、建造铁路、主要城市开为商埠等新权利；承

认日本在南满、东蒙享有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

居住权、工商经营权和铁路矿山独占权；汉冶萍

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中国不得自行处分和任意处

分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及岛

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中国政府须聘用日本人

担任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日合力警政和

兵工厂，日本享有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

昌至潮州各路线的铁路建造权，并享有在福建修

铁路、开矿山和建筑海港及船厂的优先权，允认

日本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等等。

总之， 日本在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同时， 继承和发

一、缘起———日本为何侵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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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军国主义的历史传统， 并将两者融为一体， 以弥

补经济先天不足和资本主义发展滞后的弱点。 因而，

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贪婪野蛮。 军事垄断与

经济垄断相结合、 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 这就

是日本的军事封建性帝国主义。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
国际格局和日本法西斯的崛起

1．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英、 法、 美、 意、 日等

战胜国为惩罚战败国， 于1919年1月在法国巴黎召

开和会， 签订了两个条约： 《国际联盟盟约》、 《协约

及参战各国对德和约》 （即 《凡尔赛和约》）， 1920年

1月成立了国际联盟， 简称 “国联”； 基本构成战后

国际关系体系， 实际是以英、 法为主体的欧洲国际关

系新体系， 通常说凡尔赛体系。

英、 法通过巴黎和会巩固了在欧洲的主导地位，

攫取了大量殖民地， 实际控制了国际联盟， 日本在远

东和太平洋地区也获得巨大权益。 而美国虽是国际联

盟的创始者， 但由于未能取得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地

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