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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１　　　　 中日关系专题讲义

前　言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人类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发动
侵略战争的德国、意大利、日本等法西斯国家被彻底打败，英国、
法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受到严重的战争创伤，世界范围内，资
本主义力量受到沉重打击。另一方面，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成为不
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社会主义超出了一国的范围，东欧、亚洲等地
区建立了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
阵营。战后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一枝独秀，其综合国力为其他资本
主义国家所望尘莫及，并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世界
的另一极。美国等西方国家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以苏联为首的
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相互对立，两极格局长
期主导着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也影响着中日两国的关系。

众所周知，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
文化、经济、政治交往历史。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日两国人民
友好相处，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共同推动了东亚地区经济社会的
发展，两国人民在相互往来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纵观两千多年的
交往历史，中日两国不友好时期是短暂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中日两国人民希望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实现两国的世代和平友好。

战后美国为推行其霸权主义政策，在东方阻止社会主义力量的
发展，对新中国实行敌视、封锁等政策，妄图摧毁新生的人民政权；
而苏联则首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道义、物质上给予新中国
必要的支持与援助。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艰巨
任务，为了给国内经济恢复和建设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新中国政
府采取了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
希望与尊重新中国主权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１９５０年２月，
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
苏同盟关系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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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做后盾，在垄断战后对日本战争罪行的
清算、处理上，实行对日本的单独占领。美国主导了对日本非军事
化、民主化改革，并控制了日本的外交。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从
遏止共产主义势力在东方“蔓延”的战略目的出发，将对日“改革”变
为“扶植”，垄断对日媾和，这显然不利于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战后日本政府确立了经济优先的发展方针，为获得美国的支持，在
外交上追随美国，实际实行的是对美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长期
配合美国在东亚的国际战略，被称为日本历史上的“无外交时代”。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日本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下发表“吉田书简”，并与
台湾当局签订了《日华和平条约》（《日台和约》），公开承认被中国人
民解放战争赶下台的蒋介石集团，与新中国为敌，《日台和约》成为
中日两国发展外交关系的巨大障碍。

在这种形势下，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努力为两国民间开展贸易
文化往来，乃至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奔走呼号，他们要求日本政府
从两国人民的利益出发，尽快断绝与台湾当局的官方往来，与新中
国建立正式官方关系。自新中国建立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２０多
年中，中日两国人民通过各种渠道开展经济、贸易和文化的交流，
五、六十年代，两国就签订了三次民间贸易协定（协议），后来发展
成为具有半官方性质的“ＬＴ贸易协定”。此间，两国的文化交流也非
常活跃，民间交流推动了政府间关系的发展。在民间交往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官民并举”等促进中日关系
正常化的原则，为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１９５６年，
日苏关系正常化，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１９７１年第

２６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
美国对新中国的封锁政策宣告失败。美国为了其自身利益，调整了
对华政策，从封锁改为接触。１９７２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
美关系解冻。同时，中国与苏联在意识形态的分歧也日益严重地影
响两国关系，１９６９年中苏珍宝岛一战，两国关系恶化到极点。在这
种情况下，中日两国分别调整了各自的政策，日本把尼克松访问中
国称为“越顶外交”，认为是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标志，表明美国对
华政策的破产，这是日本在亚太地区外交瓦解的前奏。日本国内要
求与新中国恢复外交关系的呼声十分强烈。中国积极调整对日政策，
促进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１９７２年

９月，新当选的自民党总裁、日本内阁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中日
两国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１９７８年８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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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两国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１０月，该条约换文生效。此后，
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友好日益发展。中国实行改革开
放政策后，积极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引进资金，为中日合作
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日本企业家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潜
力巨大，会为日本企业提供更多机会，他们纷纷来中国投资、设厂，
中日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本经济经过战后连续２０多年的高速增长，
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大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人的民族自
信心提高，日本领导人确立了做“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伴随着“政
治大国”目标的确立，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涌动，政府成员、
学者、媒体工作者中出现了否定侵略战争性质、挑战中日关系底线
的言行，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损害了中日两国人民的
共同利益，导致中日关系一度出现困难。由于中日两国政治家以大
局为重，及时纠正偏向，中日关系的困难很快得到克服。１９９８年江
泽民主席访问日本，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联合宣言》，该宣言成为
继《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后两国间的第三个政治文
件，进一步确立了发展中日关系的原则。

进入新世纪，由于日本某些领导人屡次挑战中日关系基本原则，
两国关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冰冻”时期，高层互访都被迫中断。但
是，两国人民要求发展友好往来的呼声很高，中日两国在经济、贸
易、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发展，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

２００１年中国正式加入 ＷＴＯ，这为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条件。此后，经过２００６年１０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破
冰”之旅、２００７年４月温家宝总理的“融冰”之旅、２００７年１２月日本
首相福田康夫的“迎春”之旅和２００８年５月胡锦涛主席的“暖春”之
旅，中日两国关系走上正轨。２００８年５月７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
涛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福田康夫在东京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
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双方一致认为，中日关系对两国都是最重
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有
着重要影响，肩负着庄严责任。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
双方决心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
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双方确认，两国互为合
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双方重申，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确
信，坚持和平发展的中国和日本将给亚洲和世界带来巨大机遇和利
益。中日关系发展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中日关系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至今如何认识侵略战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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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台湾问题、领土问题等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影响着中日关系的
发展，日本国内有人渲染的“中国威胁论”、“中日东海海洋权益争
端”等也成为制约中日关系发展中的新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
日两国应从大局着眼，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加强交流、理解和沟
通，增进互信，排除不利因素的影响，妥善处理好两国关系中的分
歧，共同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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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与中日两国对外政策

１　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

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策划了“九·一八事
变”，企图将中国东北变成日本独占的殖民地，长达１４年之久的日
本侵华战争开始。１９３２年３月，在关东军的策划下，伪满洲国成立。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军在北平西南郊卢沟桥畔，挑起战端，开始了
大规模的全面侵华战争，妄图实现其吞并全中国，称霸东亚的野心。

１９３９年９月，德国进攻波兰，在欧洲挑起战争。至此，第二次世界
大战在东西方全面展开。战争初期，德、意、日法西斯集团气焰嚣
张，不可一世。随着战争的发展，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组成了广泛
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法西斯国家的侵略。１９４２年，
战争形势发生转机，德、意、日在战场上开始走下坡路，处于被动
地位。１９４３年意大利政府投降，１９４５年５月，苏联红军攻克柏林，
希特勒自杀，德国投降。反法西斯联盟在欧洲战场的胜利，给日本
军国主义很大的压力和打击。

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减少战争给各国人民造成的危害，１９４５年

２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召开会议，专门
讨论对日作战等问题。三国首脑经协商，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协
定》称“苏、美、英三强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
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一、
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二、由日本１９０４年背信
弃义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
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乙）大连商业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
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丙）对
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苏中合办的
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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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三、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①。
雅尔塔会议的召开和《雅尔塔协定》的签订，反映了世界人民反

对战争、希望和平的愿望，对早日结束战争有积极意义。但是，苏、
美、英三个大国，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做出了有损于中
国主权利益的决定，擅自将１９０４年日俄战争前，沙皇俄国从中国获
取的侵略权益给苏联，作为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的条件，这“对中国来
说是缺乏道义的，受到众多的批评”，“这是美国急于结束对日作战
的极端现实主义的反映”②，它反映了抗日战争后期，中国所获得
“大国”地位的“虚幻”一面，是国际事务中强国歧视弱国，任意宰割
弱国命运的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

为了敦促日本投降，１９４５年７月，中、美、英三国发表了波茨
坦公告，警告日本：德国的失败是日本的前车之鉴，是一意孤行顽
抗到底，导致日本的毁灭；还是选择理智，停止抵抗，由日本政府
自己决定。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
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及充分之保证。除此一途，日
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③。

图１　波茨坦会场
波茨坦公告发表后，日本政府立即召开会议，对公告进行了研

究。它发现波茨坦公告虽然指出了日本继续战争将对日本国家的不
利影响，但是，在日本投降条款的论述上，并没有１９４３年１２月开

①

②
③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１９４５—１９７０）》，３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１９９６。

（日）原 荣吉：《日本の战后外交史潮》，８页，东京，庆应通信株式会社，１９８４。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１９４５—１９７０）》，２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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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宣言严厉，而是将开罗宣言的“日本无条件投降”改为“日本武装部
队无条件投降”，也没有明确涉及战后日本是否保留天皇制等敏感问
题。尽管如此，日本政府已经成为一架疯狂的战争机器，它拒绝接
受波茨坦公告，在国内继续煽动国民支持战争，鼓吹“一亿玉碎”，
日本军部积极部署收缩国外兵力，准备进行本土决战，做最后的挣
扎。显然，要使日本军国主义投降，不能靠一纸公告，必须给它以
更大、更加彻底的打击。为加速日本投降，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美军
在日本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８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
日本关东军迅速土崩瓦解。９日，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一颗原子
弹。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辟最早的中国战场，也开始了大反攻。

图２　日本签字投降

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打击下，日本政府不得不重新检讨
战争政策。８月起日本接连召开会议，讨论战争形势。眼见大势已
去，８月１０日，日本政府制定《乞降照会》。１１日，中、苏、美、英
四国对日本的乞降照会提出复文，指出：“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
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最
高统帅将采取其认为适当之权力，实施投降条款。日本天皇必须授
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能签字于必须之投降条款……
同盟国之武装部队将留于日本，直至波茨坦公告所规定之目的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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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止”①。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１５日，日本向
全国播发天皇亲自宣读的诏书，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９
月２日，在停泊东京湾的美军密苏里军舰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的签
字仪式，日本向盟军投降。美国、英国、苏联、中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法国、荷兰、新西兰等国代表出席了仪式。重光葵、梅津
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投降书要求“无论日本帝国、
大本营及任何地方所有之日本国军队与日本国所支配下之一切军队，
悉对联合国无条件投降”②。

图３　中国战区日本投降仪式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
区的受降签字仪式于１９４５年９月９日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
堂举行。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接受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陆军大将冈村宁次代表日本政府投降，双
方代表各自政府分别在《降书》上签字。《降书》称：“日本帝国政府及
日本帝国大本营已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联合国最高统帅
第一号命令规定‘在中华民国（东三省除外）台湾与越南北纬十六度以
北地区之日本全部陆海空军与辅助部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吾等在
上述区域内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
队向蒋委员长无条件投降”③。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
取得的首次完全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对维护世界和平做

①

②

③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１９４５—１９７０）》，５～６页，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１９４５—１９７０）》，１５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１９９６。

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３８６～３８７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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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巨大贡献。

关于日本投降条件之争

如何认识日本的投降，即日本投降究竟是有条件还是无条件的？
这是战后学术界及国际社会至今仍然争论不休的问题，争论的焦点
在于如何看待日本战后保留天皇制问题。持日本是有条件投降的观
点认为：日本战后保留着天皇制，日本政府虽然有人事更动，但是，
战争时期的官员还有继续被留用的，所以，无条件投降的是日本军
队，日本政府是有条件投降的。持日本是无条件投降者认为：日本
政府完全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天皇《终战诏书》发表后，日本军队
立即停止了一切抵抗，没有任何条件。

关于日本投降的分析，应该具体分析当时日本关于投降的主要
文件，由此评价日本投降是有条件还是无条件。８月１０日，日本的
《乞降照会》称“日本政府为遵从天皇陛下恢复全面和平，希望战争造
成之不可言状之痛苦能尽速告终结起见，乃作下列决定：日本政府
准备接受中美英三国政府领袖于１９４５年７月２６日在波茨坦所发表
其后经苏联政府赞成的联合公告所列举的条款，而附以一项谅解：
上项公告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的皇权。日本
政府竭诚希望这一谅解能获保证。”①。也就是说，日本在不得不投
降时，首先考虑的是继续保留对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天皇
权威，保留在近代日本历次侵略战争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天皇制。要
求盟国承诺保留天皇制成为日本向盟国讨价的最大筹码。

再来看一下８月１５日天皇发表的《终战诏书》，《终战诏书》称：
“帝国之所以对美、英两国宣战，实亦出于庶几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
安定。至若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并非朕之本志
……”，为了保亿兆之赤子，谢皇祖皇宗之神灵，“命帝国政府接受
联合公告”②。这个诏书是在日本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发表的，即
使在这个所谓结束战争的诏书中，我们看不到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
对发动侵略战争的任何忏悔、反省或者自责，它声称给中国及亚洲
各国带来的战争灾难，不是天皇的本意，天皇发动战争是为了东亚
的安定，与当初发动侵略战争时鼓吹的日本为了自卫、为了建立东
亚新秩序没有什么区别，没有表明日本发动战争是侵略性质的，相

①

②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１９４５—１９７０）》，５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１９９６。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１９４５—１９７０）》，６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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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却隐含着对日本失利的遗憾。
战争即将结束之际，日本政府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日本的天皇

制能否继续保留。政府成员在多种场合，试探盟国对天皇的态度，
多方为天皇开脱战争罪责。这为战后日本保留天皇制埋下伏笔。《乞
降照会》《终战诏书》以及《日本投降书》等文件，都没有涉及废除日本
天皇制问题，还隐含着可能保留天皇制的意思，这实际就是保留了
日本投降的条件———继续天皇制，显然日本的投降是有条件的。

战争结束后，日本共产党员野坂参三发表声明，认为“天皇不能
推诿战争的责任，但直至今日，天皇是大多数日本人民尊敬的对象，
因此，天皇的存废问题，应由战后日本人民的自由意志决定之”①。
也就是说日本共产党持天皇负有战争责任的观点，但是，考虑到近
代以来日本天皇在国民中的威信和影响，没有直接提出废除天皇制，
而是以由“日本人民的自由意志决定之”这样提法，避免日本共产党
遭到民众的反对。而当时在日本政府中主张天皇有战争责任的人极
少，他们极力为天皇开脱战争责任，力图在战后继续保留天皇制。

盟国对日本是否继续保留天皇制，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由
于美国主导对日本的战后处理，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对日本战后
的处理很不彻底，不仅多数战犯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而且按照日
本政府的意愿，保留了天皇制。所以说，无条件投降的是日本的军
队，不是日本政府。日本继续保留天皇制，不仅使日本政府的投降
条件得到了满足，而且为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暗流的存续、右翼团体
的重新组合复活，提供了条件。

蒋介石“以德报怨”讲话以及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是遭受法西斯侵略最早的国家，中
国战场是世界最早开辟的反法西斯战场。中国人民抗战是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抗战，不仅有力地打击了日
本侵略军，牵制了日军大量的有生力量，而且极大地支持了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中国远征军出国作战，有力地支援了盟军，显示了中
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决心和能力。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是战胜日
本侵略者的决定性的因素。在长达１４年的反侵略战争中，中国人民
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伤亡军民达３５００万人，经济、文化财产的损失
不计其数，中国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最大的国家。军国主义发动

①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１９４５—１９７０）》，６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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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造
成了巨大的损失。据统计，日本在这次战争中，有２５６万人死亡或
下落不明①。所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反对、制止战争，不让历
史悲剧重演，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随着战争结束，处理发动侵略战争的法西斯国家的罪行，被提
上了日程。中国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国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
做出了巨大贡献，国际地位迅速提升，成为战后世界“五大国”之一，

成为世界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是联合国发起国之一，可以
与美英法苏共同商谈国际事务，这是近代以来从没有的，战后中国
在国际舞台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当然，战后中国还是一个弱国，

其“大国”地位还有“虚幻”的一面。中国的国力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发
言权，还不能与其他四个大国相提并论。日本是战败国，日本在亚
洲原有的强国地位已不复存在，在东亚中国取代了日本是显而易见
的事实。日本投降后，面临着国际社会对日本战争罪行的审判和处
理，战后中国对日本采取什么态度，如何处理日本战争罪行，日本
能否承担得起巨额战争赔款等等，自然成为日本政府和各界关注的
焦点。

日本宣布投降后，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蒋介石立即发表广播讲
话，表示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蒋介石在讲话中提出：“‘不念旧
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行。我们一贯声言，只
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
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

但是我们并不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
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
误与罪恶”②，蒋介石的讲话，表示中国政府对日本国民友好、和
平，不会对日本采取任何报复措施，打消了日本政府及国民的忧虑
和不安。蒋介石的讲话一方面确实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宽厚、

仁和、与人为善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人的宽容、大度。饱受战争苦
难的中国人，懂得和平的珍贵，希望与近邻日本建立和平、互信的
关系，避免再次发生战争，共同促进东亚和平；另一方面，蒋介石
在日本投降后，迫不及待地向日本表明“以德报怨”的态度，更重要
的是为了垄断对日受降，独占抗战胜利果实，最大限度地利用日伪

①
②

（日）原 荣吉：《日本の战后外交史潮》，３页，东京，庆应通信株式会社，１９８４。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１９４５—１９７０）》，１０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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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维护治安”，待国军接收，以阻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
敌人后方受降。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虽然实现了再度合作，共赴国难，但
是，蒋介石在抗战时期一直没有忘记解决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问
题，抗日战争时期的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１９３８
年１１月，国民党的南岳军事会议，将国民政府军队分为三个部分，
一部分在前线抗敌，一部分在敌后打游击，一部分抽调到后方整训。
国民政府的此项决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民党军队的军事素
质，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却发生了质的变化。国民党调到后方打
游击的军队，虽然人数不少，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日军，但是，
大多数敌后游击队作战不利，经常骚扰百姓，得不到后方人民群众
的支持，处于被动地位。国民党的敌后游击队相当多的不是投降了
日本，成为伪军，就是专门与共产党搞摩擦。由于进入相持阶段后
国民党军事战略和军事部署的变化，致使日本投降时，国民党的大
部分部队远离抗日前线，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在接收中处于不利地
位。战后蒋介石立即提出“以德报怨”，主要是欲利用日军与共产党
抢夺胜利果实。

８月１５日，蒋介石致电冈村宁次，指示六项投降原则，其中要
求日军“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时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
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
命令”①。９月９日，蒋介石命令冈村宁次“投降之日本陆海空军，即
停止一切敌对行为，暂留原地静待命令，以所有一切武器、弹药、
装具、器材、物资、交通、通信，及其他作战有关之工具、案卷，
及一切属于日本陆海空军之资产等，予以暂时保管，不加损坏，待
命缴纳于本委员长或何应钦上将所指定之部队长官或政府机关之代
表”②，也就是说日本军队不能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投降，在国
民党军队没有到达前，日军保持现状并负责维护秩序。蒋介石这样
做的目的是垄断对日受降，避免共产党在对日接收中处于有利地位，
为今后在政治、军事上解决共产党的问题，继续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打下基础。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国民政府陆军总部下令逮捕战犯，共逮捕
日本战犯６００多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提出必须严惩发动
侵略战争的日本战犯，认为对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如果稍予宽容，

①
②

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３７６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１９８７。

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３８９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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