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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复兴枢纽
一一抗日战争的八年

《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序

刘大年

中国取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一起，今年正逢 50 周年。 50 年前的 1945 年，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值得隆重纪念。中国学术界出版了和正在出版一系列关于抗日战争史的著作，来纪念那个历史

上的峙蝶岁月。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辑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丛

书》是这些著作中的一部分。它的水平未必尽能让读者满意，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它是学术界为

推动抗日战争研究，提高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所作的一次努力。

·人们认识历史有和旅行者观览名山大岳相像的地方。旅行者在山间辛苦跋涉，沿途奇峰陡

壁，茂树丰泉，天险胜地，历历在目;但往往要走出山脚以后回头望去，方能见出它的遥遛势态，

灵气所在。抗日战争结束 50 年以后的今天，人们回头来认识那段转换祖国命运的历史，显然要

比以往的认识深刻许多，丰富许多。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改变了中国内部的阶级关系。抗日战争一是民族

战争，二是人民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前，国家权力基本上掌握在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各派系手

里。有蒋介石、国民党的参加，才有了全民族的抗战。否则全民族的抗战就无从实现，一时实现

了也无法坚持下去。抗战期间蒋介石没有放弃反共，也没有放弃抗战。从全民族战争这方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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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以中国的胜利而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兴起是基本条件之一。这个基本条件的作

用贯穿在抗战的全过程里。没有这个基本条件，全民族抗战就无从实现，蒋介石就只会在"攘外

必先安内"的道路上走下去;或者全民族抗战一时实现了，能否坚持下去而不中途夭折，中国能

否取得胜利，那是一个大问号。回顾一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次对外战争的结局，就会充分明

了这一点。从民族战争与人民战争相结合这方面看，人民力量兴起这个基本条件的极大重要

性，更加应当得到客观的全面的理解。民族战争与人民战争有统一的一面，也有区别的一面。民

族矛盾是起主导作用的、支配全局的矛盾。武装到牙齿的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情况一天存在，

这个主要矛盾就要一天存在。

，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民族不独立;第二，社会未能工业化、近代化。它们

一起把中国拖进了濒临灭亡的境地。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根本转折。这个根本转

折，一是近百年间，中国抵抗外国侵略的战争无不遭受失败，抗日战争第一次取得了反侵略战争

的全面胜利;二是八年抗战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抗日战争中，军事上与

国内政治关系上同时并存着两个过程，两种演变。一个过程、一种演变是日本的力量由强变弱，

由军事胜利推进到最后彻底失败;又一个过程、一种演变，是国内两大政治势力共产党与国民擎

的力量朝相反方向行走，人民力量迅速壮大起来。这两个过程、两种演变紧密相连。前一个演变

关系中国亡不亡国、民族能否独立的问题，后一个演变关系今后将是新中国还是旧中国、中国能

否打开走向近代化前途的问题。谁在抗日战争中最出力，谁就在抗战以后更有力量，更有发言

权，或者左右战后中国。抗战胜利准备了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决战。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人民解放

战争很快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随之诞生，不久，中国并踏上了社会主义发展前进的道路，

归根到底就是由抗日战争这个历史的转折，这个力量准备所造成的。新中国代替旧中国，第一，

中华民族巍然独立了 F第二，国家近代化的前途畅通了。中国于是开始了自己的复兴。用一句话

来说:中国复兴枢纽一一这就是抗日战争的八年，这就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

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大规模战争，中国近代有多俨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抗日战争这样的



规模、性质、结局的战争确实为洪荒所未有。是哪个力量决定中国抗战胜利，铸造出中国复兴枢

纽的?那就是我们全民族的奋起，就是以共产党为中心的人民力量满负荷的发挥。抗战八年的

前四年，中国是单独对日作战的。其时苏美两大国都没有卷进到战争里面。英美与日本有矛盾，

也有准备与日本妥协，牺牲中国的举动。苏联同情中国，但担心日本北进，苏德战前订有为期五

年的苏日中立条约。与日本全力抗衡的，这时举世唯有中国。 1941 年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爆

发，中国与英美结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国由此不再单独对日作战，而是与同盟国一起对

日作战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结局，于是就变成了在盟国支持、协同下，共同对日胜利的结

局。这是国际形势的大框架、总格局规定的。不但中国抗战的面貌顿然刷新，世界的面貌也一下

子刷新了。然而这并非中国抗战取胜的特点，而是反法西斯各国取胜的共同点。世界反法西斯

斗争是一个整体，最后一败俱败，一胜俱胜。同盟国间的支持是相互的，双向的，而非某种单行

道。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主要战场之一。有中国这个主要战场，才有东方反法西斯的胜利。中

国抗击的日本兵力最多。按日军师团编制计算七·七"事变到 1945 年，日本历年投入到中国

关内战场上的陆军，最多的年份占编制总额 90%. 最少的一年占 35% ，八年中平均每年占

76.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陆军主力仍分布在中国战场上。中国摧毁的日军有生力量数

目最大。"九·一八"至"八·一五"期间，日军出国作战共伤病战死 287.4 万人。其中 89 万余人

死于太平洋战争，多达 198.4 万人是死在中国战场上的。中国为战胜日本法西斯损失 2000 余万

人，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整个二次大战中，英国武装部队、本土加殖民地人民共死亡 80 万几千

人，美国海陆空军死亡共 32 万余人，其中仅一部分是牺牲于对日作战的。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其

武装力量、边防军和内卫部队共牺牲 866. 84 万人，死于对日作战的也只有 3 万余人 。 中国抗日

连续八年，前期苏联援华物资约1. 7 亿美元，后期美国援外物资共 460 亿美元，援助中国的不过

6.3 亿美元，不足七十分之一。中国是靠自己的力量抗日作战到底的。国际形势的大框架、总格

局，使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结局来自与同盟国共同对日作战，这丝毫没有改变中国依靠自己的

力量取得胜利的地位。苏联红军是打败希特勒德国的决定性力量，仍然需要有美英联军诺曼底

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美军是太平洋上打败日本的决定性力量，一直攻占了日本冲绳岛，仍需有

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粉碎那里的日本关东军。谁也不能因此认为苏联英美并非单独对德、日作

战取胜的，其历史重要性就减少了，地位就改变了。中国在打败日本的作战中的地位，正像欧洲

战场上的苏联，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国那样。抗战期间流行一句话:军民乃胜利之本。确切地说，

中华民族空前觉醒，中国人民力量兴起壮大，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之本。中国由衰败向复兴转

换，就是靠的这个本。

自从新中国迈上征途的第一天起，中国复兴的鸿篇巨制联绵不绝于书，尽管其间也有挫折

和失败。现在，抗日战争过去了 50 年，中国人民正旅行在一座新的大山上。这座大山高耸霄汉，

它不叫别的什么，叫做中国的现代化。和一切历史性的旅程一样，人们在当前这个旅程中，不可

能一路尽是春日载阳，百花齐放，群莺乱飞，也难以避免要经历悬崖找道，崎岖羊肠，或者碰上寒

冬腊月，大雪狂舞。增进对抗日战争中体现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爱国精神传统的认识，增进对中

国人民敢于反抗强敌、顶天立地气概的认识，也必将增进人们对现代化旅程胜利前途和应当如

何有所作为的认识。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历史总会这样那样

作用于现实，无论现在、将来，我们有充分理由珍惜这个光荣，发扬这个光荣。

就像历史本身永无穷期一样，人们认识历史至少在一些方面也无穷期，以至终究要遗留下

难以弥补的缺陷。这只会促使有志者去勇于探索、发现真理，而不会裹足不前。不管怎么说，今

天我们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毕竟有所前进了:那场伟大的战争改变了中国，也参与改变了世界。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谨请以这部《乓书》献给所有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人、爱国者、战士和

所有先烈。

1995 年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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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中 H 双方在牛庄展开苦战( 泊两 )

中日甲午战争 19 世纪末，帝国主义竞

相争夺殖民地，中国和朝鲜成为列强在远

东争夺的焦点 。 日本早已蓄谋侵略中朝，并

且与清政府争夺对朝鲜的宗主权。 1885

年，中日签订￥天津会议专条))，规定若朝鲜

有重大变乱事件发生，中日两国或一国出

兵朝鲜时，须事先相互通知。此后，日本政

府积极备战，为侵略中朝作准备 .

1894 年 1 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 ，旋

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协助镇压 。 6 月 5 日，

清政府派叶志超率兵 1500 入到达朝鲜牙



E 

山。同时，日军 8000 人在仁川登陆，直趋汉

城，并在 7 月 23 日劫持朝鲜国王，组织愧

偏政权，准备与清朝作战 。为了解除日军对

牙山清军的威胁 .7 月 20 日，清海军由大

沽出发 .23 日抵达目的地 。 25 日，清济远、

广乙等舰返航，遭日舰袭击.同时，日军从

汉城出发，进攻成欢驿的清军 。 8 月 1 日，

中日同时正式宣战。

8 月 6 日，清军集结于平壤.日军趁清

军战和筹备未妥，分进合击平壤。日第 5

师、混成第 9 旅从汉城出发，前者经江西进

8 
驻平壤，后者北上中和抵平壤 . 第 10 旅经汉城、朔

宁、祥原等进攻平壤北面 。 9 月 15 日，双方展开激

战 .16 日平壤被占，清军余部渡江回国，日本占领

了朝鲜全境 。 与此同时，日军又挑起海战 . 清海军

提督丁汝昌率北洋舰队护送陆军增援平壤 .16 日

返航旅顺，在大东沟附近与护送日军仁川登陆的

日本联合舰队相遇，在激战中清军损失战舰 5 艘，

但也重创日舰 .

10 月 24 日，日军向清军鸭绿江防线发动进

攻 .26 日占领九连城 。 2艾日大东沟失陷 。 11 月 5

日大孤山被占 。 11 月中旬，日军北路经凤凰城西

进，南路从大孤山北犯 .18 日占领灿岩 . 清军在赛

马集、摩天岭和析木城一带设防 。 11 月 9 日，日军

迸犯连山关，直取摩天岭 。 12 月 13 日攻陷析木城

和海域 。 清军苦战 3 个月，收复了连山关，保住了

鳞 向 | 摩天岭，使口军无法从东路进犯辽阳 、奉天 .
在日军第 1 集团军侵犯丸连城的同时，第 2

集团军在 10 月 24 日从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 .29

日占领貌子窝，然后从貌子窝和三十里堡合攻金

州 。 11 月 6 日，金州城破 .7 日大连弃守 。 17 日，日

军进犯旅顺 .22 日旅顺失陷 。 12 月 1 日，日军由金

州北犯 .1895 年 1 月 10 日占领盖平 。 日军攻占旅

顺后，改编第 2 集团军为山东作战军，于 1895 年

1 月 20 日抵荣成湾，陆军包抄威海E后路，海陆

军相配合，炮轰北洋舰队 。 2 月 17 日，威海卫被

占，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 威海卫失陷前一天，日军

第 l 集团军分别从凤凰城和海城出发，会攻鞍山

站，合击牛庄 。 第 2 集团军进攻营口、田庄台 。清军

曾进行 4 次海城反击战，并且于 1895 年 1 月启用

湘军 。 2 月 11 日，湘军抵田庄台与淮军共同作战，

然而无法挽救败局 。 3 月 5 日，牛庄陷落 .3 月 9

日，田庄台失守，辽南要镇尽失 .海陆战场的失败，

迫使清朝很快与日本议和 。 1895 年 4 月 17 日，中

日双方签订了《马关条约儿 (傅颐)

中日双方代表在日本谈判 ，签署了{马关条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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