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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成立是反法西斯战争能够取胜的基石。中国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贡献之一, 就是在世界上最早倡导、积极推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

立。七七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坚持抗战的基础上, 通过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支

持,多方寻求盟国,抵制英美远东绥靖政策以及公开倡导民主国家结盟合作等外交活动, 为

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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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是反法西斯战争能够取胜的基石。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展开全民族抗战的

中国,在立足于自身抵抗的同时,积极寻求盟国共同抗日,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率

先倡导与积极推动的作用。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推动下,中国政府确立了

寻求盟国,抗击日本的外交方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为贯彻结盟抗日的方针, 中国不仅以坚持持久抗

战的实际行动抵制英美远东绥靖政策,开展争取国际支持的活动,推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 而且

还率先倡导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通过不懈的努力为联盟的最终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¹。

一

  中国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思想是九一八事变后开始酝酿的。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 日本对中

国大肆侵略,不仅使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而且打破了列强在东亚的均势, 激化了日本同在远

东有利害关系的美、英、苏等国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掀起了关于未来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应取

方针的热烈讨论。许多人认为,世界大战一旦发生,中国应与苏俄和英美等国结成联合阵线,共同抗击

日本法西斯的侵略º。毫无疑问,萌芽于民间的这种结盟抗日主张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得到政

府的积极响应。在避战求和、攘外必先安内思想支配下的国民政府,更希望借助国联来求得中日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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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由于英法操纵的国联袒护日本,拒绝制裁侵略, ¹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基本上没有取得实效。

1933年,中日塘沽协定签署后,国民政府更倾向于以妥协让步而不是结盟抗日来解决中日问题。

然而,国民政府的一再退让换来的却是日本对中国变本加厉的侵略。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国内抗

日舆论不断高涨,还在长征途中的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5八一宣言6,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间以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0的真诚觉悟, 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宣言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和热烈支

持。1937年 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鉴于日本侵华所造成的新形

势, /中国不但应当和 , , 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

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0º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冲

击下,从 1935年 11月国民党/五大0开始, 尤其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政府也日渐走上了联共抗

日的道路。七七事变的爆发,使中日之间的局部战争扩大为全面战争,寻求盟国、结盟抗日的问题也随

之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1937年 7、8月间,毛泽东多次提出, /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 , , 争

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 争取他们的援助。0»7月 29日,在政府召集的

庐山谈话会上,著名哲学家吴康剖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及列国可能采取的态度,提出了/南联英美,北结

苏俄0的外交方针,以对付日本侵略。此外, 吴康还主张联络法国,中立德国和意大利,以巩固中国在国

际上优胜的形势¼。中国共产党和各界人士的意见对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确定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1938年 3月 29日至 4月 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5抗战建国纲领6, 吸纳了中国共产

党和各界人土提出的联合世界各国共同抗日的主张。该纲领对于战时外交方针明确规定,要/本独立

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对于国际和平机构及

保障国际和平之公约,尽力维护,并充实其权威;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

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对于世界各国现存之友谊,当益求增进, 以扩大对我之同情0½。至

此,中国正式确立了联络盟国、结盟抗日的外交方针,并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

首先,继续争取国联和九国公约组织的支持。七七事变爆发后,为表示对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的尊

重,中国首先向国联申诉,呼吁国联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制裁。然而,不愿制裁日本的国联却将这个

烫手山芋抛到了九国公约组织的篮子里,指望美国能出面处理中国的申诉。英国外长艾登直言,英国在

布鲁塞尔会议上将/与美国保持完全一致0¾,首相张伯伦则更坦率地说,在布鲁塞尔会议上谈论经济

制裁和武力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是在这里缔造和平, 而不是扩大冲突0¿。美国深知英国的意图, 便

打定主意不充当制裁日本的领导者。英、美两国的态度如此,也就注定会议不会取得什么积极成果。

事实上,中国对国联会议和布鲁塞尔会议都不抱多少希望。中国固然希望国际社会能果断制止侵略,

但在深知制裁无望的情况下, 中国的主要目的是将国联和布鲁塞尔会议作为揭露日本侵略罪行、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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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舆论同情的国际讲坛。正因为如此,中国派出以胡适为首的一批享有国际声望的学者赴欧美开

展民间外交。这些学者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控诉日本的侵略暴行,唤起欧美人民对中国不畏强暴、

奋起反抗的深切同情,为日后西方国家实行援华制日政策、并最终与中国结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其次,争取英美两国援华制日。全面抗战爆发后,尽管英美两国深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已经/超出

中日两国冲突的范围,造成了世界性的危险0¹,但出于不愿因援华而冒同日本冲突的危险这一自私考

虑,英美都拒绝援助中国,对日本的侵略也不过是作些/温和的指责0 而已º。不过,中国政府并没有放

弃争取国际援助的努力。1938年上半年以前,中国政府主要寄希望于控制国联的英法两国;之后, 中

国政府开始把美国作为主要求助对象, 在争取美国舆论同情中国抗日、寻求美国经济援助及制裁日本

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中国政府的外交努力推动了美国公众舆论的转变,也使美国迈出了援华制日

的第一步。1938 年 6月,美国开始对日本实施/道义禁运0。同年 12 月, 美国宣布向中国提供 2500

万美元贷款(即桐油贷款) , /这是美国-援助受侵略国. 原则的第一次运用0 »。在美国影响下,英国也

宣布对华贷款 50万英镑,随后又决定贷款 500万英镑,作为稳定中国法币的平准基金。此后,英美渐

渐打开了对华援助的大门。欧美国家此时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和对日本的制裁虽然极其有限,但对中

国而言,却代表了一种道义上的支持和政治上的承诺。12月 20日,5新华日报6就英美对华贷款发表

社论,肯定/这两笔借款, 是有很大的政治和经济的意义的0,这说明/英美两国对援助中国抗战和制裁

日寇侵略,走到采取并决定了具体办法的路上0¼。中国通过争取英美经济援助的方式,加强了同这

些国家的联系, 为日后争取它们与中国合作, 结成反法西斯联盟,进而打败日本起了铺垫作用。

再次,争取苏联物资援助和敦促苏联对日作战。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直接威胁到苏联的国

家安全,中国在争取苏联的援助方面是比较顺利的。七七事变爆发伊始,中国政府就派人与苏联驻华

大使鲍格莫洛夫商谈由苏联供应军事装备并缔结中苏互助条约一事。由于苏联的坚持, 中国放弃签

订互助条约的主张, 于 1937年 8月 21日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苏联由此敞开了援华的大门。

仅 1938年 10月至 1940年 12月, 苏联就同中国签订了四次以货易货协定,共向中国提供了价值 3亿

美元的物资½。对此, 中国共产党高度评价说: /抗日战争以来, 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真正援

助我们,只有苏联用了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0, 苏联的援助是真正/可靠的援助0¾。孙科也公正地

评论说: /外援方面, 自一九三七年七# 七以后,直到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以前, 整整四年间,我们作战

所需物资, 大部分独赖苏联的援助。0¿为了使苏联能够更直接地援助中国抗日,从抗战爆发直到武汉

会战期间,中国政府还多次敦促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但苏联出于自身安全利益考虑,最终拒绝了中国

政府的请求。尽管如此, 苏联还是采取了一些不致引起苏日战争的军事介入行动,如苏联以志愿队的

名义有组织地向中国派出空军作战人员,投入中国的抗日战争。苏联慷慨的物资援助和军事支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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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军奋战的中国而言,真可谓雪中送炭。此时中苏虽没有结成同盟, 但中苏两国间所建立的这种友好

和亲密关系,无疑为日后的结盟铺平了道路。

综上所述,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推动下, 中国政府确立了寻求

盟国,共同抗日的外交总方针,并为实施这一方针开展了初步的外交活动。由于当时英、美、法等国正

忙于应付欧洲法西斯国家的扩张,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没有引起西方大国足够的重视,相反,它们宁

愿通过妥协退让、牺牲中国来避免同日本直接对抗, 以换取一时的和平。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要得到

这些国家公开的政治支持和军事物资援助,无疑是困难重重。因此, 中国把外交工作的重点首先放在

争取国际社会的道义支持和经济援助上,以此加强与各国的友好关系,从而为结盟抗日目标的最终实

现创造条件,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正确的。

二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初期, 英美等国认为积贫积弱的中国根本无力抗击日本的侵略,中国很快就会

变成第二个埃塞俄比亚。¹ 出于日本占领中国后仍能维系其在华利益的考虑, 英美等国都竭力避免

得罪日本,对日本的侵华采取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美等国以牺牲中国利益

为代价,对日本实施绥靖政策,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抗战,对此,中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1939年 2月,日本占领海南岛以后,对外国在华利益、尤其是对英国在华利益一再肆意侵犯。6月

14日,日本正式封锁天津英租界,造成自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日本对英国利益直接损害的最严重事件º。

然而,在远东实施绥靖政策的英国最终向日本妥协, 与日本缔结了完全满足其要求的5有田 ) 克莱琪协

定6,公开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和特殊需要。对于英国的妥协活动,中国早有警觉。随着欧洲形

势的日益恶化,蒋介石非常担心英法为顾全欧洲而与日本达成某种形式的谅解, 危害中国抗战。为此,

蒋介石在1939年7月20日写给罗斯福的信中表示对欧洲局势/焦虑不堪0,并吁请罗斯福对英法施加压

力, /务使此等国家(英、法)不至与远东侵略国之日本成立任何谅解,使有损及中国之权益与九国公约之

精神,并妨碍中国之继续抗战0»。7月 24日英日协定公布后,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群起愤怒声讨。7

月25日,延安5新中华报6发表社论,严正警告英国政府: /你们的妥协政策,只是自掘坟墓。 , , 你们愈

是和日本妥协,你们在远东的一切利益将愈被排斥,将愈不可保。因此,要保持你们在远东的利益,维护

远东的真正和平,只有坚决的抵抗日本,绝不是与日本作妥协投降,牺牲中国。07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

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强调自力更生,树立抗战到底的决心及民族自信心,反对依赖英国的外交

政策¼。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的推动下, 7月 26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 对英方的态度表示

失望。28日,蒋介石致电5伦敦新闻纪事报6,正告英国为保护其在华利益,对日本/即使欲作暂时的让

步,亦无异于以血肉喂猛虎。即使英国以百年来在华所有整个之权益,悉数让与日本,日本军阀亦断断

不能停止其侵略的行动0。他还严正指出,中国不是捷克, 中国为独立生存而自立奋斗,任何牺牲,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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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辞, /任何协定如不得中国政府之承诺,无论在法律上、在事实上均丝毫不能生效。是以抗战之决定因

素,在于吾人不屈不挠之勇气,吾人必在任何困难下继续奋斗0¹。

尽管英日妥协活动遭到了中国的强烈抗议和抵制,但英国对日的绥靖还没有完全结束。1940年 6月,

日本再次向英国施压,要求其关闭对中国至关重要的国际援华通道滇缅公路和关闭香港至中国大陆的关

卡,并从上海撤出英国军队º。日本还在毗邻英国九龙租借地的边界上集结军队威吓英国。面对日本的高

压,寻求美国支援未果的英国又一次向日本屈服了。7月 17日,英日两国签署了关于关闭滇缅公路三个月

的协定。滇缅公路的关闭,切断了世界各国支援中国抗战物资的国际通道,违背了国联曾多次做出的不得

削弱中国抵抗力量的决议,因而遭到了中国的坚决反对。早在6月 28日,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就向英国外

交部指出,滇缅公路对中国抗战至关重要,希望英国不要屈服于日本。中国政府外交部和驻英大使郭泰祺

也专门电告胡适,希望他能敦请美国设法予以阻止»。7月 18日,蒋介石还指示驻苏大使邵力子请求苏联

就反对英国关闭滇缅公路作一有力表示¼。英国正式通知中国关闭滇缅公路的决定后,中国政府外交部发

表声明,认为英国/此种举动,不独极不友谊,且属违法0,并指责英国此举无异于帮助中国之敌人, /实已完

全蔑视其以国联重要会员国资格所担负之义务 , , 实已违反国际公法之原则0。声明还进一步表明了中国

不会屈服于外力而放弃抗战的决心½。中国共产党对国民政府的声明给予了有力支持。7月 25日,5群众6

杂志发表社论指出,中国决不会轻易屈服,中国还保存着数百万大军,有国、共两党及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团

结,只要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中国就一定可以获得外援而不会孤立¾。虽然中国最终未能阻止英国与日本

的妥协活动,但中国以坚持抗战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明,中国已不再是可以任人随意宰割的羔羊,不会因为

他国的妥协而放弃持久抗战的决心和勇气。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对美国试图与日本媾和的企图也进行了有力抵制。从 1940年 11月开始,美

日两国的一些非官方人士着手策划议和, 1941年4月,这种活动成为两国政府间的非正式会谈。日本希望

通过谈判使美国承认其对中国的侵略战果,并减轻乃至取消美国对日的经济压力;而美国试图拆散三国同

盟,以免在美德开战时遭到日本进攻,导致两洋作战的困难局面。对于美日间的会谈,中国共产党保持了高

度警惕。早在 1941年5月25日,毛泽东在5揭破远东慕尼黑阴谋6的指示中就指出: /日美妥协,牺牲中国,

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0¿8月下

旬,美日非正式会谈的消息被泄漏出去,中国政府对此表示严重关切。蒋介石通过其私人顾问拉铁摩尔向

美国表示,中国现在感到政治上是孤立的,越来越担心不能受到公正对待。对此,美国表示谈判是非正式

的、非官方的,不会损及中国利益。11月,美国国务卿赫尔拟就了一个在经济封锁问题上对日本做出重大

让步的权宜方案,引起中国政府的激烈反对。11月 24日,蒋介石致电胡适,要求其向美国严正声明:在日本

侵华问题根本解决之前, /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政策,无论有任何一点之放松或改变,则中国抗战必立见崩溃,

以后美国即使对华有任何之援助,皆属虚妄 , , 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德亦不可复问0À。在中国强烈反

对和英国、荷兰、澳大利亚也表示不满的情况下,这一方案最终胎死腹中。

中国积极抵制英美与日本妥协的外交努力是成功的。在英国与日本进行妥协时, 美国虽未如中

8         世 界 历 史              2007年第 3期

¹

º

»

¼

½

¾

¿

À

秦孝仪主编: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 ) 对日抗战时期6第三编(二) ,第 102- 103页。

克利福德:5从中国撤退:1937- 1941年的英国远东政策6 ,第 142页。

吴相湘:5第二次中日战争史6下册,综合月刊社 1973年版,第 676页。

秦孝仪主编: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 ) ) 对日抗战时期6第三编(二),第 377页。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5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 1840- 1949)6下卷第二分册,第 143- 145页。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5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 1840- 1949)6下卷第二分册,第 138页。

5毛泽东选集6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67年版,第 762页。

秦孝仪主编: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 ) ) 对日抗战时期6第三编(一),第 149页。



国所愿出面进行干涉,但还是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支持中国。如英国与日本达成5有田- 克莱琪协定6

后,为了抵消这一协定对中国抗战产生的消极影响,美国在两天后宣布废止日美商约,这样,六个月以

后美国就能不受约束地控制或停止对日本的进出口贸易。英国关闭滇缅公路后,美国国务卿赫尔表

示对此感到/遗憾和失望0,指责此举是/对世界贸易设置不合理的障碍0¹。罗斯福则于 7月 25日宣

布航空燃料、润滑油和废钢铁的对日出口实行许可证制度。在英国对日两次大的妥协下,美国都做出

了相应的举措表示对中国的支持,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对美外交的成功。此外,滇缅公路最终

只关闭三个月后又重新开放, 也表明中国对英国绥靖的坚决抵制是有成效的。就美日妥协而言,中国

的强烈反对成为导致美日和谈失败的重要因素。中国的抵制,促使英美两国终于放弃远东绥靖政策,

最终成为与中国并肩抗日的盟友。

中国积极抵制英美远东绥靖政策的努力,避免了远东慕尼黑的结局,起到了促进世界反法西斯国

家走向联合的作用。对中国来说, 反对英美与日本的妥协,固然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但同时也是为了

维护世界的利益。法西斯的侵略野心决定了它迟早会将整个世界卷入战火之中,任何国家想要通过

牺牲别国利益来换取自身安全的企图, 都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已的脚, 自食苦果。中国为抵制对日绥靖

政策所进行的有效努力, 使英美等国不能无所顾忌地牺牲中国, 自然也就不会完全向日本屈服。换言

之,中国抵制英美远东绥靖政策的努力保全了中国抗日战场,而中国战场的存在又有力地支援了欧亚

各个反法西斯战场, 进一步推动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

三

  如果说在 1939年日本占领海南岛以前, 中国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主张, /更多地是反映

了中国人的心理状态而非国际政治的现实0º, 那么,随着日本逐渐显露出南进的企图后,中国要求建

立反法西斯联盟的主张则成为对国际政治现实的反映。为谋求英、美、苏等国更多地关注亚洲事务,

造成与美、英、苏等国合作抗日的局面, 中国作了不懈努力。

日本占领海南岛后,南进的企图已昭然若揭,英、美、法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属地遭受严重威胁。中国政

府利用这一时机先后向英、美、法和苏联提出了合作方案,其内容为: (一)中、英、法三国对于远东之军事及

经济合作,应于适当时期邀请苏俄参预,并通知美国,请其作平行行动,以期对敌采取一致步骤,共同维持在

远东之权益。(二)参与对日作战各国,不得单独与敌停战或议和。(三)在军事方面,中国允许尽量供给兵

力人力及物力;其他各国允许尽量调遣海空军至远东,为共同之作战。(四)在经济方面,参预各国,允许尽

量共同维持各该国法币及商务,并共同对敌实施制裁»。为推动合作计划的开展,中国外交部还训令驻英、

法、美等国大使积极推动各驻在国赞成该项合作方案。但各国对中国的建议都很冷淡,中国政府只好作罢。

同年,5有田- 克莱琪协定6、5苏德互不侵犯条约6的签订以及英苏关系的恶化,使亚洲的形势更加复杂,中

国的处境也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通过驻美大使胡适向美国提议,希望美国能出面领导远东问

题,为英、苏作中介,使英、美、法、苏能共同一致对日¼。8月 30日,蒋介石又约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申述

他对时局的看法,并建议罗斯福发起召集有苏联参加的国际会议讨论远东问题。由于美国拒绝负责联络其

他三国,也不愿发起召开国际会议,中国谋求各国合作对日的希望再次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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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 9月三国同盟订立后,中国政府又不失时机地展开了外交攻势,试图以中、美、英三国结

盟来对抗日本。10月 14日、31日,蒋介石两次接见英国大使卡尔, 讨论了中英两国进行军事合作的

事宜¹。18日,蒋介石约见詹森,要求美国对中国提供军事援助, 并许诺说,在中美英三国合作中, 中

国将追随美国º。同年 11月 9日,蒋介石又分别约见英美驻华大使,面交中英美三国进行经济、军事

合作的方案。为推动中英美三国结盟,他还让宋子文、胡适、郭泰祺在美英两国积极活动»。中国共

产党对国民政府寻求结盟的外交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毛泽东在 11月 16日的指示中说: /蒋(介石)

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 , , 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

外交联络, 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0¼然而英美仍然拒绝结盟。11月 10日,英国外交部

拟定的对蒋介石有关合作方案的答复意见称:中英美三国军事同盟是不可能的,即使英中两国结盟也

不可能½。罗斯福总统表示,美国不会和日本开战,也不能与他国结盟或作军事上之承诺, 对中英同

盟,亦不便促成¾。

寻求结盟抗日尝试的屡屡碰壁,并没有使中国丧失信心。在大国关系、尤其是苏联同英美等国的关

系还不甚融洽的时期,为了推动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中国投入了相当的精力来调解苏联同其他国家的

关系。尤其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英法美等国对苏联是否会加入法西斯阵营充满了怀疑和戒备。

当时出任驻法大使的顾维钧曾为此事多次向英法美的外交人员解释苏联的和平意愿,以消除双方的误

会。同样,顾维钧也向苏联驻法代办指出,苏联和英美等国在反击侵略方面有共同利益。驻英大使郭泰

祺也作了类似工作¿。尽管中国居中疏通的效果不是立竿见影,但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成立之前, 社会

主义的苏联和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无疑都通过各自与中国的关系加深了认识, 加强了联系,对后来

世界反法西斯联盟能够容纳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而最终建立,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中国政府一直倡导的结盟主张提供了实现的契机。战争爆发的当天上午,蒋介

石召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举行特别会议,决定对日正式宣战。在宣战以前,将中国对于此次战争所

采取的政策事先通告美、英、苏各友邦,并征询其态度与主张。会议主张:太平洋反侵略各国应即成立正式

同盟,由美国领导,并推举同盟国联军总司令;要求英、美、苏与中国一致实行对德、意、日宣战;联盟各国应

相互约定:在太平洋战争胜利结束以前,不对日单独媾和À。当天下午,蒋介石又分别召见美国驻华大使高

思、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向他们表示:中国决定不避任何牺牲,与各友邦共同作战,以

促轴心国家之崩溃,并分别面交建议书,内容包括如下方面:日本在谈判中突袭美国,证明其侵略计划早经

预定;中国决心不避任何牺牲,竭其全力与英、美、苏联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轴心国

家之完全崩败;中国政府决定向日本及其同盟之德、意同时宣战,敦请美国对德、意两国与苏联对日本同时

宣战;建议各友邦(中、美、英、苏等)成立以美国为领导的军事同盟,指挥共同作战之军队,并缔结不单独媾

和之条约。Á 同一天,蒋介石还约见了各国驻华使馆的武官,宣传中国为了与友邦配合作战,正准备对香

港、越南及缅甸采取行动。12月 9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建议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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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各国作战。12月10日,蒋介石又分别约见美国在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和英国在华军事代表团

团长戴尼斯,就联合军事行动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¹。同日,蒋介石电告宋子文,令将该建议直接转达罗

斯福, /请其一星期内决定实施办法,否则不成其为作战行动,必被轴心团结一致者各个击破也0º。与此同

时,中共中央也发出建立太平洋反日国际统一战线的指示,肯定英美抵抗日本是为保卫独立与自由而战的

正义战争,并要求党内各级组织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进行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中国的努力终于得到

了回应。美国国务院认为蒋介石的建议/从理论上讲是非常正确的0。对召开军事会议一事,罗斯福复电蒋

介石表示, /立即发动步骤,准备一致行动以御共同敌人,应视为异常重要之举。0他建议英、中、荷、苏、美在

重庆举行联合军事会议, /交换情报,并讨论在东亚战区最有效之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同盟国0¼。

美国对中国建议的这种积极反应或许是因为/太平洋战争一开始,美国政府就把中国看成了抗击日本的一

个潜在的重要国家0½。与此同时,丘吉尔也向蒋介石表示, /我们一向是朋友,而现在我们面对一个共同的

敌人。0¾对于联合军事会议之提议,丘吉尔也复电赞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密切联

系与协商,加快了反法西斯联盟建立的步伐。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 1942年 1月 1日,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反

法西斯国家签署了5联合国家宣言6,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正式建立。

中国是最早起来反抗法西斯的国家,由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构成的中国抗日战场是世界上第一个

反法西斯战场。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长时间地在东方孤军奋战, 独自同强大的日本法西斯抗

争,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中国在立足于自身抵抗的同时,积极寻求盟国共同抗日,其愿望之迫切,其行

动之积极,也是必然的。中国之所以能在倡导和推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方面做出重大贡献, 主要原因有

二:一是中国坚持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持久抗战,始终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前列,高

举反法西斯大旗,代表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 必然会排除各种干扰,推动着反法西斯国家走向联合。

二是中国的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0, /是世界性的抗战0¿。正因为中国抗战不

仅是为中国的民族危亡而战,也是为遭受法西斯侵略与威胁的世界各国而战,中国与世界各国同呼吸,

共命运,利益的高度一致,决定了中国倡导和推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必然会富有成效。

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是反侵略国家能够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基石。如果没有反法西斯联

盟的建立,反侵略国家要赢得战争的胜利,一定会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起来

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 也不仅以持久抗战有力地支援了其他反法西斯战场,而且在倡导与推动世界

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方面也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之所以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迅速建立起来的重要原因, 也是 1942年 1月 1日反法西斯国家发表5联合国家

宣言6时, 中国成为与美英苏比肩的四大国的重要原因。

[本文作者胡德坤、关培凤,分别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武汉  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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