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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

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中国
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浴血奋战，不仅保卫了
自己的家园，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
巨大贡献。正如习近平同志在抗战爆发 77 周
年纪念仪式上所指出的那样：“伟大的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
方主战场，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
人民解放，为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
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战，为反
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1 年 9 月，日军在中国东北发动“九
一八”事变，中国人民局部抗战和全国抗日救
亡运动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1937 年 7 月，日军借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
华战争，中国全国抗战爆发，开辟了世界上第
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同年，在中国共产
党的竭力推动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
立。1941 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
发，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于次年正式形成，
中国人民在亚洲担负起抗击日本法西斯的重
任，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
主战场。中国抗战的成败不仅决定着中华民
族的生死存亡，还关系到世界反法西斯斗争
的前途和命运；“一寸山河一寸血”，中国人民
流下的每一滴血都是为人类世界的和平和自
由所付出的。

战争是残酷和无情的。经历了德意日轴
心国的凶猛打击后，许多国家（包括一些往昔
的强国）沦陷于法西斯铁蹄之下。在东西方战
场上继续高举抵抗旗帜，与轴心国作殊死较
量的军队主要有 4 支，这就是中国、美国、苏
联和英国。他们承载着人类和平与文明的全
部期望，其成败决定着今后世界的走向。这四
个国家以其抵抗力量的强大和抵抗意志的坚
决，被时人称为“四强”。四强之中，中国是遭
受侵略最早的国家，也是抵抗侵略时间最长
的国家。其他盟国卷入战争的年限最长不到
6 年，短则不足 4 年。中国全面抗战长达 8 年，
局部抗战则长达 14年之久。

中国军民的奋勇抵抗，给日本侵略者以
重创，给反法西斯盟国以巨大支持。14 年抗
战，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
义的主要实力，毙伤俘日军 150 多万，对日本
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太平
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依然将日本陆军的主力
牵制于中国，到日本投降时，日本在中国战区
的兵力多达 128 万人，占日军投降人数一半
以上。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从根本
上扭转了东方战场的胜负格局。

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
献，也付出了最大牺牲。当时的中国，与日本
在经济实力、军事力量等方面有着相当大的
差距，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军民几乎是以血肉
之躯奋勇抵抗，以奋不顾身的精神弥补了装
备上的劣势，缓解了战场上的危机。抗日战争

中，整连整营的中国军队在一场战斗中全部
打光的情况并不罕见，惨烈战斗中甚至出现
全师阵亡。中国军民的抗战壮举，可歌可泣，
永垂史册。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伤亡总数
达 3500 多万。按 1937 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
接经济损失 1000 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
5000 亿美元，伤亡和损失超出了任何一个参
战的国家。

宣传和平不可分割的理念，积极
推动世界反侵略战线的形成

中国是最早最积极地推动建立反法西斯
阵线的国家。国际反法西斯侵略阵线形成于
1942年1月，其醒目标志是26国签署的《联合
国家宣言》，这是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基
础。早在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前夕，
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谈话中即提出：
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战
线，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独立抗战
时期，中国竭力向世界宣传“和平不可分割”的
观念，力图影响各国的决策者和公众舆论。中
国一再向世界指出“中国作战，不独求民族之
解放，不独求领土之完整，实亦为全世界各国
之共同安全而战也”，“世界和平不可分割，一
部分之利害，即全体之利害，故每一国家谋世
界之安全，即所以谋自国之安全，不可不相与
戮力”。因此，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
界的。中国所担当的不仅是民族自卫的角色，
也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维护者的角色。中国呼吁
西方大国及早采取干预行动，制止日本侵略。
英美等国逐渐意识到，中国是世界抵抗侵略的
前哨，是极具战略价值的远东地区抵抗侵略的
堡垒。因此，支持中国的抵抗极为重要。

中国还积极推动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
立。1939年春夏，面对德国在欧洲咄咄逼人的
扩张势头，苏联与英法开始商讨订立欧洲集体
安全条约。中国积极推动这一谈判，多次向谈
判双方指出，双方的联合对于欧洲与世界的安
全非常重要。中国甚至还提出，应将这一集体
安全体系扩展到远东来。遗憾的是，苏联与英
法各有所虑，继续奉行绥靖政策，对法西斯侵
略者一再退让，不久，欧洲大战便爆发了。

1941 年 12 月 8 日，即珍珠港事变爆发的
次日，中国政府立即向美英苏三国提出采取共
同行动的建议书，提议应尽快建立军事同盟，
进行共同作战，并提议订立不单独媾和之约。
中国正式向已经与之作战达四年半之久的日

本宣战，同时发布向德国和意大利宣战布告，
表明了中国誓与盟国共进退的坚定立场。中国
共产党发表宣言呼吁：“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
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
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
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12月下旬，在中方的积
极推动下，在重庆重开了有中、美、英、澳代表
参加的联合军事会议，讨论盟国间的军事合作
问题。中国的上述行动，对建立世界反法西斯
统一战线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

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四国领衔
26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这是中国首次以大
国身份参与签署有关国际事务的重要文件，它
初步确立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1943年，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明确宣
示要将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战后朝
鲜获得独立地位，等等。这对战后以和平为中
心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支持周边国家抗日，努力承担
大国责任

中国军队的海外作战是盟军反法西斯作
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军队不仅继续
在本土坚持抗战，牵制住日本陆军主力，还派
遣军队远征境外，直接支援盟军作战，在抗战
史上写下了光辉而独特的一页。

1942 年 2 月，应英国政府要求，中国抽
调精锐部队第 5 军、第 6 军、第 66 军组成中国
远征军第一路军，进入缅甸，与英军协同作
战。尽管中国战场此时也急需兵员，但从反法
西斯战争大局考虑，中国毅然派出十万大军
远征缅甸。缅甸防守战中，中国远征军英勇作
战。仁安羌一役，中国军队救出被围困的英军
7000 余人，夺回被日军劫获的英军辎重 100
多车，打乱了日军的南线作战计划，国际舆论
一片赞扬之声。

缅战之后，退往印度的中国军队经过补
充兵员及重新整训，组建了中国驻印军。从
1943 年末开始，以中国驻印军为主体，盟军
发起了缅北反攻战。稍后，重组的中国远征军
发起了滇西作战。1945 年春，中国驻印军与
中国远征军在缅北胜利会师。缅北滇西作战
取得重大胜利，基本歼灭日军王牌师团第 18
师团及第 56 师团，重创第 2 师团、第 53 师团
等部，歼敌 4.9 万余人，收复领土失地 8.3 万
平方公里。这一作战也是盟军在亚洲大陆的
最早反攻。它不仅打通了中国与盟国间的交

通线，也从战略上给印缅战区和太平洋地区
的盟军以巨大支持。中国远征军的海外作战，
大大缓解了太平洋战场反攻的压力，极大地
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有力地支援了对日
作战和东南亚人民的抗日斗争。

与此同时，中国在远东地区充分发挥大
国影响力，积极支持周边国家的抗日活动。中
国对朝鲜人民的支持由来已久，这种支持，既
包括政治上的支持，组织上的协调，也包括经
济上的资助。朝鲜抵抗力量的政治团体和武
装力量在中国的土地上成长壮大。太平洋战
争爆发后，中国政府明确提出扶助朝鲜建立
独立国家的方针，并积极说服盟国支持。开罗
会议上，中方提出了保障朝鲜战后独立的要
求。在中方的坚持下，保证战后朝鲜独立的内
容被明确写进了开罗宣言。中国还积极支持
越南独立运动。在中国境内开办各种训练班，
为越南独立运动培训了大批青年骨干，这些
青年骨干后来成为独立运动的主要力量。中
国积极扶持越南各独立团体在中国境内的活
动，并努力居间协调。1942 年 10 月，越南各
民族主义团体在柳州联合成立越南革命同盟
会，实现了抗日力量的大联合。

积极参与战后秩序的缔造，力主
公平正义

枪林弹雨之外，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中
国为建立公平合理的战后世界秩序同样作出
了重要贡献。

早在 1942 年，中国便已提出关于未来国
际组织的若干设想。当时各国普遍认为，国际
联盟效率低下，缺乏权威，已不能发挥效用，
应该建立新的国际组织。这一组织应拥有更
大的权威，更高的效率，能够迅速地对危害世
界安全的行为进行强力干预。中国对重建国
际秩序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和约成立后，应
由中、英、美、苏及其他盟国共同担任和约之
执行及战后和平之保障。中、英、美、苏为反侵
略之主要国家，既因共同奋斗而再造和平，对
于战后执行和约，保障和平，匪但理所当然，
且抑责无旁贷。”这些构想得到了其他盟国的
支持和赞成。在中国和有关盟国的集体推动
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联合国诞生了。
1945 年 6 月，董必武等人代表中国第一个在
旧金山通过的《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同年 10
月联合国成立。中国提出的大国必须在维护
国际秩序中发挥核心作用等关于大国责任的

见解，最终被融入联合国宪章之中，成为联合
国安全架构的一项核心内容。

在谋划战后秩序时，中国与其他盟国既
有共同主张，又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为建立战
后新秩序作出了独特贡献。在筹建联合国的
过程中，中国将自己视为东方民族以及世界
弱小民族的代表，努力争取战后国际关系朝
着平等与正义的方向发展。如在讨论战后托
管问题时，对于托管制度是否以独立为最终
目的，各国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小国代表主张
托管领土应朝着独立或建立自治政府的方向
发展，英法美澳等国则持反对意见。中国代表
团支持小国的意见，力主非自治领土及托管
领土应走向自治与独立，并努力推动将此一
主张写进联合国宪章。最终，联合国宪章明确
将民族自决原则列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从
而为战后的非殖民化进程提供了法理支撑。

对侵略国实施必要的惩罚和约束，是建立
和维系战后秩序的基础。对于侵略国掠夺的果
实，盟国采取了坚决的剥夺措施，不仅要求侵
略国退出在此次战争中所占领的领土，还要求
其归还历史上所掠夺的领土。如对日本，不仅
要求其将战前掠得的东北交还中国，还要将半
个世纪前强占的台湾及澎湖列岛归还中国。同
时，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犯，新设立了破
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确认发动侵略战争为
国际法上的犯罪，凡策划、发动与进行侵略战
争者可列为甲级战犯，这是对国际法的重大发
展。中国在对侵略者的惩戒中发挥了积极作
用，既主张必须坚决剥夺侵略者所掠夺的成
果，必须认真清算侵略者所犯下的战争罪行，
又主张惩戒有度，给这些国家以自新与正常发
展的机会。中国这一宽宏大量的态度，为战后
处置的顺利进行作出了贡献。

中国抗日战争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空前的，
在人类战争史上也是伟大的，谱写了世界民族
解放战争史上灿烂的篇章。中国是最早开始反
法西斯战争的国家，中国战场始终是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的浴血奋斗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
贡献，中国也是建立战后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力
量。这是伟大的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写下
的历史，任何人想要否认、歪曲甚至美化侵略
历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

回顾历史，是为了获取智慧和启迪，从而
更好地以史为鉴，继往开来。世界历史多次证
明，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最终都是要失败
的，这是历史铁律。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获
得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对于维系世界和平稳
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任何单方面的蓄意挑战都
有可能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产生破坏性的结
果。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再否认甚至美化侵略
历史，破坏国际互信，制造地区紧张，必将引起
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
强烈谴责。我们有足够的自信，坚持走和平发
展道路，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努力让和平的阳
光普照人类生活的星球。（执笔人：王建朗）

（转载自 9月 1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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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军总参谋长兼第 3军军长
何 云（1905—1942）《新华日报》华北

版社长兼总编辑
吴师孟（1899—1942）新四军第 2 师军

工部部长

张仁槐（1912—1942）八路军冀中军区
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张元豹（1916—1942）马来西亚共产党
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部长

张友清（1904—1942）八路军前方总部
司令部秘书长

张 琦（1910—1942）国民革命军陆军
第 66军新编 38师 113团团副兼第 3营营长

李永安（1912—1942）八路军冀鲁边军
区渤海军区第 3军分区司令员

李竹如（1905—1942）山东省战时工作
推行委员会秘书长

李贞乾（1903—1942）湖西行政公署专员
李松霄（1906—1942）冀南第5专署专员
杜子孚（1916—1942）八路军冀鲁边军

区第 1军分区政治委员
杨宏明（1910—1942）八路军冀南军区

第 4军分区司令员
汪 洋（1913—1942）八路军鲁中军区

第 1军分区政治委员
陆升勋（1907—1942）八路军胶东军区

副司令员
陈子斌（1899—1942）八路军第 129 师

新编 4旅 10团团长
林心平（1919—1942 女）金坛、溧阳、宜

兴、武进、丹阳五县抗日联合政府文教科科长
林伯熙（1909—1942）琼崖抗日游击队

独立总队第 3支队支队长
范子侠（1908—1942）八路军第129师新

编10旅旅长兼太行军区第6军分区司令员
郑文道（1914—1942）中央社会部情报

人员
姚显微（1905—1942）国立中正大学文

史系教授、抗日战地服务团团长
柯棣华（1910—1942）印度援华医疗队

医生
洪振海（1910—1942）八路军鲁南铁道

游击大队大队长
赵尚志（1908—1942）东北抗日联军第 2

路军副总指挥兼第 3军军长
钟效培（1914—1942）中共中央山东分

局青年运动委员会书记
夏云超（1917—1942）八路军胶东军区

卫生部部长
徐宝珊（1908—1942）八路军第 129 师

新编 8旅 24团团长
郭陆顺（1914—1942）八路军第 3 纵队

回民支队政治委员
郭国言（1913—1942）八路军太行军区

第 3军分区司令员
崔曙光（1911—1942）中共陕甘宁边区

党委秘书长

常德善（1910—1942）八路军冀中军区
第 8军分区司令员

谢翰文（1904—1942）八路军总部后勤
部政治部主任

窦来庚（1900—1942）山东省保安第 17
旅旅长

戴安澜（1904—1942）国民革命军陆军
第 5军 200师师长

马定夫（1915—1943）八路军第 129 师
新编 10旅 30团政治委员

王 璞（1929—1943）抗日儿童团团长
邓振询（1904—1943）苏南行政公署副

主任
田守尧（1915—1943）新四军第 3 师 8 旅

旅长
石嘉植（1918―1943）八路军冀南军区

政治部敌工部行动科科长
孙明瑾（1905—1943）国民革命军陆军

第 10军预备 10师师长
朱 程（1901—1943）八路军冀鲁豫军

区第 5军分区司令员
许国璋（1898—1943）国民革命军陆军

第 67军 150师师长
李 忠（1915—1943）八路军冀南军区

第 2军分区政治委员
肖永智（1915—1943）八路军冀南军区

第 7军分区司令员
陈飞龙（1908—1943）国民革命军陆军

第 58军新编 10师代理师长
周 复（1901—1943）国民革命军陆军

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
孟昭煜（1918—1943）八路军鲁南独立

支队政治委员
易良品（1912—1943）八路军冀南军区

第 6军分区司令员
郑行福（1908—1943）新四军第 7 师供

给部部长
赵义京（1914—1943）八路军冀南军区

第 5军分区司令员
唐克威（1913—1943）中共水东地委书记
柴意新（1898—1943）国民革命军陆军

第 74军 58师参谋长兼第 169团团长
郭好礼（1904—1943）八路军冀南军区

第 1军分区参谋长兼路南支队司令员
高捷成（1909―1943）冀南银行总行行长
乾云清（1906—1943）八路军冀中军区

第 6军分区 40区队区队长
符竹庭（1912—1943）八路军滨海军区

政治委员
黄 骅（1911—1943）八路军冀鲁边军

区司令员
彭 雄（1915—1943）新四军第3师参谋长

彭士量（1904—1943）国民革命军陆军
第 73军暂编 5师师长

曾仁文（1906—1943）八路军总部后勤
部参谋主任

韩增丰（1916—1943）八路军晋察冀军
区第 4军分区 8区队区队长

鲁宝琪（1913—1943）八路军鲁中军区
敌工部部长

解蕴山（1905—1943）冀南第1专署专员
雷 烨（1917—1943）八路军晋察冀军

区冀东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丁振军（1913—1944）中共冀热边特委

第 4地委书记
卜荣久（1908—1944）八路军冀热辽军

区卫生部政治委员
马本斋（1902—1944）八路军冀鲁豫军

区第 3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
马晓云（1906—1944）八路军渤海军区

第 6军分区副司令员
王少奇（1912—1944）八路军冀热辽军

区卫生部部长
王甲本（1901—1944）国民革命军陆军

第 79军军长
王克山（1919—1944）八路军胶东军区

第 5旅 13团 2营 4连 2班副班长
王剑岳（1906—1944）国民革命军陆军

第 57军 8师副师长
卢广伟（1903—1944）国民革命军陆军

骑兵第 5军 8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
任常伦（1921—1944）八路军胶东军区

第 5旅 14团 1营 5连 3排副排长
吕公良（1903—1944）国民革命军陆军

第 15军新编 29师师长兼许昌警备司令
吕旃蒙（1905—1944）国民革命军陆军

第 31军参谋长
何万祥（1915—1944）八路军第 115 师

教导 2旅 6团 2连连长
余子武（1901—1944）国民革命军陆军

第 62军 151师副师长
吴其芳（？—1944）新四军第 5 师供给部

部长
张文彬（1910—1944）中共南方工作委

员会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李汉卿（1903—1944）新四军第 5 师赣

北指挥部指挥长
李家钰（1890—1944）国民革命军陆军

第 36集团军总司令兼第 47军军长
杨大章（1909—1944）冀热边行政公署

第 1专署专员
杨小根（1922—1944）八路军冀中军区

第 6军分区 44区队 2小队副队长
杨学诚（1915—1944）新四军第 5 师鄂

皖兵团指挥部政治委员
肖孝泽（1902—1944）国民革命军陆军

第 36 集团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兼参谋处代
理处长

邹韬奋（1895—1944）新闻记者、出版家
陈宝风（1925—1944）八路军山东军区

民兵飞行爆炸组组长
陈绍堂（1897—1944）国民革命军陆军

第 47军 104师步兵指挥官
陈济桓（1893—1944）国民革命军陆军

第 16集团军桂林城防司令部参谋长
威廉·瑞德（？—1944）美国志愿援华航

空队飞行员
高小安（1916—1944）八路军晋察冀军

区第 13军分区 1区队副区队长
黄永淮（1902—1944）国民革命军陆军

第 31集团军高级参谋兼新编第 29师副师长
黄 魂（1903—1944）琼崖抗日游击队

独立总队政治部主任
彭雪枫（1907—1944）新四军第 4 师师

长兼政治委员
程仲一（1916—1944）绥南专署专员
阚维雍（1900—1944）国民革命军陆军

第 31军 131师师长
才 山（1911—1945）八路军冀热辽军

区副参谋长
马立训（1920—1945）八路军鲁南军区

第 1军分区 3团 1营 1连 2排排长
马应元（1921—1945）八路军太行军区第

3军分区民兵指导员兼飞行射击爆炸组组长
王先臣（1914—1945）八路军冀中军区

第 6军分区司令员
张洪仪（1912―1945）八路军鲁南军区

独立支队政治委员
沈国栋（1912—1945）新四军第 5 师江

南指挥部指挥长
周礼平（1915—1945）广东人民抗日游

击队韩江纵队第 1支队政治委员
郁达夫（1896—1945）新加坡文化界抗

日联合会主席
宫川英男（1918—1945）日本人民解放

同盟冀鲁豫边区协议会副委员长兼冀鲁豫边
区参议员

桂干生（1911—1945）八路军冀南军区
第 1军分区司令员

曹世范（1924—1945）八路军鲁中军区
第 1团 1营 2连副排长

谢晋元等八百壮士（1937）国民革命军
陆军第 9集团军 88师 524团

冷云等八名女战士（1938）东北抗日联
军第 2路军第 5军妇女团

狼牙山五壮士（1941）八路军晋察冀军
区第 1军分区 1团 7连 6班

马石山十勇士（1942）八路军胶东军区
第 5旅 13团 7连 6班

刘老庄连八十二烈士（1943）新四军第 3
师 7旅 19团 2营 4连

民政部公布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