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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洲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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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
个显著不同是：它有两个主要的战争策源
地——德国与日本；有两大主战场——欧
洲战场与亚洲战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起始最早，持续时间最
长，条件最艰苦，付出的牺牲也同俄罗斯人
民一样是最惨重的。”历史证明，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的亚洲主战场。

东北抗战——
中国最早举起反侵略旗帜

二战时期，日本是最早形成的一块战争
策源地。日本对中国觊觎已久，第一次世界
大战的硝烟散去不过十余年，列强重建远东
秩序的华盛顿会议结束不到十年，日本便迫
不及待地要用武力打破远东秩序。1931年
9月 18日，日本关东军自毁铁路，嫁祸于中
国军队，随即向中国守军发起全面进攻。

中国政府曾将希望寄托于当时世界上
最大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然而，明
哲保身的西方政治家们此时尚未意识到日
本对中国东北发动侵略所隐含的意义，未
向中国伸出援手。国联的软弱态度使日本
对国际社会不再心存忌惮，它向日本发出
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尝到了甜头的日本从
此在侵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面对国土沦丧，中国人民毅然举起了
反抗侵略的旗帜。江桥抗战，展示了东北
军民的抵抗决心，由此掀起了此起彼伏的
反抗日本侵略的武装斗争。由东北军队与
当地民众组成的各地义勇军纷纷成立，给
日军以沉重打击。东北义勇军失败后，由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继续坚
持东北抗战。东北抗联发展最盛时编有
11 军。东北军民前赴后继英勇作战，至
1937 年 7 月，消灭日伪军达 10 万余人，沉
重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

东北抗战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
的，不仅武器简陋，弹药匮乏，就连将士们
基本的吃穿也不能保证，但他们仍顽强坚
持下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
靖宇将军死后被日军残忍解剖，侵略者们
发现他的胃中竟然一颗粮食也没有，只有
草根和棉絮。这样顽强的抵抗意志，令“围
剿”日军也不禁为之震惊与折服。

诚如德国学者鲁道夫·哈特曼所说：
“日本早在 1931年 9月 18日入侵中国挑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打

响了法西斯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第一枪。
中国军民在东北的抵抗，拉开了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序幕。

全民抗战——
独力支撑对日作战 4 年半

1937 年 7 月，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
战争。直到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
发，在这长达 4 年半之久的时期内，中国是
亚洲反法西斯战争的惟一战场。那时的中
国既是在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而战，实际上
也是在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而战。抗日
战争的坚持，极大地消耗了日军力量，在一
定程度上束缚了日军在亚洲侵略扩张的手
脚，迫使日军放弃了北进计划，并对其实施
南进计划起到了阻滞作用。

当全面抗战爆发之时，中日两国在经
济和军事实力对比上相差悬殊。在战争爆
发后的一年半中，中国军队的抵抗不可谓
不英勇，从淞沪战役中坚守宝山城全部壮
烈牺牲的姚子青营、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
壮士”，到台儿庄战役中坚守藤县几近全部
阵亡的王铭章师，中国军队浴血奋战，确如

《义勇队进行曲》所唱：“用自己的血肉筑成
抵抗侵略的长城”。虽然日军挟火力优势，
占领了中国大片国土，中国东部和中部的
大中城市基本上都告沦陷，然而中国抵抗
的怒火始终熊熊燃烧。

正面战场终于稳住了战线，与日本展
开拉锯战，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这一阶
段，中国军队还不时发起攻势作战。1939
年 12 月至 1940 年 2 月，正面战场各战区
发起了冬季攻势作战，共计毙伤日军 5 万
余人。特别是昆仑关一役，消灭日军第 5
师团第 21 旅团大部，击毙该旅团长中村正
雄少将，取得了振奋人心的胜利。

在日军后方，中国抗日军民的斗争并
未停止。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军民打出了
一片新天地，缔造出一个个抗日根据地，使
日军“后方”变成了令其寝食不安的“前
方”，日军陷入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
中。敌后抗日力量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游击
战，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作战方式，充
分体现了装备落后但意志坚定的敌后军民
的抗日勇气和智慧。在最困难的 1941 年
至 1942 年，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
共作战 4.2 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 33.1 万
余人。日本旧陆海军档案和战史丛书里，
有众多“治安战”的记载，充斥着对中共游

击战无可奈何的感叹。可以说，这一时期，
敌后游击战成为消耗日军力量最为恰当的
攻势战略，也成为消耗日军胆略与士气最
为有效的心理战略，为改变中日战争力量
对比，促使中国度过最为艰难、也最为重要
的相持阶段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随着敌
后抗日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敌后战场还发
起了“百团大战”这样的全面进攻作战，给
日军以沉重打击。

在全面战争刚刚爆发时，日本流传着
“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说法。然而，仅仅是
在淞沪地区，作战便打了 3 个月。随着战
争 规 模 的 扩 大 ，日 本 不 得 不 一 再 增 兵 。
1937年，侵华日军为 21 个师团，到 1941 年
时，日本在华兵力增至 40 个师团。但侵华
日军兵力的增加仍无法改变战争的相持局
面，日军深陷于中国的战争泥潭之中。

4 年半中，中国军民独撑抗战。随着
时间推移，美英逐渐意识到了中国抵抗对
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战略意义，开始向中
国提供物资支持。陷入僵局中的日本，认
为中国的抵抗得以延续，全因获得美英等
国的支持。为了彻底解决中国问题，日本
决定孤注一掷，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企图
迅速摧毁美英和中国的抵抗意志，一举解
决东亚问题。日本这一举动，加速了其走
向败亡的进程。

同盟互助——
境内外战场协同作战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在太平洋战场
和东南亚战场上几乎所向披靡。1941 年
12 月 25 日，日军占领香港，1942 年 1 月 2
日占领马尼拉，2 月 15 日，占领新加坡，3
月 9 日，荷属东印度亦告沦陷。数月之内，
日军取得了毙伤俘英、美、荷等盟军官兵约
30万人的战绩。

此时在中国战场上，日军发起长沙作
战。结果，中国军队重创日军，取得了毙伤
日军 5 万余人的战绩。长沙会战是这一时
期盟军对日作战的惟一胜利，与英美在东
南亚战场的一败涂地形成明显对比。英国

《泰晤士报》评论称“12月 7日以来，同盟军
惟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美
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就此发来贺电。以往
对日军战斗力比较轻视，而对中国抗战战
绩有所不满的英美，此时终于领教了日军
的战斗力，体会到中国抗战之艰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为更有效地

协调作战，成立了中国战区。为支持盟军
作战，中国派出远征军出境作战。1942 年
2 月，10 万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支援英
军。中国军队作战英勇，曾在仁安羌地区
解救被日军围困的英军 7000 人。英伦三
岛亦为之震动，指挥这一作战的中国新 38
师师长孙立人因此而获得了英国勋章。由
于英军缺乏斗志，缅甸保卫战终告失败。
缅战失利后，撤退到印度的中国军队厉兵
秣马，重组为中国驻印军，并在 1943 年末
发起了缅北反攻战。驻守云南的中国远征
军在 1944 年 5 月发起滇西反攻战，向缅北
推进。两军于 1945 年春胜利会师。缅北
反攻战是盟军在大陆地区发起的第一次成
功的反攻战，共毙伤日军 4.8 万人，基本消
灭了日军第 18、56师团。

抗战期间，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英勇
作战，给侵华日军以重创，毙伤俘日军人数
达133万人。此外，日本陆军大部仍被牵制
在中国。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仍有 110
万左右的军队用于中国战场，这一数目超
过了日军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各岛的兵力总
和。此外，还有 70 多万关东军驻守在东北
地区。由于中国战场牵制了日军主力，日
军无法向太平洋战场转移更多兵力，这就
有力地支持了盟军在太平洋方面的作战。

战时盟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军民的
抗战。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假如没有中
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
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
战？他们马上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
——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
来，他们可以一直冲向中东”，由此可见中
国战场的战略价值。正是由于中国军民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
用，与苏、美、英同为当时世界上坚持与轴
心国作战的 4 支主力军，中国获得了“四
强”之一的称号。战时“四强”此后又顺理
成章地成为战后维护世界安全的核心组织
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由一个
战前屡遭侵凌的弱国，一跃成为一个承担
维护国际和平任务的核心国家，其原因何
在？正是因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已成为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不可或缺的亚洲主战场，中
国人民在抵抗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无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这是历史对中国抗战伟大
功绩的肯定与嘉许，也是未来世界对第二
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和国际公平正义新的
维护者的期待。 （本文执笔 王建朗）

历史，总是在一些重要时间节点上更
能勾起人们的回忆和反思。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
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战胜
利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充分展现，而
抗战胜利又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
力，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今年是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抗战
胜利70周年，就要从历史中汲取营养，不断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一、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凝
聚力的充分展现

民族凝聚力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和文化
认同基础上的民族亲和力、向心力和聚合
力，其强弱程度既受社会交往、政治制度等
因素的影响，也受重大自然灾害、大规模战
争等因素影响。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
个有着强大凝聚力的民族，特别是在面对
重大自然灾害和外族入侵时，民族凝聚力
更加彰显。日本帝国主义在20世纪三四十
年代发动旨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极大
地激发了中华民族凝聚力。正是这种强大
的凝聚力，激励着中华民族打败穷凶极恶
的日本侵略者，推动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日本灭亡中国的图谋激发了中华民族凝
聚力。中华民族历来崇尚正义、热爱和平，也
历来不畏强暴、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日本
侵略中国的行径，唤起了中华民族的危机意识
和使命意识。自20世纪后半叶起，日本帝国
主义就曾与其他列强一起积极参与瓜分中
国。明治维新之后的70余年，日本发动和参
加了一系列侵华战争，屡屡犯我华夏。1874
年进犯中国台湾，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进而
吞并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等领土，1931年策
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全境。1937年
又蓄意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把中华民族推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恩格斯
说过，“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外国侵略
者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
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
来的敌人。”日本灭亡中国的图谋，激起了全民
族的愤怒和反抗，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迅速凝
聚起来，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集中爆发。

中华民族凝聚力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
局面。抗日战争是对民族凝聚力的一次大
锤炼、大检阅，在面临生死存亡的最危险关
头，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华民族空前的团结
一致，彰显了强大的凝聚力。朱自清在《这

一天》中这样写道，“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
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块沃土，一大
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
国了！”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
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
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
以及海外华侨华人，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
幼，汇成全民族抗战洪流，共同抗击日本帝
国主义侵略。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
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抗日战争这样，民族觉
醒如此深刻，动员程度如此广泛，战斗意志
如此顽强。正是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
四万万同胞团结得像万里长城一样，使猖
獗一时的日本侵略者碰得头破血流。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中国夺取抗战胜利
的根本力量。抗日战争，既是一场军事实力
和经济实力的较量，更是一场意志和精神的
较量。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进行这场前所
未有的全民族抗战并取得胜利，从根本上说
靠的是中华民族自己的力量。20世纪三四
十年代，日本已经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它
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
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
的一个”，而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
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武器装备等方面都
远远落后于日本。在敌强我弱和没有充分
外援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凭着自身强大的凝
聚力，英勇拼搏，顽强战斗，以一寸山河一寸
血的牺牲精神书写了以弱胜强的战争奇
迹。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动员了全国的
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
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
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所以说，
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是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的力量源泉和根本保证。

二、抗战胜利极大增强了中
华民族凝聚力

抗战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
民奴役中国的图谋，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
上的大国地位，成为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
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重大转折，激发
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怀，唤起了民族的
觉醒和团结，极大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

抗战胜利提高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
自豪感。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备受其他民族
欺辱，被视为“劣等民族”，在中国境内的公
园里赫然立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示。
相当一部分人也产生了自卑心理，在外族人
面前抬不起头。抗战初期所存的“抗战亡国

论”、“再战必亡论”等论调，更是严重动摇和
损害了民族自信心。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粉碎了日本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迫使其归
还甲午战争以后从中国窃取的东北、台湾、
澎湖列岛等神圣领土，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
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历史，洗雪了民族
耻辱。同时，抗战胜利还改变了中国的国际
地位，中国不仅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还
成为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使
中国跻身到大国行列，成为中华民族走向世
界的里程碑。抗战胜利，充分显示了中华民
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
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充分证明中华民族是
一个伟大的民族、优秀的民族，有力批驳了
民族悲观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极大提高了中
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更加增强
了中华儿女的民族认同感、凝聚力和向心力。

抗战胜利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
凝聚力的核心。民族凝聚需要坚强核心。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之所以一盘散沙、四分
五裂，缺乏强大民族凝聚力，重要原因就在
于没有一个能够把全民族凝聚起来的坚强
核心。在中国，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的中国共产党，以其先进性，代表无产阶级
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够凝聚
全民族的意志和力量。其他阶级和政党，
要么缺乏先进性，不能引领中华民族走向
未来，要么缺乏广泛代表性，不能代表中华
民族整体利益，都不能把中华民族凝聚起
来。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中国共产党不
断发展、壮大、成熟，日益成为了中华民族
凝聚力的核心。例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抗日根据地政治民主、政府廉洁、民族团
结、经济发展，与国统区政治专制、吏治腐
败、经济凋敝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延安成为黑暗中国走向光明的灯塔，成为
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抗战时期，中
国共产党还加强了自身建设，克服了“左”
右倾错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
体，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
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中国共产党同广大人
民群众建立了血肉不可分割的联系，成为
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的黏合剂，成为中华
民族凝聚力当之无愧的核心。

三、以纪念抗战胜利为契机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对抗战胜利

最好的纪念，就是牢记历史。牢记历史既
不是延续仇恨，也不是躺在功劳簿上沾沾
自喜，而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防止历史悲
剧的重演。当今日本，军国主义仍然阴魂
不散，一些政治组织和政治人物依然在矢
口否认日军侵略的野蛮罪行，企图通过各
种方式为侵略战争翻案。当今中国，已今
非昔比，纪念抗战胜利，就要进一步增强中
华民族凝聚力，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发
展利益提供坚强保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动力。

要大力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民族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
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
素，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基础。增强
中华民族凝聚力，就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
大力继承和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
精神，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供精神支撑。
爱国主义是对祖国的一种深厚感情，但绝
不是一句空洞口号，而是体现在实际行动
中：在国家安危、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体
现为敢于挺身而出、英勇献身；在集体和他
人生命财产遇到危难的关键时刻，体现为
敢于无私奉献、见义勇为；在日常工作学习
中，体现为爱岗敬业、勇于创新。弘扬和培
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就要坚
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加强民族团结和
谐，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统一，热爱和帮助
自己的同胞。

要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抗战胜利
的关键。抗战胜利以来的事实一再证明，
中国共产党有着强大组织力、动员力和号
召力，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坚强核心。在
当代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而没有别的党
派能够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起来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如邓小平
同志指出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
共产党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就要坚持和加强党
的领导，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
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要全面从严治
党，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
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不断增强
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的能力，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使党始终
保持旺盛的活力和蓬勃的朝气，始终走在
时代前列，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华民族凝聚
力的核心。

各 地 举 办 多 种 活 动

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

6 月 9 日，38 组抗战档案首次解密，亮相北京市档

案馆举办的“见证抗战——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

年京津冀档案文献展”。图为观众在北京市档案馆观

看展览。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6月9日是国际档案日，山西太原市档案馆公布了

100多件抗战时期档案史料。图为太原市档案局工作

人员（右）在解读新公布的档案史料。

新华社记者 范敏达摄

6 月 5 日，在重庆举行的“6·5 大轰炸惨案”纪念活

动上，大轰炸亲历者在向死难同胞敬献黄花。抗日战

争期间，重庆遭到了日军血腥的野蛮轰炸，使繁华的重

庆市区大半化为废墟。 新华社记者 唐 奕摄

6 月 5 日，“血写的历史——日本军国主义在亚太

地区罪行图片展”在昆明市博物馆开展，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图为参

观者在昆明市博物馆观展。新华社记者 胡 超摄

5 月 5 日，南京市各界人士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

纪念碑前举行凭吊苏联援华抗日航空烈士活动。图

为俄罗斯留学生代表在参观刻有苏联援华抗日航空

烈士英名的纪念碑。 新华社记者 孙 参摄

4 月 8 日 是 台 儿 庄 大 战 胜 利 77 周 年 ，在 台 儿

庄 大 战 遗 址 公 园 弹 孔 墙 前 ，101 岁 的 参 战 老 兵 邵

经 斗（左）与 102 岁 的 台儿庄大战战地记者蒋思豫

握手致意。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