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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倡导
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争取抗日战
争胜利的基本保证。

全国抗日战争开始时，国民党掌握着
全国政权，国民党政府拥有庞大的军事力
量、经济力量和各方面的资源。但是，如
果仅仅依靠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中
国不可能取得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胜利。

为此，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努力建
立和扩大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包括
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阶
级、阶层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
全国人民一起，促进国共合作，推动国民
党抗战。

中国共产党认为人民群众是战争胜
利最深厚的伟力。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
民，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
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广泛开展伏击

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游
击战的战术战法，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汪
洋大海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
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
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

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实行一
些有利抗战的政策，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初
期表现比较积极。国民党军队的广大爱
国官兵在抗日战场上作出大量牺牲。但
是，国民党领导集团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反
共反人民活动却给抗日战争带来严重消
极后果。这时，共产党虽然还没有掌握全
国政权，却是团结抗战的坚强核心，是中
华民族根本利益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取得
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共产党提出和
实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成为引领抗
战胜利的旗帜。

同时，从抗日战争实际出发，中国共产
党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
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和政策，强
调各阶级的利益必须服从抗日的根本利
益。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坚

持独立自主原则，争取对统一战线和民族
解放战争的领导权；实行发展抗日进步力
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方
针，对国民党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在
坚持与国民党团结抗日的同时，对其反共
活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贯
通于党的各项工作，如与同盟者的关系、
军事方针、经济政策、政权建设等方面。
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
全国人民参加抗战、反对日本侵略者。

为了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共中
央要求各地贯彻执行“三三制”原则，从政
治上团结各抗日阶级、阶层。陕甘宁边区
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选出的 9 名常
驻议员中有 3 名共产党员，选出的边区政
府 18 名委员中，有共产党员 7 名，略超过
三分之一。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申请退
出，经大会通过，以党外人士白文焕递
补。开明绅士李鼎铭被选为陕甘宁边区
政府副主席。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层政权是直接选

举产生的。由于一些选民不识字，为保证
他们能够行使民主权利，采用了“豆选法”
等方法进行选举。通过选举，在村政权中，
雇农、贫农和中农占据绝对优势，同时也团
结了农村中的开明士绅。这就使村政权具
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
时期处理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实行这
一政策，在政治上可以动摇封建统治，在
经济上可以削弱封建剥削，改善农民的政
治地位和生活状况。它是党在民族战争
条件下处理土地问题、发动农民抗日的重
要政策。它兼顾农民和地主两方面的利
益，有利于团结大多数地主抗日，把发展
统一战线和解决农民问题很好地结合起
来。在中央政策指导下，各抗日根据地普
遍实施了减租减息，适当调节了根据地内
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团结了各个阶
级、阶层，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
作用。

（新华社北京 8月 26日电）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赢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军国主义，是一种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把发动战争、对
外侵略作为立国之本，将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政
治、经济、文化、教育及整个国民生活都从属于军事和对外侵
略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法西斯主义是集独裁主义、极端民
族主义、沙文主义等为一体的极权主义，是军国主义的极端表
现。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近代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
之源，给中国人民、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惨绝人寰的
灾难、深重无比的伤害。

从1868年明治天皇初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日本投降的70余年间，日本对中国、朝鲜等国家发动大大小小
数百次的侵略战争，吞并琉球，占领台湾，殖民朝鲜，侵略中国
大陆⋯⋯造成这些国家和地区2500多万无辜人民牺牲，4000
多万军民伤亡，强征役使2000多万劳工，强迫、诱骗40多万妇
女充当“慰安妇”，掠夺资源财富超过 2000亿美元，财产损失、
战争消耗、间接经济损失达 9000 多亿美元。近代日本军国主
义、法西斯主义对中国人民及亚洲人民发动的侵略战争时间之
长、投入的兵力之多、战争期间所施暴行之恶、对受害国人民造
成的灾难之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特别是日本帝国主
义在侵华战争中制造的南京大屠杀等野蛮屠杀和迫害惨案，使
用细菌战、化学战等国际禁止的作战方式，强掳和奴役劳工，强
迫、诱骗“慰安妇”等，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
了最残暴、最丑陋的黑暗一页。战争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数
百万人被赶到战场，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和杀人越货的工具，
同时还使日本成为世界上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

侵略战争已经过去，但战争造成的创伤犹存，时刻警醒人
民不要忘记侵略战争的疼痛。牢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
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近些年，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始
终阴魂不散，仍在兴风作浪。一些日本政客和右翼势力总是
大肆宣扬侵略有理、侵略有功，辩称发动的战争是自存自卫战
争，“颂扬”侵略日军的所谓献身精神，推进修改防止军国主义
复活的和平宪法，否定南京大屠杀，不承认慰安妇问题是国家
犯罪，企图美化侵略战争、掩盖战争罪行。这种不知反省、开
历史倒车的行径，无异于揭历史伤疤，不仅无助于引导日本国
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而且给受害国和受害国人民带来更加
严重的伤害。 （新华社北京 8月 26日电）

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日本近代史上抹不去的丑恶伤疤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不顾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强
烈反对，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断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悍然为军
国主义扬幡招魂，上演了一出出政治丑剧。

靖国神社从来不是单纯的宗教祭祀场所，而是日本军国主
义的所谓“神圣”精神殿堂。位于日本东京都市中心千代田区
九段的靖国神社，建成于1869年，原名“东京招魂社”。靖国神
社供奉着明治维新以来历次战争的战死者，大部分死于对外侵
略战争，所摆放的246万余人的名册中约有230万死于侵华战
争和太平洋战争。1978年 10月，右翼势力公然把双手沾满他
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东条英机等 14 名甲级战犯以“昭和殉难
者”名义请进靖国神社，并将1000多名乙丙级处决战犯合祀其
中。明治维新后，靖国神社成为国家神道的象征，极力宣扬和
灌输为天皇效忠的武士道精神和极端民族主义，在日本军国主
义发动的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行军
国主义的精神支柱。日本军人赴侵略战场前要到这里参拜并
发誓，“死后进靖国神社”成为他们在侵略战场上拼杀的精神力
量。正如日本哲学家高桥哲哉所说：“靖国神社就是一个动员
国民趋向战争的思想性、宗教性的装置。”

靖国神社内部处处展现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痕迹。位
于靖国神社西侧的两座石塔，上面大部分描述的是对外侵略战争的
内容，完全是一部赤裸裸的侵略战争史。“游就馆”是靖国神社的主
体展馆，里面藏就着旧日军使用过的各种武器、掠夺来的“战利品”
等，无一不是颂扬军国主义，宣扬“侵略有理”，美化殖民和侵略战
争。可以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彻头彻尾的精神工具和象征。

日本右翼势力参拜靖国神社，对侵略他国战死的“英雄”表
达敬意，追怀军国主义的“昔日旧梦”，实际上是对日本军国主义
的失败心有不甘，企图为侵略战争翻案，为战争罪犯张目。参拜
靖国神社，严重伤害了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各
国人民感情，粗暴践踏了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公然挑战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果实和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
必然遭到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极大愤慨和强烈反对。世界所
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必须牢记历史教训，坚决抵制日本政客到靖
国神社“拜鬼”，防止助长右翼势力的嚣张气焰，警惕军国主义的

“幽灵”死灰复燃。 （新华社北京 8月 26日电）

靖国神社：

日 本 军 国 主 义 的 精 神 象 征

本报北京 8 月 26 日讯 记者朱琳 韩秉志报道：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铭刻历史

共铸和平”币章展 26日在北京拉开帷幕。
据了解，本次展览展出了从 1943 年以来，世界

48 个国家和地区发行的二战主题纪念币章近 300
枚，并配有相关的资料图片与文字解说。此次展览将
在对外友协展出至 9 月 15 日 （其中 9 月 1 日至 4 日不
对外开放），之后将在国内外一些城市进行巡展。

“我们用约 300枚纪念币章，全方位展现中国人民
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以及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
利所作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和历史贡献，并向世界各国

人民广泛传播和平、合作、发展的理念。”中国人民对外
友好协会副会长谢元说。

据中国金币总公司副总经理邵军志说，此次参展
的纪念币章是从世界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70 多年来发
行的千余枚二战题材纪念币中精选的，具有重要意义，
希望这些币章能够成为历史的纪念和珍贵的记忆。

当日，各界代表在对外友协和平宫为“东方主战
场”纪念铜章揭幕并向老战士赠送，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等也收藏了这套纪念铜章。“东方主战场”纪念铜章共
20 枚，其中 18 枚展现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全民族
抗战，2枚展现了二战胜利场景。

对外友协主办“铭刻历史 共铸和平”币章展

本报北京 8 月 26 日讯 记者李哲报道：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 26 日发布了“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
曲”网络投票结果,《义勇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
曲》《游击队歌》《松花江上》《毕业歌》《南泥湾》《歌唱二
小放牛郎》10首歌曲入选。

据悉，根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有关活动安排，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于今年 4 月组织开展了“我喜爱的抗战歌曲”评选
和出版工作，从各类经典抗战题材音乐作品中推选出
100首优秀抗战歌曲，并由中国唱片总公司结集出版。

7 月 21 日，“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网络投票
活动启动，活动历时一个月，网民高度关注、广泛参与，
数十万网民通过网络参与投票活动。

“ 我 最 喜 爱 的 十 大 抗 战 歌 曲 ”发 布

新华社北京 8 月 26 日电 （刘济美 王丹） 从
装备方队受阅车辆的使用数据，到徒步方队防止训练
伤的问卷调查，阅兵训练已经悄然进入“大数据”时代，
科学施训成为这次阅兵训练的主题。

“冷车”现象曾让反坦克导弹方队头疼不已。“冷车”
指车辆刚启动时，由于水温、油温偏低，导致同一转速下
装备行进速度不一致，无法达到匀速通过天安门的标准。

反坦克导弹方队方队长单正海介绍，为解决“冷
车”问题，他们为每台受阅车辆绘制了车速与转速在不
同油温、水温条件下的关系曲线，通过数据分析的方
法，精确定位每台车在不同条件下达到标准速度所需
的条件，彻底解决了“冷车”问题。

大数据分析还用在查找和纠正驾驶员细微驾驶问
题上，提高单兵的驾驶技能。反坦克导弹方队政委王文
轩表示，现在方队的前后车辆距离误差仅为 0.1 米，并
列行驶车辆标齐误差只有 0.03米。

为了解受阅官兵的健康状况和训练伤情况，更好
地实施科学训练，有针对性地提供医疗保障，阅兵保障
站医疗防疫队理疗组对来自不同兵种的 4 个装备方队
和来自不同地区的4个徒步方队进行了数据抽样调查。

北京军区总医院全军骨科研究所主任医师叶超群
表示，体能训练一般都会带来训练伤，我们通过大数据
指导科学施训，在提高训练效果的同时尽可能地预防、
减少受阅官兵的训练伤。

阅兵训练用上了“大数据”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上海市档案馆日前在
外滩馆向社会首次发布 50 件馆藏抗战档案。档案分
为“中流砥柱”、“同仇敌忾”、“罪行铁证”和“国际关爱”
四个部分。

“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宣传和
斗争”部分，介绍了 1937 年前后出版的进步刊物、上海
郊县抗日游击队活动情况等，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
导下，浦东和崇明等地区形成了多支游击武装，有力地
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同仇敌忾”部分主要是两次淞沪会战时的照片，
直观地反映了两次淞沪会战期间前线的战况与后方的
支援救护场景，真实记录了战争蹂躏下流离失所的百
姓，以及被毁的江湾劳动大学和火车站等，真实、深刻
地揭露了日军的暴行。

“罪行铁证”部分主要是日本方面出版的反映日军
侵华暴行的资料，详细记录了日军对中国华北、华中及
上海地区的侵略和破坏。

“国际关爱”部分主要反映抗战期间上海犹太难民
的情况。

上海发布 50 件抗战档案

本报北京 8 月 26 日讯 记者金晶报道：为纪念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永恒的火焰——前苏联
伟大卫国战争电影回顾展”将于8月28日开幕。

据悉，此次电影回顾展将分两轮在北京和苏州举
办。据悉，电影回顾展计划放映 7 部纪念第二次世界
大战并已列入“金色经典”的前苏联国产影片，分别为

《普通法西斯》《热尼亚、热尼亚契卡和喀秋莎》《伊若拉
营》《二十天无战事》《列宁格勒围困之星火战役》《从天
而降》和《方尖碑》。除《普通法西斯》外，其他影片均是
首次在国内公映。

此次电影展得到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
局、俄罗斯联邦文化部的大力支持，由中国电影资料
馆、苏州文化博览中心、俄罗斯国家电影基金会等
主办。

前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电影回顾展将办

8 月 25 日，河北省涿州市博物馆举办“让历史说

话 用文献作证”专题展，展示了自 1879 年至 1945 年

间日本侵华的系列影像和文献资料。图为当地群众正

在观展。 本报记者 马洪超摄

8 月 26 日，山东无棣县闫家花园村办起了抗日战

争展览室，展示抗战题材的资料、图片、物品，吸引了许

多村民参观。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8 月 26 日，在外国记者新闻中心，外国记者领取参

加纪念活动记者证件。当日，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的外国记

者在北京开始领取记者证件。

新华社记者 王 申摄

此次阅兵训练，信息化方法手段得到充分运用，实现了训练考核的精准定位、精确评判。图为 8 月 26 日，阅兵

村训练基地受阅官兵科学施训，精益求精。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8 月 26 日，古巴参阅方队在进行受阅前的基础训

练。当日，17 个来华参阅的外军方队、代表队近千名

官兵，在北京市郊的阅兵训练基地进行紧张而有序的

阅兵前训练。 新华社记者 查春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