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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日战争是中国走向政治大国进程中的重要作为ꎬ中国最早举起反法西

斯战争的旗帜ꎬ经历了最长时间的战火ꎬ做出巨大的民族牺牲ꎮ 无论从世界反法西斯主

义的实际贡献ꎬ还是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角度看ꎬ中国的抗日战争都具有保卫世

界和平、拯救人类文明的重大意义ꎮ 历史给中国赋予了重要的大国责任ꎬ坚持抗战的中

国也具备了一个大国的资格ꎮ 史实证明ꎬ自“二战”时起ꎬ中国就已经是“负责任的大

国”ꎮ
〔关键词〕抗日战争ꎻ民族牺牲ꎻ负责任的大国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宣布“中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ꎬ发
挥负责任大国作用”ꎮ 这是中国对国际责任重要认同ꎬ是国家实力的崛起、国家

身份的变革重要体现ꎬ追溯历史ꎬ当前的“负责任大国”地位就是从抗日战争开

始的ꎮ 准确评价抗日战争的作用和影响ꎬ是研究中国反法西斯战争史的重大课

题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ꎬ中国是东方主战场ꎬ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中国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换来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ꎮ 但

由于受到“西方中心论”等的影响ꎬ“二战”被描绘成了一场以美、苏和英国为主

的同盟国抗击纳粹德国的战争ꎬ很多西方人单纯地“从众多的人和事件当中ꎬ匆
忙地挑选易于处理的一小部分事实ꎬ却从来不能对错综复杂的实质和事件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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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和理解” 〔１〕ꎬ他们对付出惨重代价抵抗日本ꎬ为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赢

得时间、奠定基础的中国ꎬ从未给予应有的重视ꎬ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成了“被遗

忘的盟友”ꎮ 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之际ꎬ牛津大学拉纳米

特〔２〕的专著«中国ꎬ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以不偏不倚的

态度ꎬ为我们再现那段血泪交融、坎坷曲折的历史ꎬ让读者认识、理解中国这个做

出了伟大贡献的“负责任的大国”是不能被忽略更不能被遗忘的ꎬ应还中国一个

公正的历史评价ꎮ

一、命运共同体:抗日战争具有拯救人类文明的意义

习近平在抗战胜利 ６９ 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ꎬ从一开

始就具有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 〔３〕ꎮ 抗日战争在中国是中

华民族的解放战争ꎬ在世界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中国抗日战争

的成败对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ꎮ
(一)中国最先扛起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大旗

中国不仅有对日本极其重要的“满蒙生命线”ꎬ更是日本与苏联博弈、霸占

亚洲的超级绊脚石ꎮ 以九一八事变为开端ꎬ日本开始制造一系列恶性挑衅事件ꎬ
中国军民也因此在东北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ꎮ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７ 日ꎬ
对现代中国影响深远的“卢沟桥事变”爆发ꎬ日本法西斯主义征服中国、霸占亚

洲的野心由局部走向全面ꎬ中华民族也开始了最大规模的全面抗战ꎮ “这不仅

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ꎬ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方爆发的起点”ꎮ〔４〕 拉纳米

特的著作从描述 １９３９ 年日军对重庆的一次日常轰炸开始ꎬ从空间维度上同当时

相对平静的欧洲对比ꎬ叙述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ꎬ打破了西方世界认为“二战”
始于德国入侵波兰的传统观点ꎮ 这时的中国ꎬ己经独立苦撑危局ꎬ在极为艰苦的

条件下同日本侵略者打了四年艰苦卓绝的战争ꎮ〔５〕 然而ꎬ西方学界和民众不是

对此闻所未闻就是漠不关心ꎮ 西方对这段历史无知会导致难以了解当前日已复

兴的中国ꎬ同时很难与之建立合理的伙伴关系ꎮ 国内学界也普遍认为ꎬ从 １９３１
年日本侵略东北到 １９４１ 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前的漫长时间里ꎬ中国承担了一个大

国应有的责任ꎬ中华民族不畏强敌ꎬ几乎是独自抗战ꎬ中国战场是东方惟一的反

法西斯战场ꎮ〔６〕

(二)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新形象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ꎮ 陈诚

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在抗战以前ꎬ虽为一党训政之国家ꎬ然而党外有党ꎬ党内

有派ꎬ各是其所是ꎬ各非其所非ꎬ是抗战让国人万众一心” 〔７〕ꎮ 陈立夫也认为“苦
战八年ꎬ全国上下一致” 〔８〕ꎮ 这种团结一致的民族精神ꎬ为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的中坚力量奠定了基础ꎮ 早在 １９３６ 年ꎬ中国共产党就认为要“联合世界

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与国家” 〔９〕ꎬ来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ꎮ 卢沟桥事变后ꎬ
“毛泽东和中共也做出痛苦的抉择ꎬ他们推迟了追求其革命梦想ꎬ跟一个老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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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成了同盟” 〔１０〕ꎮ 国民党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ꎬ接着承认

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ꎬ中华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因此而建立ꎮ 从此ꎬ
蒋介石暂时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ꎬ国内分裂的局面暂时得到缓

解ꎮ 毛泽东说ꎬ“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ꎬ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

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１１〕ꎮ 国共两党共赴国难ꎬ也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的大

国形象ꎬ中国又一次走向世界ꎮ
(三)中国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

“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ꎬ具有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并赢得胜利的巨大

优势”ꎮ〔１２〕这一优势是反法西斯阵营中的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ꎬ美、英、苏等国都

为之汗颜ꎬ日本更是在持久战中相形见绌ꎮ 因此中国在战时取得“负责任的大

国”地位是由其实力决定的ꎬ并不是西方赐予的ꎮ 卢沟桥事变后ꎬ中华民族万众

一心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ꎬ共产党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的正面战场相互合

作ꎬ展开了艰苦持久的抗战ꎮ 在抗日战争中ꎬ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共进行会战 ２２
次ꎬ２００ 余次重大战役ꎬ总计近 ２０ 万次的大小战斗ꎻ“共产党开展的游击战ꎬ也有

效地避免了日本人控制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ꎬ阻断了他们的军队和物资供

应”ꎮ〔１３〕在八年抗战中ꎬ“中国战场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最大战场ꎬ抗击着日本陆

军总兵力的 ８０％ ꎬ最高时达到 ９４％ ꎮ” 〔１４〕ꎮ 尽管由于资料来源、统计方法等的差

异ꎬ各方面统计出的日军在华伤亡数字不尽相同ꎬ但国内学术界一致认为ꎬ中国

战场上的八年抗战消耗了最多的日军ꎬ给日本军队特别是陆军以沉重的打击ꎮ
(四)中国是反法西斯联盟的东方战略支柱和后方基地

珍珠港事件给了美国重大打击ꎬ加之英美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重大失利ꎬ中
国战场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出来ꎮ 中国军民的抗战可使美英挽救太平洋战场上

的僵局ꎬ同时对“先打败德国”的计划有重要战略意义ꎮ〔１５〕早在太平洋战争初期ꎬ
罗斯福就表示ꎬ“至盼中国在各方面袭击ꎬ务使敌军疲于应付ꎬ不能抽调大量军

力ꎮ” 〔１６〕蒋介石也曾明确指出:“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ꎬ我国抗战与世界上反

侵略战争乃汇合为同一洪流” 〔１７〕ꎮ “欧洲第一的战略意味着需要以最低的代价

把中国留在战争中ꎬ而蒋介石就曾一再被迫把自己的军队按照有利于盟军地缘

战略利益ꎬ却有损于中国自身目标的方式投入战场”ꎮ〔１８〕 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ꎬ
中国曾两次派大军进入缅甸支援盟军ꎮ 比如 １９４２ 年ꎬ中国在本国抗战非常艰苦

的阶段下还派了 １０ 万大军进入缅甸解救被困的英军ꎬ成功阻挡了日本帝国主义

向印度进军ꎬ无愧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ꎮ 此外ꎬ中国先后为盟国提供了成都、桂
林、昆明等所需机场ꎬ为打击沿海日军提供了重要的保障ꎬ进而打击了日本通往

南太平洋的海上生命线ꎬ有力支援了盟军的太平洋战场ꎬ等等ꎬ中国成为了反法

西斯联盟的东方战略支柱和后方基地ꎮ

二、大国责任:中国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在艰苦卓绝的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进程中ꎬ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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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ꎬ已为国内学界所公认ꎮ 台儿庄战役、长沙会战、豫湘桂

会战等将有一天会像硫磺岛决战、敦刻尔克大撤退及诺曼底登陆等那样ꎬ引发强

烈的“文化共鸣”ꎮ
(一)中国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巨大的民族牺牲

１. 中华民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ꎮ 习近平在抗战胜利

６９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抗日战争时期ꎬ中国军民伤亡多达 ３５００ 万人ꎮ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造成的破坏及其对中国资源和财富的大肆掠夺ꎬ按照

１９３７ 年的比价ꎬ造成中国直接经济损失 １０００ 亿美元ꎬ间接经济损失 ５０００ 亿美

元” 〔１９〕ꎮ 国民党创建于 １９２８ 年的充满漏洞ꎬ却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也被破

坏殆尽ꎻ无论是南京大屠杀还是重庆大轰炸ꎬ亦或是本国政府在绝望中炸毁的黄

河大堤ꎬ对经历过 ８ 年残酷战争的普通中国人而言ꎬ死亡已经是家常便饭ꎻ１９３７
至 １９４５ 年ꎬ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东亚地区唯一坚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

两大政党ꎮ 整场战争ꎬ国民党利用了大约 ４００ 万军队牵制了 ５０ 多万的日本士

兵ꎬ否则他们极有可能转移到“二战”的其他战场ꎮ “在整场战争中中国共产党

伤亡指战员 ６０ 余万人ꎬ敌后抗日根据地伤亡达 ６００ 余万人ꎬ抗日根据地的军民

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ꎮ〔２０〕 战争期间ꎬ农村过度动员造成了土地兼并ꎬ城市经济

过度动员的后果则是官僚资本的兴起和腐败ꎮ〔２１〕战争也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税

捐ꎬ战争后期乡村的生活条件严重恶化ꎮ〔２２〕中国付出重大的民族牺牲ꎬ才迎来了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ꎮ 旷日持久地抗击日本侵略ꎬ见证了一个负责任

的大国的巨大付出ꎮ
２. 抗日战争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ꎮ 拉纳米特指出ꎬ在 １９２７ 年至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年间ꎬ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ꎬ因
此这段时期被誉为“黄金十年”ꎮ〔２３〕常年居住在山东省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凯瑟

琳汉德目睹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ꎬ她开着一辆福特出行:“我行驶了 １６０ 英

里ꎬ在这段路上ꎬ我看见了电话、汽车、桥梁ꎬ一应俱全ꎮ” 〔２４〕 然而ꎬ日本发动的全

面侵华战争ꎬ则完全地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ꎮ 至今ꎬ外界对中国在漫长

的抗战中所付出的高昂代价还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其间中国

有超过 ８０００ 万难民被迫逃亡ꎬ同时处于萌芽阶段的现代化也被中断ꎮ〔２５〕 “先是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ꎬ使中国丧失了 １ / ３ 的森林、铁矿和煤矿ꎬ４ / １０ 的铁路ꎬ
７ / １０ 的大豆产量ꎬ２ / ５ 的出口贸易ꎬ以及 ９３％ 的石油ꎬ５５％ 的黄金ꎮ” 〔２６〕 在“二
战”期间ꎬ中国经济遭受重创ꎬ来之不易的现代化建设被扼刃在摇篮之中ꎬ其中

几乎所有的铁路交通和 １９２７ － １９３７ 年建造前高速公路和工厂都被破坯堕

尽ꎬ〔２７〕广州珠三角地区 ３０％的基础设施被毁ꎬ上海 ５２％ 的基础设施被毁ꎬ当时

的首都南京 ８０％的城市建设几乎都化为灰烬ꎮ〔２８〕 简而言之ꎬ抗日战争毁灭了作

为中国现代化有效载体的国民党政府ꎮ〔２９〕

(二)中国为“二战”胜利做出应有的大国贡献

１. 中国抗战有力地支援了苏联对德国法西斯作战ꎮ 侵略苏联是日本称霸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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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计划中的一部分ꎬ但是由于中国的持久抵抗ꎬ使得日本迟迟未能发动对苏联的

侵略ꎮ 如果没有“中国的困境”———这个由于中国拒绝停止反抗造成的困境ꎬ日
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将更有可能实现ꎮ〔３０〕 据统计ꎬ“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ꎬ
将陆军 ２１ 个师团ꎬ占陆军总兵力 ８７％的强大兵力投入到中国战场ꎮ １９３８ 年日

本扩充军力后ꎬ更是将 ３２ 个师团全部投入侵华战争” 〔３１〕ꎮ 中国广大军民的顽强

抵抗ꎬ消灭了大量的日本侵略军ꎮ 正如陈旭簏所说ꎬ“日本自日俄战争后ꎬ被世

人视为可怕的军队ꎬ经中国一打ꎬ降到了第三等地位”ꎮ〔３２〕抗日战争中ꎬ国民党打

死打伤日军 ８５９６００ 余人ꎻ〔３３〕 “共产党消灭日、伪军 １７１. ４ 万人ꎬ其中日军 ５２. ７
万人”ꎮ〔３４〕日军被中国抗战死死拖住而始终没能进军苏联ꎬ从而使苏联避免两线

作战ꎬ苏联从远东地区抽调 ５０ 余万的兵力来用于对德作战ꎬ为莫斯科、斯大林格

勒保卫战等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条件ꎮ
２. 中国抗战有力地支援了美英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ꎬ

“中国要打下去”更是变得意义重大ꎬ中国军队把大量的日军都牵制在亚洲大

陆ꎮ “１９４１ 年年底ꎬ日本的总兵力已达到 ２１０ 万人ꎬ但仍有 １４０ 万在中国战场

上ꎬ太平洋战场上的陆军兵力仅为 ４０ 万人”ꎮ〔３５〕 罗斯福对中国抗战有着客观和

公正的认识ꎬ他在致其子的信中写道ꎬ“假如中国被打垮了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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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ꎬ和德

国配合起来” 〔３６〕ꎮ 抗日战争标志着中国从一个全球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受害

国ꎬ逐步在世界舞台上演变成为一个具有更大地区和全球责任的主权大国ꎮ 正

如威尔杜兰特所说ꎬ“历史知识会告诉我们ꎬ文明是合作的产物”ꎮ〔３７〕在二战期

间ꎬ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ꎬ付出惨痛代价配合了美英在整个太平洋战场上

的作战ꎬ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ꎮ

三、负责任的大国:重新审视中国的大国地位

研究抗日战争是解读中国为何能够成为世界强国的关键ꎬ想要了解变革中

这个国家的自我认同感ꎬ在变幻莫测的世界格局中它所扮演的角色ꎬ以及其不为

人知的一面ꎬ研究中国的“二战”史至关重要ꎮ 自“二战”时起ꎬ中国就已经是“负
责任的大国”ꎮ〔３８〕

(一)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１９３７ 年卢沟桥事变后ꎬ国民党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ꎮ

国共两党合作抗战ꎬ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ꎬ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大国形

象ꎮ “在国际间表现了中国人民真正走上了一致团结的大道ꎬ使国际人士油然

而生出一种崇敬同情的心理ꎮ” 〔３９〕国际上普遍认为ꎬ在国难面前ꎬ“中国人民已形

成一种新的出乎意料之外的力量ꎮ” 〔４０〕 在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ꎬ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写道

“只要能抗战到底ꎬ则国际情势必演变而日本终归失败也ꎮ” 〔４１〕 美国财政部长摩

根索说ꎬ“中国的不断抵抗ꎬ不仅会为自己取得自由与独立ꎬ并且在争取全世界

自由人类胜利与和平中会担任一个主要角色”ꎮ〔４２〕１９４３ 年召开的开罗会议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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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唯一一次旨在全面解决中日冲突的重大会议ꎬ〔４３〕蒋介石为自己定下了

参加会议要达成的最重要目标:“战后归还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ꎬ中国领土内

的所有日本工厂和航运移交中国”ꎮ〔４４〕战争结束后ꎬ陈诚在回忆录中写道:“胜利

降临不久ꎬ我最高统帅即声言对于投降后的日本ꎬ采取宽大政策ꎬ此种泱泱大国

之风ꎬ已为举世所钦仰”ꎮ〔４５〕中国军民的顽强抗战为世界重新认识中国提供了新

的历史契机ꎮ 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曾说:“由于日本侵略ꎬ中国从一个软弱的战

争牺牲者ꎬ转化为一个世界大国ꎬ一个确立稳定、和平局面的伙伴ꎮ” 〔４６〕中国人民

永远也不会忘记ꎬ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奠定是从伟大的抗日战争开

始的ꎮ
(二)当今中国致力于打造“负责任大国”新形象

在 ２０１２ 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ꎬ首次在党代会中提出“负责任大国”的说

法ꎮ 使之从单纯的外交词汇中开始进入到国家战略上ꎮ 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在国

际社会上不断强化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ꎬ这不仅是从理念层面上更是从实

践层面上进行的ꎮ 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时ꎬ中国坚持将谋求本国国家利益同世

界人民利益共同发展ꎬ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ꎬ承担一个大国应有的责任ꎮ 截至

２０１２ 年ꎬ中国对非洲的直接累计投资超过 １５０ 亿美元ꎮ 连续 ５０ 年向非洲派出

共计 １. ８ 万人次的医疗人员ꎬ诊治了 ２. ５ 亿人次的非洲患者ꎮ 习近平 ２０１３ 年在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表示:“中国发展壮大ꎬ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ꎬ不仅

造福中国人民ꎬ而且造福各国人民ꎮ” 〔４７〕在当今国际社会中ꎬ中国致力于打造“负
责任的大国”ꎮ 中国的观察家和外交官们回忆起中国作为同盟国的一员ꎬ与美、
苏、英并肩作战的经历ꎮ 在他们看来ꎬ中国在“二战”中与同盟国其他成员合作

对抗反动势力ꎬ与今天努力成为世界新秩序中不可或缺的大国是相同的ꎮ〔４８〕 今

天的中国正在坚持“四个全面”ꎬ在努力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同时ꎬ也在

不断寻求扩大与世界各国利益交汇点ꎬ兼顾他国利益ꎬ积极参与世界事务治理ꎬ
更多地承担世界性责任和义务ꎮ 随着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ꎬ中国的大国地位已

变得毋庸置疑ꎻ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ꎬ中国的“负责任

大国”的形象越来越被世界认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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