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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探索

褚静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ꎬ 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摘　 要〕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ꎬ毛泽东胸怀大志ꎬ为实现国家独立和自由ꎬ奉献一生ꎬ无惧各

种困难险阻ꎮ １９３７ 年ꎬ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ꎬ毛泽东预判ꎬ抗日战争的胜利依赖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

世界反日统一战线ꎮ 中国国弱民穷ꎬ只有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ꎬ才能解决自己的生存与发展ꎮ 自己动手、丰
衣足食是根据地军民的职责ꎮ 没有西方国家的援助ꎬ中国很难战胜凶恶的日本侵略者ꎮ 通过自力更生与争取外

援ꎬ毛泽东领导军队战斗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前沿ꎬ拥护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ꎬ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ꎮ
〔关键词〕毛泽东ꎻ自力更生ꎻ争取外援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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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ꎬ是自力

更生与争取外援相结合的产物ꎮ 对此重要的学

术问题ꎬ学术界仍未引起高度重视ꎮ〔１〕为此ꎬ笔者

不惴浅陋ꎬ就毛泽东在抗战中对自力更生与争取

外援的探索展开深入分析ꎮ 不当之处ꎬ尚祈海内

外方家批评指正ꎮ

一、中国抗战需要国际援助

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ꎬ除中法战争外ꎬ第
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八
国联军侵华战争ꎬ清政府均以惨败而收场ꎬ割地

赔款ꎬ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ꎮ 从自身看ꎬ清
政府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军队虚弱ꎻ从对手看ꎬ

英国、法国、日本、美国、俄罗斯等均为世界强国ꎬ
或直接侵略中国ꎬ或联合侵略中国ꎮ 缺乏强有力

的国际援助ꎬ是中国在这些反侵略战争中失败的

重要外部因素ꎮ
孙中山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时ꎬ呼吁国际友

人伸出援手ꎮ １９０４ 年 ８ 月ꎬ他在«中国问题的真

解决»一文中指出ꎬ“显而易见ꎬ要想解决这个紧

急的问题ꎬ消除妨害世界和平的根源ꎬ必须以一

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ꎬ这样

一来ꎬ中国不但会自力更生ꎬ而且也就能解除其

他国家维护中国的独立与完整的麻烦”ꎮ 虽然

“拯救中国完完全全是我们自己的责任ꎬ但由于

这个问题近来已涉及全世界的利害关系ꎬ因此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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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我们的成功、便利我们的运动、避免不

必要的牺牲、防止列强各国的误解与干涉ꎬ我们

必须普遍地向文明世界的人民、特别是向美国的

人民呼吁ꎬ要求你们在道义上与物质上给以同情

和支援”ꎮ〔２〕要摆脱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ꎬ既要靠

中国人自己ꎬ自力更生ꎬ也需要西方国家的援助ꎮ
面对山河破碎ꎬ社会动荡ꎬ青年毛泽东决心

救民于水火ꎬ以振兴中华为己任ꎬ身体力行ꎮ 基

于日本独霸东亚的野心ꎬ他判断日本与美国在太

平洋终有一战ꎬ立志收复中国所有失地ꎮ
１９１７ 年苏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ꎬ给中国人

民带来新的希望ꎮ 中国共产党自 １９２１ 年创立以

来ꎬ为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ꎬ作出

了不懈努力ꎮ １９２２ 年 ７ 月ꎬ中国共产党第二次

全国代表大会召开ꎮ 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

地问题的理论以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性质ꎬ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ꎮ
１９３１ 年ꎬ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ꎬ侵占东

北ꎮ 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妥协退让ꎬ中日民族矛盾

逐步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ꎮ 团结全国各

阶层人民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ꎬ共同反抗日

本帝国主义ꎬ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ꎮ 同时ꎬ
资本主义国家并非铁板一块ꎬ美国、英国、法国等

国的工农大众与本国的统治者有不同的利益诉

求ꎬ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对日本侵华亦不支持、
甚至反对ꎬ所以争取西方国家的人民同情或支持

中国抗日是一个重要任务ꎮ 中国共产党适时调

整战略方针ꎮ
红一方面军经过万里长征ꎬ抵达陕北ꎮ 针对

“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ꎬ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

中国为它的殖民地”ꎬ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ꎬ毛泽

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ꎬ初步阐述了自力

更生与国际援助的辩证关系ꎮ 他指出ꎬ“中华民

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ꎬ有在自力更

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ꎬ有自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的能力”ꎬ但“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

际援助”ꎬ“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

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ꎮ “凡义战都是互相

援助的ꎬ凡非义战都是应该使之转变成为义战

的”ꎮ 强调“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

助ꎬ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ꎬ他们也一定会援助

我们”ꎬ“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

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ꎮ〔３〕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不仅威胁中国ꎬ也威胁世

界和平ꎬ尤其是太平洋地区的和平ꎮ 日本帝国主

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ꎬ也是主张和平的世界各国

人民的敌人ꎬ特别是和太平洋地区有利害关系的

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人民的敌人ꎮ 仅仅依靠

苏联的援助ꎬ并不足以保证中国的胜利ꎮ 美国是

世界第一工业强国ꎬ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ꎮ
争取美国、英国等国的支持或同情ꎬ有利于中国

抵抗日本侵略ꎮ 同时ꎬ中国的抗日战争ꎬ不但是

中国人民自己的事ꎬ也是推动世界和平的一个组

成部分ꎬ组成世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已不容回避ꎮ
日本帝国主义于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７ 日制造“卢

沟桥事变”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ꎮ 次日ꎬ中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ꎮ
毛泽东于 ７ 月 ２３ 日ꎬ著写了«论反对日本帝

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ꎬ提出“全国军

队总动员” “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改革政治机

构”“抗日外交”“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国
防教育”“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ꎬ呼吁“全中国

人民ꎬ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ꎬ筑成民族统一战线

的坚固长城”ꎮ 此为抗日救国八大纲领ꎮ 关于

“抗日外交”ꎬ毛泽东公开建议ꎬ“不能给日本以

任何利益和便利ꎬ相反ꎬ没收其财产ꎬ废除其债

务ꎬ肃清其走狗ꎬ驱逐其侦探ꎮ 立刻和苏联订立

军事政治同盟ꎬ紧密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

能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ꎮ 争取英、美、法同情我

们抗日ꎬ并从之取得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援助ꎮ 主

要靠自己力量ꎬ但外援是不可少的ꎬ孤立政策是

实际上帮助敌人的”ꎮ〔４〕

毛泽东又于 ８ 月 ２５ 日ꎬ起草了«为动员一切

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ꎬ明确提出抗日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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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纲领:“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日绝交ꎬ驱
逐日本官吏ꎬ逮捕日本侦探ꎬ没收日本帝国主义

在华财产ꎬ否认日本外债ꎬ废除日本条约ꎬ收回一

切日本租界ꎮ 为保卫华北与沿海各地而血战到

底ꎮ 为收复平津与东北而血战到底ꎮ 驱逐日本

帝国主义出中国ꎮ 反对任何的动摇妥协ꎮ”关于

“抗日的外交政策”ꎬ“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

内ꎬ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

的同盟ꎬ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ꎮ 拥护和平阵

线ꎬ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ꎮ 联合朝鲜、台湾及日

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ꎮ〔５〕 毛泽

东公开提出抗日战争的战略目标ꎬ主张废除中国

与日本的条约ꎬ不但要与苏联建立军事同盟ꎬ还
要与反对日本侵略的其他国家建立军事同盟ꎮ

中国人民要战胜强大的敌人ꎬ首先要靠自己

的力量ꎬ建立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ꎬ自力更生ꎮ
同时ꎬ在确保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前提下ꎬ也要

积极争取国际援助ꎮ
自力更生ꎬ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

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内容ꎮ
国际援助ꎬ从国家分ꎬ有社会主义国家苏联ꎬ

还有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ꎮ 从援助实体

分ꎬ包括国际组织、政府、政党、民间组织、友好人

士等ꎮ 从援助内容分ꎬ包括武器弹药、机器设备、
战略物资、医疗卫生、舆论声援等ꎮ 从援助方式

分ꎬ直接援助ꎬ如派遣军队等ꎻ间接援助ꎬ如派遣

军事顾问等ꎮ 从援助条件分ꎬ有偿援助ꎬ如租借

物资、有息贷款等ꎻ无偿援助ꎬ不需支付任何费

用ꎮ
抗战初期ꎬ苏联支持中国人民ꎬ提供了大量

武器ꎮ 英国、法国力量有所不足ꎬ对中国爱莫能

助ꎮ 美国的对外政策在资本主义世界具有引导

作用ꎮ 毛泽东一直关注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ꎮ
罗斯福总统同情中国人民的不幸遭遇ꎬ美国人民

反对日本的侵略扩张ꎮ 毛泽东积极争取美国、英
国等国的援助ꎬ但前提是确保领土主权的完整ꎮ
１９３８ 年 ２ 月ꎬ毛泽东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谈话ꎬ
指出:“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ꎬ罗斯福总统

的谴责法西斯蒂ꎬ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

日ꎬ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抗日斗争

的声援ꎬ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谢的”ꎮ 他希

望“美国能更进一步ꎬ出面联合其他国家给暴日

以实际的制裁”ꎬ现在“是中美两国及其他一切

反对侵略威胁的国家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

了”ꎮ〔６〕

对于自力更生和国际援助ꎬ毛泽东两者都强

调ꎮ １９３８ 年 ３ 月 ３ 日ꎬ他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作

临别赠言ꎬ指出:“中国的团结 ＋世界的援助 ＋ 日

本国内的困难 ＝ 中国的胜利ꎮ 这个公式是有意

义的ꎮ 当然ꎬ自力更生的口号是对的ꎬ但中国不

能孤立也同样要注意到ꎮ” 〔７〕

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空想家ꎬ而是实干家ꎬ制
定军事战略目标是基于科学论证ꎬ而非从愿望到

愿景ꎮ 通过与日军交战ꎬ毛泽东坦陈对手之强

大ꎬ更感受到人民战争的巨大潜力ꎮ 关于如何战

胜强大的敌人ꎬ毛泽东于 １９３８ 年 ５ 月ꎬ著写了

«论持久战»ꎬ深入分析敌我友各方ꎬ驳斥了速胜

论、速亡论ꎬ指出这场全民战争是一场持久战ꎬ中
国人民将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ꎮ 他前瞻:“第三

阶段ꎬ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ꎮ 主要依靠中国自

己在前阶段中准备着的和在本阶段中继续地生

长着的力量ꎮ 然而单只自己的力量还不够ꎬ还须

依靠国际力量与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ꎬ否则是不

能胜利的ꎬ因此加重了中国的国际宣传与外交工

作ꎮ 这些任务之彻底完成ꎬ也将不是短时间ꎬ因
为广大被占领区的收复ꎬ必须经过血战ꎮ 这个阶

段ꎬ已不是战略防御ꎬ变为战略反攻了ꎬ在现象

上ꎬ并将表现为战略进攻ꎮ 已不是战略内线ꎬ将
逐渐地变为战略外线ꎮ 直至打到鸭绿江边ꎬ才算

结束了整个战争ꎮ 如果朝鲜等地的革命战争起

来需要中国援助的话ꎬ那将属于另一个战争

了ꎮ” 〔８〕这是基于中国境内的战争视角ꎬ其战略目

标是收复“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失地ꎮ
毛泽东从全中国范围审视中日全面战争ꎬ由

于日强中弱ꎬ中国在战争初期处于下风ꎬ但中国

是大国ꎬ有进行持久作战的诸多条件ꎬ首先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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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身的努力ꎬ当然ꎬ国际援助亦不可缺ꎮ

二、坚持自力更生为主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自卫战争ꎬ是近代中国

最大规模的一次反侵略战争ꎬ仁人志士决心捍卫

国家领土主权ꎬ思考如何抵抗凶恶的日本侵略

者ꎮ
面对日军的南进和民间的抗战呼声ꎬ国民党

军队与日军在上海一带展开激战ꎮ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ꎬ蒋介石发布«争取最后胜利»的广播词ꎬ告
诫全国军民ꎬ“这次抗战ꎬ断不是一年半载短期间

可以了结的事ꎬ要预想到今后的困苦艰难ꎬ只有

一天天的加重ꎬ因此必须准备着一切ꎬ来担当比

今天还要艰难困苦到几十倍的境遇ꎬ我们唯有立

定牺牲到底的决心ꎬ才能达到民族生存的目的”ꎮ
他强调ꎬ“真正的胜利ꎬ必从持久苦斗中去求ꎬ决
不可以侥幸而得ꎬ国际的同情ꎬ足使我们兴奋ꎬ但
决不可以有所倚赖ꎬ我们必先自助ꎬ他人始能助

我”ꎮ 鼓励国人ꎬ“我们具有五千年文化和历史ꎬ
四千万方里土地和物产ꎬ而且拥有四万万人民ꎬ
居世界上第一位最大的民族ꎬ我们相信这个伟大

的民族ꎬ只要我们有牺牲奋斗的精神ꎬ是决不会

被人消灭的”ꎮ〔９〕

国民党军队在湖北东部地区与日军激战ꎬ伤
亡惨重ꎮ 为保存实力ꎬ国民党军队主动撤出武汉

三镇ꎬ徐图再战ꎮ 武汉失守后ꎬ日军基本占领中

国东部地区的主要城市、铁路沿线ꎮ 抗日战争逐

渐过渡到相持阶段ꎮ
蒋介石于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在长沙发布

«告全国国民书»ꎬ指出“我国抗战根据本不在沿

江沿海浅狭交通之地带ꎬ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ꎮ
而西部诸省ꎬ尤为我抗战之策源地ꎬ此为长期抗

战根本之方略ꎬ亦即我政府始终一贯之政策也”ꎬ
号召“全国军民共矢持久不屈之决心ꎬ执行全面

攻击之战略ꎬ不馁不挠ꎬ努力奋斗ꎬ则抗战弥久ꎬ
精力弥充ꎬ战区愈广ꎬ敌力愈分ꎬ纵不问国际变化

之如何ꎬ而敌人必以久战疲竭而覆败!” 〔１０〕

作为国民政府的实际最高领导人ꎬ蒋介石在

妥协退让的过程中ꎬ预感到中日大战难以避免ꎬ
中国地大人多ꎬ有持久作战的潜力ꎻ日军固然凶

悍ꎬ但日本资源有限ꎬ缺乏长期作战的庞大资源ꎻ
西南地区地势险要ꎬ可以作为退守的根据地ꎮ 他

有对日持久作战的想法ꎬ全面抗战爆发后ꎬ公开

宣示ꎬ根据对日作战的战况ꎬ总结经验教训ꎬ形成

对日持久作战的基本方针ꎬ主张自力更生ꎬ并付

诸实践ꎬ不坐等国际援助ꎮ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ꎬ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召开

五届五中全会ꎬ蒋介石致辞指出:“如果我们能

做ꎬ能抗战到底ꎬ那就不怕没有计划ꎬ也不怕没有

办法ꎮ” “我们此时如果不能抗战ꎬ妄想中途妥

协ꎬ这就是半途而废ꎬ这样我们民族就要整个灭

亡ꎬ世世子孙就要永为奴隶牛马ꎬ万劫不复ꎻ我们

若不能抗战到底ꎬ我们国家就要沦为敌国的奴属

与殖民地ꎮ”最后ꎬ他强调:“同志们ꎬ请记住‘知
难行易’是我们的信条ꎬ‘自力更生’是我们的座

右铭ꎬ我们只要能行、能干、快干、硬干、苦干、实
干ꎬ没有不成功的道理ꎮ” 〔１１〕

１ 月 ２９ 日ꎬ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宣言通过ꎬ
“至于抗战最后目的ꎬ则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更明

白指出ꎬ为确立主权领土与行政之完整ꎬ实现平

等自由之国家ꎬ不达目的决不中止”ꎮ〔１２〕何为“主
权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是恢复到“七七事变”
前还是“九一八事变”前? 宣言没有严格界定ꎬ
存在模糊空间ꎮ

汪精卫等人早已被日军的先进武器、凌厉进

攻吓破了胆ꎬ无视中国军队实力大部保存ꎬ国际

环境有可能变化ꎬ自暴自弃ꎬ散布“再战必亡”ꎬ
伺机妥协投降ꎬ认贼作父ꎮ 国民党内一些高级官

员则期待德国等国的调停ꎬ或美国、英国直接出

兵干涉ꎬ迫使日军放下屠刀ꎬ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

托在美英援助上ꎬ自力更生流于表面、流于口号ꎮ
北平至广州铁路沿线以西ꎬ基本为农业地

区ꎬ持久抗战必须建立在一定程度的现代工业基

础之上ꎬ国统区缺乏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撑长期抗

战ꎮ 得益于苏联等国的支持ꎬ大量的武器、弹药、
药品、机器设备等ꎬ从大西北、大西南源源不断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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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大后方ꎬ支持中国人民继续抗击日寇ꎮ
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对阵ꎬ除平型关防御

反击作战外ꎬ基本上以游击作战为主ꎬ日军战斗

力之强远超国民党军队ꎬ对中国共产党的持久作

战方针提出新的挑战ꎬ单纯依靠自己弱小的军事

力量ꎬ要想战胜强大的敌人ꎬ胜算不大ꎮ 自力更

生与争取外援并不矛盾ꎮ 坚持自力更生ꎬ并不排

斥国际援助ꎻ争取国际援助ꎬ但不能放弃自力更

生ꎮ 最大、最强的国际援助ꎬ只能来自于最强大

的工业国———美国ꎮ
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ꎬ当务之急是解决美国

的失业问题ꎬ稳住经济良性复苏的基本盘ꎮ 日本

对华发动侵略战争ꎬ急需美国的石油、钢材、机器

设备等战略物资ꎬ美国资产阶级不愿失去日本这

个庞大的海外市场ꎮ 罗斯福总统静观其变ꎬ不愿

公开制止日本侵华ꎬ但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同

情ꎮ 美国政府的对日妥协ꎬ某种程度上就是日本

的帮凶ꎬ以牺牲中国人民生命的代价ꎬ来换取一

时的苟安ꎬ实际上只会助长日本的嚣张气焰ꎬ危
及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ꎬ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

脚ꎮ
以社会制度为界ꎬ世界强国可分为社会主义

国家苏联ꎬ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
日本、意大利等ꎮ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水火不

容ꎬ可能爆发新的世界大战ꎮ 但 １９３１ 年“九一八

事变”以来的全球几个局部战争表明ꎬ资本主义

国家之间的矛盾在某种程度、某种范围内难以调

和ꎬ也会导致新的世界大战ꎮ 日、意、德法西斯国

家不断发动侵略战争ꎬ日本、德国与美国、英国的

矛盾不断激化ꎮ
苏联、华侨及国际友人的军事援助主要供给

国民党军队ꎬ八路军、新四军以游击作战为主ꎬ很
少或基本没有得到国际援助ꎬ只能自己解决生存

问题ꎮ 关于最近 １５ 个月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

关系ꎬ毛泽东作出初步总结ꎮ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ꎬ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

报告ꎬ指出:“拿第三条件ꎬ国际助我一点来说ꎬ现
在也还未至最大有利之时ꎮ 十五个月来ꎬ我们有

了国际间广大的舆论声援ꎬ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

根据国联决议已经给了我们许多帮助ꎬ证明了我

们不是孤立的ꎮ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国际和平阵

线各国有其各不相同的情况ꎮ 资本主义国家ꎬ人
民助我ꎬ政府则取某种程度的中立态度ꎬ其资产

阶级则利用战争做生意ꎬ还在大量输送军火与军

火原料给日本ꎮ 社会主义国家ꎬ根本上不同于资

本主义国家ꎬ在援华问题上已经具体的表现出

来ꎻ然而国际形势目前还不容许它作超过现时程

度的援助ꎮ 因此ꎬ我们对国际援助暂时决不应作

过大希望ꎮ 抛开自力更生的方针ꎬ而主要地寄其

希望于外援ꎬ无疑是十分错误的ꎮ 十五个月经验

证明: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ꎬ同时不放松外援

之争取ꎬ才是正确的道路ꎮ”
他分析ꎬ“我们的抗日战争不是孤立的ꎮ 不

管资本主义国家现时还保存其许多矛盾政策ꎬ也
不管国际局势可能暂时地影响到各国助我的程

度ꎬ但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侵略反法西斯的斗

争ꎬ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ꎮ 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

不仅是中国人ꎬ还有欧洲人ꎬ美洲人ꎬ非洲人ꎬ澳
洲人ꎬ以及其他亚洲人ꎮ 十五个月来世界各国的

同情与援助ꎬ给了我们以这种确信ꎮ 主要地依靠

自力更生的中国ꎬ能够同时配合着世界的援助ꎬ
因为今天的世界已不是从前的世界ꎬ整个世界先

进人类已成为休戚相关的一体ꎬ敌人要使我们陷

于孤立的企图ꎬ只会是徒然的”ꎮ〔１３〕

针对“当张高峰事件发生之时ꎬ国内一部分

舆论兴高采烈ꎬ以为日苏战争如果爆发ꎬ中国就

可以转入反攻ꎬ无需乎要持久战了ꎮ 在这种观点

下ꎬ三阶段论当然不能成立ꎬ我们的估计是错误

的了”ꎬ毛泽东认为ꎬ“这是主要依靠外援的思

想ꎬ是速胜思想之一种ꎮ 然而国际形势不是照着

这些朋友们的主观志愿发展的ꎬ而是依照它自己

的规律”ꎮ〔１４〕毛泽东希望得到国际援助ꎬ但不对

国际援助抱依赖心理ꎮ
毛泽东不是坐等国际援助ꎬ而是通过国际宣

传与外交工作ꎬ积极争取ꎮ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ꎬ毛
泽东撰«抗战与外援的关系»ꎬ作为«论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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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本的序言ꎮ 他指出ꎬ“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

的敌人ꎬ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ꎬ孤立战争

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ꎮ 针对“在英、
美诸民主国尚存在有孤立观点ꎬ不知道中国如果

战败ꎬ英、美等国将不能安枕”ꎬ“这种错误观点

十分不合时宜ꎻ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自己ꎬ才
是当前的具体真理”ꎮ 因此ꎬ他“希望此书能在

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ꎬ为了中国利益ꎬ也
为了世界利益”ꎮ〔１５〕毛泽东向美国人民及其政府

喊话ꎬ晓以利害ꎮ
为了防止英美的祸水西引ꎬ斯大林强硬回击

日军的武装挑衅ꎮ １９３８ 年 ７ 至 ８ 月ꎬ日军在中朝

苏交界地区的张鼓峰、沙草峰ꎬ与苏联红军作战ꎬ
形成僵持ꎮ １９３９ 年 ５ 至 ６ 月ꎬ日军在中蒙边界的

诺门坎地区ꎬ与苏联红军作战ꎬ亦未得手ꎮ 两次

试探性进攻失利ꎬ阻止了日军大规模进攻苏联的

作战企图ꎮ
对此ꎬ中国共产党人密切关注ꎮ １９３９ 年 ５

月 ３０ 日ꎬ«解放»周刊发表评论ꎬ指出“一部分人

认为抗战到底ꎬ只是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

态ꎬ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思想”ꎬ这种“把东四省

放在我国领土之外ꎬ结果ꎬ必然在事实上默认在

日寇操纵下的伪‘满洲国’ꎬ而自愿的破坏我国

领土主权的完整”ꎮ “把中华民族解放事业ꎬ寄
托在国际间对日本的压迫ꎬ再演一次‘三国还

辽’的历史ꎬ而放弃自力更生的原则”ꎬ“这样必

然会放松我们长期抗战的准备ꎬ不认真去发动民

众ꎬ组织民众ꎬ团结全民族的力量ꎬ准备将来之反

攻”ꎮ〔１６〕

面对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扩张ꎬ英国、法国对

德妥协退让ꎬ企图祸水东引ꎬ坐收渔人之利ꎮ 斯

大林设法改善与德国的紧张关系ꎮ １９３９ 年 ８ 月

２３ 日ꎬ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ꎮ ９ 月 １
日ꎬ德国发动对波兰的侵略战争ꎮ

国际形势错综复杂ꎬ新的世界大战一触即

发ꎮ 毛泽东关注苏联政府的对德外交政策ꎬ予以

肯定ꎮ 处于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ꎬ中国抗战只

能依靠自己ꎮ 毛泽东强调自力更生的重要性ꎬ首

先是解决自己的问题ꎮ ９ 月 １６ 日ꎬ毛泽东接受

中央社、«扫荡报» «新民报»记者的采访ꎬ指出:
“改革国内政治之所以非常重要ꎬ是因为敌人在

这个阶段ꎬ主要的是政治进攻ꎬ我们就要特别加

强政治抵抗ꎬ这就是说ꎬ民主政治问题ꎬ应当快点

解决ꎬ才能加强政治上的抵抗力ꎬ才能准备军事

力量ꎮ 中国抗战主要的依靠自力更生ꎬ如果过去

也讲自力更生ꎬ那末ꎬ在新的国际环境下ꎬ自力更

生就更加重要ꎮ 自力更生的主要内容ꎬ就是民主

政治”ꎮ〔１７〕改革政治ꎬ发动群众ꎬ才能立于不败之

地ꎮ
抗战初期ꎬ苏联政府和人民向中国提供了大

量援助ꎬ中国人民念兹在兹ꎮ １２ 月 ２０ 日ꎬ毛泽

东在«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中指出ꎬ
“我们中国人民ꎬ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

候ꎬ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ꎮ “抗日战

争以来ꎬ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真正援助

我们ꎬ只有苏联是用了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ꎮ”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ꎬ只有社会主

义的国家ꎬ社会主义的领袖ꎬ社会主义的人民ꎬ社
会主义的思想家、政治家、劳动者ꎬ才能真正援

助ꎻ而我们的事业ꎬ没有他们的援助是不能取得

最后胜利的ꎮ” 〔１８〕

其时ꎬ多支国际医疗队来到抗日根据地ꎬ帮
助八路军、新四军ꎬ白求恩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ꎬ
毛泽东对此予以高度评价ꎮ １２ 月 ２１ 日ꎬ他在

«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指出ꎬ“我们要和一切资本

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ꎬ要和日本的、英
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

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ꎬ才能打倒帝国主

义ꎬ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ꎬ解放世界的民族和

人民ꎮ 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ꎬ这就是我们用以

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

义ꎮ” 〔１９〕毛泽东立足自力更生ꎬ坚持以自力更生

为主ꎬ同时设法争取国际援助ꎬ不放弃国际援助ꎮ

三、立足自力更生与争取国际援助

英、法对德的侵略扩张一再妥协纵容ꎬ养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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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患ꎬ最终酿成大祸ꎮ １９４０ 年 ５ 月ꎬ德国发动对

法国、英国等西欧国家的侵略战争ꎮ 苏联得以暂

时避免与德国正面作战ꎬ争取了时间ꎬ保存了实

力ꎬ有利于苏联自身ꎬ亦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战ꎮ
希特勒进攻英国受阻ꎬ于 １９４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ꎬ发动对苏联的侵略战争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范围扩大ꎬ国际反法西斯统一阵线的阵营也在扩

大中ꎮ
德军一路东进ꎬ直逼莫斯科ꎬ苏联到了生死

危亡的关头ꎬ难以对中国再提供军事援助ꎮ 日军

占领中国东部地区ꎬ准备对东南亚发起进攻ꎮ 此

时ꎬ全面抗战已爆发四年之久ꎬ中国军民苦苦支

撑ꎬ美、英大规模的国际援助迟迟未到ꎬ只能依靠

自己ꎬ求得生存ꎮ
１９４１ 年 ９ 月 １８ 日ꎬ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十

周年之际ꎬ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国民书»ꎬ强调

“我们非完全驱逐寇军于我们国境以外ꎬ彻底消

灭他侵略的野心ꎬ我们的抗战ꎬ是决不能停止的ꎮ
我们若非使东北同胞获得真正的自由ꎬ东北的失

地ꎬ完全收复ꎬ则我们神圣的抗战ꎬ亦决不会停止

的”ꎬ“我全国同胞切记‘天助自助’ꎬ明了‘自助

者人则助之’的真理ꎮ 须知我们现在已失的国土

还没有恢复ꎬ最后的胜利还没有实现ꎬ在此国际

形势好转之时ꎬ我们更应自助自强ꎬ自勉自重ꎬ万
不可存一毫侥幸依赖之心ꎬ以至自怠自驰ꎮ 唯其

如此ꎬ我们今后更要本着过去自立抗战和自力更

生的精神ꎬ准备迎接最恶劣最危险的局势的到

来ꎮ” 〔２０〕

谈论自立抗战、自力更生ꎬ中国共产党更有

发言权ꎮ 毛泽东决不言弃ꎬ相信目前的困境是黎

明前的黑暗ꎬ曙光就在前头ꎮ 延安«解放日报»
于 ９ 月 １８ 日发表社论«始于东北终于东北———
纪念“九一八”十周年»ꎬ预言“中国人民坚决相

信战争的祝捷地ꎬ是在鸭绿江边ꎮ 只有打到鸭绿

江边ꎬ才能结束中国的抗战ꎮ 东北是抗战的起

点ꎬ同样也必须是抗战的终点ꎮ 中国人民相信自

己有力量完成这种任务ꎮ 一切违反中国人民意

志的半途而废的办法ꎬ都将为中国人民所唾弃ꎬ

都将被历史丢弃到垃圾堆中去”ꎮ〔２１〕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ꎬ国民党一些高

级官员对日妥协退让ꎬ寄希望于李顿调查团和国

联的调停ꎬ又寄希望于九国公约会议ꎬ结果一一

落空ꎬ垂头丧气ꎮ “七七事变”以来ꎬ又寄希望于

德国的调停ꎬ或美国、英国出兵干涉ꎬ制止日本侵

略ꎮ 又寄希望于苏日局部战争的扩大化ꎬ亦未实

现ꎮ 十年抗战ꎬ血的教训就是不能完全寄托于外

部环境的变化ꎬ对国际援助不能等、靠、要ꎮ
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刊发了蒋介石的这篇

文告ꎬ呼应其主旨ꎬ于 ９ 月 ２０ 日ꎬ发表社论«抗战

到底自力更生»ꎬ强调“首先即是自力更生还是

依赖外援ꎮ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ꎬ自始至终强调自

力更生ꎬ当然ꎬ并不否认争取外援之必要ꎮ 可是ꎬ
另外有一些人士却把主要的希望放在外援上ꎬ时
或国际联盟ꎬ时或李顿调查团ꎬ时或九国公约会

议ꎬ时或日苏战争ꎬ时或日美战争ꎬ虽处浴血抗战

之战ꎬ而时盼鸿鹄之将至ꎬ因而分心外鹜ꎬ而不能

专力于培植增强自己的力量以图反攻与争取最

后胜利”ꎮ 委婉指责国民党政权有依赖国际援助

的倾向ꎮ 强调这篇文告的主旨ꎬ“是我国今后真

正走上自力更生的大道的始基”ꎮ 然而“自力更

生亦非空言可奏效”ꎮ 必须改革政治机构ꎬ加强

国军训练ꎬ援助敌后部队ꎬ调节粮食ꎬ平抑物价ꎬ
“自力更生才有所着落”ꎮ〔２２〕

正是 ４ 年多的自力更生ꎬ赢得了宝贵时间ꎬ
国际环境逐渐朝着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方向变化ꎮ
从法西斯国家对弱小国家的侵略ꎬ至德国进攻法

国、英国ꎬ再进攻苏联ꎬ战争的范围不断扩大ꎬ规
模不断升高ꎬ世界已分裂为两大阵线ꎬ即法西斯

国家和反法西斯国家ꎮ 毛泽东针对反法西斯战

争的特点和阶段ꎬ密切关注到世界反法西斯统一

战线逐渐明朗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

方针ꎬ同时积极争取外援ꎬ冷静审视美日矛盾的

新变化ꎬ预判日本有可能铤而走险ꎮ
日军于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ꎬ偷袭美军夏威夷

珍珠港基地ꎬ太平洋战争爆发ꎮ 美国政府对日宣

战ꎬ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成为遍及全球的战争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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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彻底形成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营ꎮ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强国ꎬ苏联是第二大工业

强国ꎬ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强国ꎬ中国是世界上

人口最多的国家ꎮ 从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战争

潜力、人心向背等因素综合考虑ꎬ法西斯国家虽

可逞凶于一时ꎬ最终免不了灭亡的命运ꎮ 全世界

反法西斯国家必须团结一致ꎬ才能战胜凶恶残暴

的敌人ꎮ
反法西斯国家结成军事同盟ꎮ １９４２ 年 １ 月

１ 日ꎬ美国、英国、苏联、中华民国、英国的 ４ 个自

治领、英属印度ꎬ以及其他 １７ 国ꎬ共同签署并发

表«联合国家宣言»ꎬ表示赞成«大西洋宪章»ꎬ各
国政府保证使用全部的军事和经济资源ꎬ反对同

它们处于战争状态的德、意、日三国及其仆从国ꎬ
每个国家的政府保证互相合作ꎬ不与敌人缔结单

独停战协定或和约ꎮ〔２３〕 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最终完全形成ꎮ
太平洋战争初期ꎬ日军一路进攻ꎬ美军节节

败退ꎮ 日军攻占仰光ꎬ西南大通道面临被切断的

危险ꎬ重庆震动ꎮ 针对“现在经济上一个最严重

的问题是物价高涨ꎬ民生凋敝”ꎬ“恶性通货膨胀

固然刺激了物价飞涨ꎬ但基本的原因还是由于生

产不足ꎬ物资缺乏ꎬ囤积之风更增加了这种困

难”ꎬ“加之现在仰光危急ꎬ西南通路实际上已被

封锁ꎬ这个现象将愈趋严重”ꎬ为此ꎬ１９４２ 年 ３ 月

５ 日ꎬ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确定自力更生

的经济政策»ꎬ指出:“在此情况下ꎬ确立自力更

生的经济政策ꎬ已经成为今日大后方解救目前经

济困难必须采取的政策了”ꎮ “自力更生的经济

政策ꎬ是在动员全国一切力量ꎬ增进抗战必胜的

农业工业生产ꎮ 只有农业生产与国防民用必需

品的供给有了保证ꎬ才能使军用物资不感缺乏ꎬ
人民生活得以维持ꎬ才能坚持抗战ꎬ准备反攻ꎬ配
合国际反侵略阵线的努力ꎬ取得民族解放的最后

胜利”ꎮ 强调“只有自力更生ꎬ才能坚持抗战ꎻ只
有自力更生ꎬ才能打破日寇的诱降阴谋ꎬ稳定抗

战阵营ꎻ只有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发展我们的农

业生产ꎬ扩大我们国防民用必需的工业生产ꎬ才

能在我国广大的原野上ꎬ生长起伟大的反攻力

量”ꎮ〔２４〕

在中国战场ꎬ日军实行“三光”政策ꎬ对敌后

根据地实行大规模扫荡ꎮ 为限制中国共产党军

队的壮大ꎬ国民政府经常停发八路军的军饷、武
器ꎬ八路军、新四军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ꎮ 敌

后根据地的军民只能自己动手ꎬ开展大生产运

动ꎮ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ꎬ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

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指出ꎬ“陕甘宁边区的

财政问题ꎬ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

事业费的供给问题ꎬ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

题ꎮ 这些经费ꎬ都是由人民的赋税及几万军队和

工作人员自己的生产来解决的ꎮ 如果不发展人

民经济和公营经济ꎬ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ꎮ〔２５〕

自“七七事变”以来ꎬ中国共产党坚持自力

更生的基本方针ꎬ通过建立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

线ꎬ抵抗日寇的疯狂进攻ꎬ使日本深陷中国战场ꎬ
难以自拔ꎮ １９４０ 年百团大战后ꎬ日寇加强对敌

后根据地的扫荡ꎬ八路军、新四军承受更大的压

力ꎮ 通过自力更生ꎬ自己动手ꎬ丰衣足食ꎬ中国共

产党坚持抗战ꎬ不惧日寇强大的战斗力ꎬ不畏险

恶的生存环境ꎬ不怕流血牺牲ꎬ不断巩固敌后抗

日根据地ꎬ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ꎬ得到广大人民

群众的拥护与爱戴ꎬ得到国际友人的理解与支

持ꎬ也引起美国等国的尊重与同情ꎬ为赢得国际

援助创造了有利条件ꎮ
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主要是装备国民党

军队ꎬ提供大量的武器弹药ꎬ训练新式军队ꎮ 毛

泽东一直想争取到美国政府的军事援助ꎬ只迎来

美国的军事观察团ꎬ却未得到武器弹药ꎮ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１０ 日ꎬ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

模范工作者大会上发表讲话ꎬ强调必须学会做经

济工作ꎮ 他指出ꎬ“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ꎮ 我

们希望有外援ꎬ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ꎬ我们依靠

自己的努力ꎬ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ꎮ〔２６〕

正是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ꎬ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巩固发展了敌后杭日根据

地ꎮ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ꎬ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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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写的社论———«全军生产自给ꎬ今年应是

普遍推行的一年———兼论整风与生产的历史重

要性»一文中指出ꎬ“在遭受极端物质困难的目

前状况之下ꎬ在分散作战的目前状况之下ꎬ切不

可将一切物质供给责任都由上面领导机关负起

来”ꎮ “只要上面善于提出任务ꎬ放手让下面自

力更生ꎬ问题就解决了ꎬ而且能够更加完善地解

决它ꎮ”“但是我们没有外援ꎮ 就是假定将来有

了外援ꎬ 生活资料也只能由我们自 己 来 解

决ꎮ” 〔２７〕

抗日战争胜利之时ꎬ美国政府开始扶蒋反

共ꎮ 为此ꎬ８ 月 １３ 日ꎬ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

作的演说———«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

方针»中ꎬ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
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ꎬ叫做自力更生ꎮ 我们并

不孤立ꎬ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

都是我们的朋友ꎮ 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ꎬ我们

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ꎬ打败一切中外反动

派”ꎮ〔２８〕中国共产党自力更生为主ꎬ领导敌后根

据地的军民抗击日寇ꎬ最终迎来胜利ꎮ

四、结　 论

国内抗日统一战线与国际抗日统一战线ꎬ自
力更生与争取外援ꎬ相辅相成ꎬ相得益彰ꎬ不可偏

废ꎬ不可对立ꎮ 放弃自力更生ꎬ一味依赖外援ꎬ中
华民族将丧失立国之基、立足之本ꎬ将自己的命

运拱手交给西方列强ꎬ非但得不到国际援助ꎬ反
而会任人摆布、任人宰割ꎮ 完全自力更生、拒绝

外援ꎬ关起门来ꎬ自我封闭、自说自唱ꎬ对于中国

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ꎬ面对强大的敌人ꎬ理
论上说不通ꎬ事实上亦不能这样做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抗日

根据地的军民ꎬ站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最前

沿ꎬ浴血奋战ꎬ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ꎬ致力于政权

建设、游击战争、大生产、扫除文盲、治病救人ꎬ坚
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ꎬ最坚决、最彻底ꎬ作出了

巨大努力ꎬ付出了巨大牺牲ꎮ
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方

针ꎬ不寄托、不依赖国际援助ꎬ决不等、靠、要ꎮ 同

时ꎬ努力争取国际援助ꎬ特别是美国政府的直接

军事援助ꎮ 他一再与美国记者、国际友人长谈ꎬ
推心置腹ꎬ晓以利害ꎬ将自己的想法传播到西方

世界ꎬ尽量争取美国友好人士甚至美国政府的同

情与支持ꎬ为国际援助的到来争取宝贵时间ꎬ创
造有利条件ꎮ 与国民党政权相比ꎬ中国共产党获

得的美国军事援助最少ꎬ但不能忽视毛泽东一直

致力于争取获得美国政府军事援助的努力ꎮ
通过独立自主、争取外援ꎬ中国人民迎来世

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ꎬ与美国、苏联、
英国、法国等国并肩作战ꎬ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

胜利ꎬ实现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由衰败走向复兴

的历史转折ꎮ
毛泽东自力更生、争取外援的思想有发展脉

络可循ꎬ有文字史料可据ꎬ有抗日活动可探ꎬ有经

典理论可依ꎬ就是要战胜日本法西斯ꎬ收复中国

所有失地ꎬ实现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ꎮ
通过解放战争ꎬ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ꎬ打败

了国民党反动派ꎬ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ꎮ 朝鲜

战争爆发ꎬ新中国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

长期封锁ꎮ 之后ꎬ苏联又中断对新中国的经济援

助ꎮ 为此ꎬ中国人民只能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ꎬ发展经济ꎬ初步建立现代工业体系ꎮ 在国内

政策宣传上ꎬ毛泽东更强调自力更生的一面ꎬ少
谈或避谈国际援助的一面ꎮ

在抗日战争中的不断探索证实ꎬ自力更生是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ꎬ争取外援也是毛泽东思想的

重要组成部分ꎮ 只强调毛泽东自力更生的一面ꎬ
而忽视毛泽东争取外援的一面ꎬ显然不能准确理

解毛泽东自力更生思想的全部ꎬ也是对毛泽东独

立自主思想的误读ꎮ

注释:
〔１〕关于毛泽东在抗战中自力更生、争取外援的相关论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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