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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格局的形成

韩永利　张　愿

[摘　要] 中国抗日战争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 ,也推动和促进了中国战场与苏

联战场 、太平洋战场相互支持格局的形成 ,从而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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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战争格局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 、磨合与演进的过程 ,而这一格局

的形成对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加速和推进的作用。中国抗日战争则是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格局的形成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

一 、中国抗战奠定了反法西斯战争格局的第一块基石

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局部战争阶段 ,德 、意 、日法西斯从 1936年开始逐步地推进法西斯世界联盟 ,形

成战场呼应与试图达到最终的连接。因此 ,以正义战争来对抗非正义战争 ,建立起反法西斯的稳固战

场 ,并由此构筑起抗击法西斯的战争格局 ,对受到法西斯威胁的国家来说 ,就成为当务之急。由于欧洲

与非洲的反法西斯抵抗先后失败 ,德国与意大利得以横行一时 ,迅速推进了全面战争进程 。德国欧洲西

线闪击一举击败英法联军 ,形成了苏德战争之前欧洲反法西斯战场长达一年左右的缺失 ,世界格局严重

失衡 。而在亚洲 ,中国的抗战则是率先成功地建立了持久的抗击日本法西斯的稳固战场 ,并极大地促进

了东亚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格局的最终建立。

中国战场的建立经历了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 ,从全面抗战到持久稳定抗日战场形成的过程 。在

局部抗战阶段 ,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阶层 、各党派的爱国人士 ,共同推动了中国抗日政治格局的形成 ,为

中国全民族一致抗日做了先期准备 。中国全面抗战开启后 ,中国人民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在较短的时期内就打破了日本迅速灭亡中国的美梦 ,形成与日军长期相持格

局。根据中国国力贫弱的状况 ,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了游击战略 ,组成有效制约日军的敌后

战场 ,成为中国抗日战场支撑点之一 。1937年 8 月 22日至 25日 ,中共中央在陕西洛川召开政治局扩

大会议 ,决定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1938年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以阿比

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作者注)、西班牙内战的教训为例 ,指出 , “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

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 ,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 ,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中国农

民有很大的潜伏力 ,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 ,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 ,使之疲于奔命 。” [ 1](第 35

页)毛泽东于 9月 12日 、14日 、17日 、21日 、23日 、25日 ,连续给有关人员发出电文 ,强调在山西 、华北

进行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和方法 ,与国民党军作战略配合。

1937年 9月 ,八路军首战平型关 ,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同年 11月 ,八路军深入华北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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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建立抗日根据地 ,开辟了敌后战场。1938年 5 、6月 ,新四军挺进大江

南北 ,在华中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到 1938年 10月武汉沦陷前后 ,八路军 、新四军在华北和华中先后开

辟了晋察冀 、晋冀鲁豫 、晋绥 、山东 、苏南和江北六个抗日根据地 ,从 1939年到 1941年底 ,日军对中共领

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军事进攻 。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 ,创造了诸如地雷战 、地道战等

多种作战样式 ,与八路军 、新四军主力部队游击战争相互配合 ,水乳交融 ,形成打击日军的汪洋大海。

1940年夏 ,随着英法联军在欧洲大陆战败 ,法国投降 ,国际上法西斯祸水横流 ,形势极为严峻 。国内对

日投降派和坚决反共派也蠢蠢欲动 。在这种形势下 ,中共于是年 8月领导和发动了“百团大战” ,给侵华

日军以重创 ,极大地鼓舞了中国抗日军民的士气。同时 ,也粉碎了日军企图截断中国西北国际交通 ,迫

使中国投降的战略企图 ,极大地支援了正面战场
[ 2]
(第 169-170 页) 。中国敌后战场的坚持与发展是中国

战场稳定的关键一环 。

从“卢沟桥事变”到 1940年 ,国民党政府采取“全面抗战 ,采取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 。在日军重兵

的进攻下 ,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节节防守 ,先后进行了南口争夺战 、淞沪会战 、南京保卫战 、忻口会战 、太

原保卫战 、徐州会战 、豫东会战 、武汉会战 、南昌会战 、随枣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 、南宁会战 、1939年冬

季攻势 、枣宜会战 、上高会战 、第二次长沙会战及中条山会战 ,与敌后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一道 ,迟滞了

装备训练均优越的日本侵略军 ,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 。国民党政府还较早地开始了建立中

国抗日战争大后方的计划 。全面抗战开始后 ,国民党政府就从事大后方建设的各项经济 、政治 、军事方

面的准备和经营 ,为持久作战打下基础 。同时 ,国民党政府也积极进行外援通路的建设 ,到 1938年底 ,

中国除了苏联援华路之外 ,还建成了滇缅路。这对中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防御体系的维持

以及持久抗战无疑是有利的。

中国战场得以坚持 ,在于中国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相互支撑 ,在中日全面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期间 ,

国共两党根据各自的情况大致奠定了两大战场战略呼应 、进行持久抗战的战场格局 。从 1937年 11月

太原会战到 1938年 10月武汉会战期间 ,中国两大战场相互支撑的稳定的持久格局就大致形成 。共产

党领导的敌后战场 ,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与大后方防线 。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作战 ,也支持

了共产党敌后战场作战 ,形成了使日本不能倾全力进攻和摧毁中国方面的任何一个战场的格局 ,这是中

国战场在艰难情况下得以坚持的基础。

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 ,中国共产党面临异常复杂的局面。日本作战的主要压力转到敌后

战场 ,对国民党则由军事打击转变为政治诱降 。国民党政府也加剧了反共磨擦活动 。中国共产党从中

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 ,以“抗日高于一切”为准绳 ,对于国民党的行动 ,坚持凡有利于抗战的就肯定 、支

持 ,凡不利抗战的就反对 、斗争 ,在斗争中求共同团结抗战。“皖南事变”发生后 ,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对

国民党“又团结 ,又斗争”的原则路线。应强调的是 ,即使是在国民党军事进攻的情况下 ,中国共产党也

以民族大业为重 ,以不损害抗日大局为准则 ,一旦国民党反共潮水退却 ,与日本作战 ,中国共产党马上给

以支持 。1941年 5月 ,蒋介石对河南战役非常恐慌 ,担心华北事态会危及到西北和国际援华通路 ,要求

共产党援助与配合。毛泽东在 5月 15日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 ,与正面友军配合作战 ,

决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恨” 。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外反法西斯力量的努力之下 ,中国抗日力量内部的

摩擦得到了有效抑制 ,抗日大局得到维持。

在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基础之上 ,中国政府以抗战为主导的外交也正式建立起来 ,其表现为两个方

面:第一 ,首先向苏联 、美英等国寻求并获得支持与援助 ,其长远的积极意义在于加强了中国与未来反法

西斯盟国之间的联系。第二 ,1939年到1940年中期 ,中国坚决反对英国的对日绥靖政策;太平洋战争爆

发前 ,国民党政府较为坚决地顶住了英美有可能在中国问题上的对日妥协 。这两点对于中国战场的坚

持是有积极作用的。

总之 ,中国成功地在一个贫弱的东方大国建立起了一个具有世界战略意义的反法西斯战场 ,在法西

斯发动的局部战争阶段与 1940年春夏世界局势最严峻的时期 ,中国抗日大旗始终未倒。中国人民以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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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奋斗精神 、民族智慧建立与巩固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 ,并最终迎来了反法西斯战争各大战场

格局形成的大好局面 。

二 、中国抗战与中苏两大战场相互支撑格局的形成

中国全面抗战有效地支持了苏联的国防 ,赢得了苏联的宝贵支持。中国抗日战场有效地抑制了日

本北进 ,使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 ,形成了中国战场与苏联战场彼此依存的格局。

日本侵略中国 ,是其首先夺得远东霸权的第一步 ,对于苏联的远东国防安全也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而此时 ,苏联在欧洲还要面对一个不断扩军备战的 、极端反苏反共的法西斯德国 。这样 ,中国对日本侵

略的抗击成效直接成为苏联避免日本战略进攻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1931年中共中央在为“九·一八事

变”所发宣言中明确指出:日本进兵中国 ,“其明显目的显然是掠夺中国 ,压迫中国工农革命 ,使中国完全

变成它的殖民地 ,同时更积极更直接地实行进攻苏联……” 。中国东北人民则站在抗日的前线 ,进行了

英勇的抵抗斗争 ,国民党部分军政人员也违命抵抗日寇 。1936年间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东北

抗日联军组成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高潮。这对于制约日本独占中国和北进苏联的企图 ,无疑是至关

重要的。1932年日本订立了“1933年对苏作战计划” ,但是 ,由于中国东北的局部抗战 ,日军明显感到实

力不足。更重要的是 ,随着中国局部抗战的进行 ,中国逐渐形成了全民要求抗战的热潮 ,并推动了国民

政府的政策转换 。中苏两国政府开始并加强了谈判接触 ,并试探中苏两军合作的可能性 。1935 年 10

月 18日 ,蒋介石会见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 ,提出希望同苏联签订“真正能促成中苏间的真诚关

系和能够保障远东和平”[ 3](第 75 页)的协定 ,并表示 ,南京政府不论在怎样的情况下 ,都不会同意日本

政府要求中国政府签订旨在反对苏联的中日军事同盟 。

鉴于自身国家安全受到日本的威胁 ,苏联首先采取了道义上支持中国的政策 。1931年 9月 21日 ,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声明 ,表示:“苏联在道义上 、精神上 、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 ,并愿作一切

必要的帮助” ,其后又声明 ,“苏联人民急盼中国火速用自己巨大的力量 ,来制裁日本在满蒙的阴谋”[ 4]

(第 111 页),并指出“满洲可以成为在远东对苏联采取行动的跳板” 。1935年 5月 ,苏联还向中国政府建

议 ,订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苏联愿提供 5 000万美元信用贷款供中国购买苏联军火[ 5]
(第 51 页)。

“七·七事变”爆发后 ,中国全民族的全面抗战开始 ,形成了苏联对付东西两面敌人的第一个良好外

部环境 ,苏联给予了积极热情的支持。苏联《真理报》连续发表多篇文章谴责日本侵略中国华北 ,赞扬中

国抵抗 ,认为“日本军队在一夜之间能够占领几十个城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 6]
(第 319 页)。1937

年 8月 ,苏联政府直接向中国政府表示贷款的意愿 ,并以军事技术装备中国军队 ,培训中国军事人员。8

月间 ,苏联正式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军事援助问题[ 7](第 431-436 页)。为了支持中国抗战 ,

苏联帮助修建了从苏联境内的萨雷奥泽克到中国新疆的乌鲁木齐 、再到甘肃兰州全长 2 925公里的公

路 ,援助中国军事物资。1937年 10月 17日 ,苏联第一批军用物资紧急运往中国 。随后 , 4艘大轮向中

国运送各式机枪 、大炮 、弹药以及航空和装甲设备约 6万件 。第一批由苏联志愿飞行人员驾驶的战斗机

和轰炸机开始起程飞往中国 ,此后苏联空军直接参加了中国抗日战争。苏联还在国联会议上声援中国

呼吁经济制裁日本的立场;大幅度削减与日本的贸易 ,禁止向日本出口军事战略资源 ,并以货易货的方

式贷款给中国。1938年两次对华贷款 1 亿美元 , 1939 年 4 月 ,斯大林会见孙科 ,欣然同意向中国提供

1.5亿美元 ,并嘱苏对外贸易委员会委员米高扬同孙科签订合同。此后 ,继续向中国提供信用贷款 ,以

购买各种军用物资
[ 8]
(第 36页)。1941年苏日条约签订后 ,苏联也没有放弃对华援助 。而中国则一如既

往 ,立足于自身的艰苦努力坚持抵抗 ,缓解了苏联的安全压力。

苏联援华支持了中国的抗战 ,中国战场则牵制了日本北进苏联。1938年 2月 ,周恩来在《目前抗战

形势与八路军作战》文章中谈到:日本全面侵华使其“军事上的效能已发挥到最高度 。据国际最精确的

估计 ,日本能触动前线的兵力不过二百万人 ,现在出动到中国来已有四十五万人 ,伤亡已过十万人 ,连补

充兵额 ,总计出动已将近七十万人 。而它可能出动到中国来的兵额 ,决不能超过其总数的三分之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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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9-100 页)。日本近卫内阁的智囊机构“昭和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所”承认:由于“我国正倾全力设法

迅速解决中国事变”这样的事实 , “不应该对苏关系上分配超过必要的程度的力量……我国至少要排除

采取攻击的态度” [ 10](第 266-267 页)。总之 ,中苏相互支持的格局逐渐形成 ,苏联东部安全比之欧洲方面

其基础更加坚实 。这是中国与苏联共同努力的结果。

1941年 6月 22日 ,德国突然发动侵略苏联的战争 ,由于中国战场的牵制和打击 ,日本始终不能将

北进苏联纳入战略选择 ,苏联得以顶住德国的野蛮进攻 ,避免两线作战 ,中苏业已存在的共同对峙日本

的战略格局得到有效维护 。对于日本是否应该配合德国的问题 ,部署在对苏前沿的关东军头目首先提

出不同看法:“对苏行使武力需要相应的准备时间 ,实际难于过早和过急地加以实施” 。7 月 2日 ,日本

也仍然在等待观望 ,御前会议制定《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 ,规定日本的方针是:“帝国为建立大

东亚共荣圈 ,必须继续努力解决当前的中国事变”[ 11](第 155-156 , 318-319 页)。由此可见 ,中国抗日战争的

存在制约了日本对苏方面的用兵。苏联在抗击德国最困难的时候避免了德日配合夹击的险境 ,而法西

斯轴心国丧失了战略配合的良机 ,这是中国战场杰出贡献之所致 。

三 、中国抗战与亚太战场相互支撑格局的形成

中国抗日战争推动了英美远东政策向对日抗衡方向发展 ,制约了日本在最为有效的时机内南进太平

洋地区 ,为美英备战赢得了时间 ,也为亚太反法西斯战场格局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中国战场在太平洋战争

爆发初期为盟国防御构架的稳定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是反法西斯战争战场格局最终形成的关键一环。

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 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前夕 ,英美东亚政策经历了绥靖 、绥靖与抗衡

交织和抗衡政策的轨迹。而中国抗战则首先打破了绥靖政策在欧洲与非洲造成无法挽救后果的怪圈。

中国抗日战争全面开展后 ,中国政府极为重要的积极抗战外交就是对西方国家与日本达成妥协的可能

危险进行抗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英美可能的对日绥靖保持高度警惕 ,在坚持中国独立自主持

久抗战的基础上 ,不但挫败了英美政策中的妥协意向 ,并促使英美逐渐加重东亚政策中援华制日因素 ,

推动了美英抗衡政策的确立。发生于 1939年英日间的谈判与 1941年美日间的谈判 ,都有严重的对日

绥靖危险存在 ,而英美最后放弃本末倒置的努力 ,是与中国的坚决反对密不可分的。

中国战场是美英确立对日抗衡中的重要因素。1940年 6 月法国败降与 9月德 、意 、日三国军事同

盟建立后 ,日本积极进行南进准备 ,英美远东核心利益区域受到冲击和其自身安全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

胁。美英由此将中国战场与其准备应对日本南进准备联系起来 。作为业已存在的中国战场 ,则是当时

应对日本南进最为现实的基础 。罗斯福在“炉边谈话”中明确指出 , “三个强国———两个在欧洲和一个在

亚洲的 ———在柏林签订协定 ,联合起来发出威胁说 ,如果美利坚合众国干预或阻扰他们三国的扩张计

划———旨在统治世界的计划———他们就要联合起来对合众国采取最后的行动。 ……在亚洲 ,中华民族

进行的另一场伟大的防御战争则在拖住日本人 。”[ 12](第 261-288 页)1940年 9 月 23日 ,随着日军进入印

度支那北部 ,美国在 25日宣布给中国的“钨砂贷款” ,表明美国极其明了制衡日本南进的最现实 、最关键

性的因素之一就是支持中国抗战。11月 30日 ,美国宣布给予中国 1亿美元贷款的决定。12月 ,英国宣

布 500万英镑的信用贷款 ,500万英镑的平准基金贷款
[ 13]
(第 690 页)。在中国政府强烈反对英国关闭滇

缅路的情况下 , 1940年 10月 4日 ,英国决定重开滇缅援华路。

中国政府为推动中美英军事合作做了不懈努力。1940年 10月 14日 ,蒋介石在与英国大使的谈话

中表示 ,如果日本攻击新加坡进而引发英日 、美日战争 ,中国将对日对德宣战 ,支持英美。11月 9日 ,中

方就建立中美英联盟 、英美物资援华抗日 、英美派军事经济交通代表团赴华协商合作等事宜提出完整的

建议 ,并表示一旦英美与日本开战 ,中国提供全部陆军进行支持 ,提供全国机场供联军使用。由于中方

的推动 ,1941年 3月 31日 ,罗斯福决定在保密情况下着手以“租借法案”为形式的援华计划。4 月 29

日 ,罗斯福在与中国外交部长郭泰祺谈话中将中国抗日战争与英国抗德战争相并列 ,认为这是当时世界

抗击法西斯的两大战略支点[ 14]
(第 707 页)。7至 8月间 ,鉴于日本侵入印度支那南部 ,中英双方就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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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行动问题达成了一些初步协议 ,包括组织游击部队 ,协防香港缅甸等 。8月 ,美国政府支持在中国

建立了以美国志愿人员组成的志愿航空队 ,以支持中国抗日战争 。10月 ,美国派遣以马格鲁德为团长

的军事代表团到达中国 ,其使命是协助中国政府按照租借法的要求 ,取得相应的军事援助 。中美英关系

由此推进到了太平洋战争前的准同盟状态。

中国战场在英美专注于大西洋对付德国的时刻抑制了日本南进的步伐 ,为美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

前的战争准备赢得了时间 。日本的南进最佳时间应该说是在 1940年底和 1941年春。对于日本来说 ,

此时英国和美国的注意力主要在大西洋和英伦三岛方面 ,而对于轴心国完成相互战略配合来说 ,也是一

绝佳时机。1941年 3月 5日 ,正是美英形成“先德后日”战略之时 ,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在第 24号命令中

关于“与日本合作”部分中就载明:“三国同盟条约订立的首要合作目的 ,就是促使日本尽快在远东方面

积极作战。这将牵制大批的英国军队和将美国的关注点转向太平洋。” [ 15]
(第 30 页)1941 年 2月 15日

丘吉尔在致罗斯福信中认为:如果此时日本南进发动对英美的战争 ,在英美主要注意力放在德国方面的

情况下 ,其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因此 ,他告诫罗斯福 ,中国战场具有全局性意义 ,如果崩溃将是“世界

悲剧” 。但是 ,如历史所表明的 ,正是由于中国战场的牵制 ,日本没有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 ,不可能

迅即地南进 ,而必须花近一年的时间来完成战略准备 。日本 1940年 9月进驻印度支那北部 ,就是具有

既想南进 、又想迫使中国屈服的双重目的 , 同时也证明其无法放手南进。日本其后发动太平洋战争 ,也

是在仍然承受中国抗日战场的沉重打击和战略牵制的状况下进行的 ,是一场冒险的赌博 。对美国而言 ,

则是有了宝贵的近一年在太平洋战场的准备时间 。可以说 ,中国战场对日本的牵制 ,与英国保卫战 、苏

联反德战争一样 ,为美国准备战争 ,将经济纳入战争准备轨道赢得了宝贵时间 。1941年 12月 9日 ,罗

斯福说:“由于我们的大量作战物资运送给仍然能够抵抗轴心国家侵略的世界各国 ,我们赢得了许多个

月的宝贵时间。我们的政策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现实上的:保卫任何抵抗希特勒或日本的国家 。以

长远看来 ,就是保卫我们本国 。这个政策已经证明是正确的 。它为我们赢得了时间 ,宝贵的时间 ,用来

建设起我们美国的生产装配线 。” [ 12](第 328 页)

客观地讲 ,美英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重大失利 ,对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是全局性的。美英能否稳住

阵脚 ,最后焦点集中在日本还有没有余力乘胜攻击印度和澳大利亚 。这一问题对于反法西斯盟国和法

西斯轴心国完成自身战略连接或是被分割都是至关重要的 。而中国战场此间对挽救这一战略危机作出

了杰出的贡献 ,其世界性战略地位进一步得到体现:第一 ,中国战场限制了日本趁辉煌胜利之际持续扩

大战略进攻。日本在摧毁了美英远东防线的三大据点新加坡 、马尼拉和香港之后 ,就无余力再进击澳大

利亚 。日本方面估计:进攻澳洲需要联合舰队的主力 、陆军 12个师团为基干的兵力 。但“要拨出这么巨

大的兵力 ,需要大幅度削减满洲(指中国东北 ———作者注)方面的对苏战备和中国方面的战场 ,这就将使

整个战略态势陷于极大的不利 , ……从而将给培养物资上的国力带来重大损失 。”
[ 16]
(第 521页)在中太平

洋 ,日本就连占据夏威夷 、向美国西海岸进击的具体计划也没有 ,这都是因为日本陆军主力陷于中国。

第二 ,牵制了日本继续向印度进击 。日本占领缅甸的目的之一 ,就是使印度“脱离英国” ,待机西进 。而

这一战略目的的最大难题仍然是中国战场的牵制 。日本海军曾一度突入印度洋 ,中东方面英国对德意

作战不利 ,可以说 ,这是法西斯轴心国配合的良机 。但是 ,从战略整体上讲 ,日本并没有做好攻击印度的

准备 。没有陆军的配合 ,日本不会在这一盟国枢纽之地进行关键性的作战 。1942年 5 月 ,罗斯福曾写

信给麦克阿瑟 ,询问日本是否将对印度和锡兰开战 ,是否会全面进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麦克阿瑟做了

否定回答 ,其中主要的理由就是 , “菲律宾陷落和缅甸陷落之后 ,日本只能腾出两个师”用于作战
[ 17]

(第

37 页)。因此 ,是中国战场制约了日本随心所欲地攻击盟国战略枢纽地 ,从而挽救了太平洋战争初期盟

国出现的战略危机。第三 ,美国担心的苏联会受到德日两面夹击的局面也未发生 ,日本也没有将进攻苏

联列入战略计划 。日本在 1942年 5月 12日拒绝了德国提出的参加对苏作战的要求 ,其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日本必须将主要军力用于中国 。

总之 ,中国促进并与苏美英盟国合作 ,在地缘上构筑了欧亚大陆战场连接太平洋战场的战略态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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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会同大西洋与北非战场 ,将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从战略上彻底隔绝开来 ,为反法西斯盟国各战场的连

接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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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nti-Japanese Aggressive War &
Formation of Anti-Fascist Pattern

Han Yongli ,Zhang Yuan
(Schoo l o f History , Wuhan Univer sity , Wuhan 430072 , Hubei , China)

Abstract:China set up a fi rst ant i-fascist theater in the East Asia and w o rld through the w ar to

resist Japanese agg ression , and improved the formation of theater pattern of ant i-fascism by mutual

suppor ting and sustaining among China Theater and Soviet Union Theater , also and Pacific Theater ,

thereby , accelerated the victory course of W orld Anti-Fascist W ar.

Key words:Chinese anti-Japanese agg ressive w ar;China theater;Soviet Union theater;Pacific

theater;pa 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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