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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 10月 12- 15日 ,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第五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第二

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和武汉大学联合主办 ,会议主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 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 会议汇聚了全国各

地二战史研究的专家、学者 80余名 ,他们分别来自中国社科院、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四川联合大学、首都师范大学、

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后勤指挥学院、空军指挥学院、海军指挥学院、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等科研机

构、院校 ,可谓人才济济、将星闪耀。 学者们就二战与世界历史进程、二战与国际关系、战争与和平、二战与战后世界等专

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内容综述如下:

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 首都师范大学徐蓝论述了雅尔塔体系与战后国际关系。 认为雅尔塔体系带有强权政治的烙

印 ,其具体运作的最直接最有影响的后果 ,是美、苏对峙下的冷战。她同时指出 ,雅尔塔体系具有相当的历史进步性。雅尔

塔体系所提倡的和平、民主、独立的原则 ,从一定意义上说 ,决定了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 在雅尔塔体系演变而来

的两极格局中 ,也孕育着一个多极化的世界。 正是这种相互依存的国际经济关系 ,形成了抑制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

因素。人类还通过战争 ,特别是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逐渐学会了处理国际争端的一种既古老又全新的方法—— 通过

外交手段实行必要的妥协。 还有学者认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们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观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对民族

主义走向极端所造成的危害性也有了更加理智的认识。有学者提出 ,对于二次大战后总体和平的保持 ,有两种解释:一是

西方的所谓“霸权和平论”和“霸权稳定论” ,即把和平归功于存在一个强权大国或少数大国的家长式控制 ,而二战之前的

和平不能保持是因为缺少这样一个霸权的存在 ;另一种解释是邓小平同志说的“反对霸权主义就是维护和平” ,即战后的

长期总体和平是与霸权主义斗争而得来的。两种解释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和政策取向。所以对战后的和平为何能

长期保持 ,还需加以深入研究。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世界历史进程。武汉大学胡德坤认为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拨正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 ,成

为 20世纪世界历史从战争与动荡时期过渡到和平与发展时期的推动力 ,使世界历史整体发展从以征服与掠夺为特征的

旧时期 ,进入到以平等与依存为特征的新时期。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还推动了战后世界范围内的革命与改革。战后世界

的变革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殖民地半殖民地争取独立与解放的变革、欧亚一系列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资本

主义世界的改革。人类历史上这场空前广泛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 ,为战后世界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开辟了道路。因此 ,第二

次世界大战是世界历史整体发展进程中的伟大转折点。武汉大学徐友珍从 19世纪末、 20世纪初世界历史进程所呈现的

一些不同既往的新现象、 20世纪初世界历史进程与世界战争的逻辑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未能避免及二战后世

界战争何以未再发生等互相关联、互为表里的方面 ,阐释了 20世纪上半叶世界战争一再发生的深层原因。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关系。武汉大学罗志刚认为 ,日苏关系的演变和苏德战争有着紧密的联系。苏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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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爆发之前 ,由于苏联亟须避免两线作战 ,日本亦有确保南进之暂时考虑 ,两国通过谈判缔约使关系得到了改善。苏德战

争形势的发展打破了日本待机北进的计划 ,日苏关系虽受到动摇却未陷入破裂。 苏德战争的根本转折 ,导致日本在日苏

关系中陷入被动的外交地位 ,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创造了前提。 重庆人大常委会苑鲁从中国与国际军事政治形势的发

展、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等方面探讨了“史迪威事件”发生的原因 ,认为该事件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是

美国对华政策逐步走向僵化的起点。 后勤指挥学院徐克洲认为 , 1933- 1941年美国对德战略遏制了德国法西斯的扩张 ,

促进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武汉大学韩永利阐述了从 1941年 12月到 1942年 6月间美国“先德后日”战略的

调整 ,及中国抗日战场对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全方位的战略贡献: 支持美英挽救太平洋危局 ,使苏联避免两线作战 ;抑阻了

德日有可能的战略链接 ,从而极大地支持了美英盟国在短时间内渡过了战略调整期 ,进入首先打败德国的战略实施阶

段。严双伍分析了二战末期美法关系发生的转折 ,美国彻底摒弃了压制、排斥法国的政策 ,走上联法 、扶法的道路。潘迎春

论述了二战期间加拿大与英国的关系 ,战争迫使加拿大政府调整对外政策 ,加英关系由密切转为日渐疏远。

海军指挥学院冯梁从英国、美国之间的文化联系探讨了二战以来两国的特殊关系 ,认为文化、传统和习惯固然是维

系英美“特殊关系”的重要凝聚因素 ,但它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利益基础之上 ,当战略利益产生分歧、矛盾甚至尖锐对立时 ,

血缘和文化的维系作用自然让位于现实的战略利益。 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李小军论述了德国、日本、苏联和美国的战略

文化及发展 ,从战略文化的角度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战略文化具有明显的两重性 ,进步的战略文化可以使一个

国家追求和平 ,落后的战略文化可以使一个民族变的野蛮、侵略和扩张。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问题。学者们一致认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加速了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促进了

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形成了世界的两极格局和雅尔塔体系 ,同时也酝酿了多极的发展 ;催生了美国的霸权主义 ,加速了科

技革命的发展 ,引起了重大的军事变革。 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李南征、史成群、樊增礼认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战争达到

了无限化的顶峰 ,同时也促使制约和控制世界大战的因素迅猛发展 ,战后人类进入一个新的有限的局部战争时代。 庞存

生、吕占广指出二次大战的胜利直接推动了战后世界战争形态的演变。 吴清丽和宋国才则勾勒了战后 50年战争演变轨

迹及走势 ,指出战争已由机械化武器主宰战场逐渐向以信息化、智能化武器为主导的电子战、信息网络战等无形软战场

扩延。后勤指挥学院杨庆华认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勤保障的经验对战后各国军队建设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海军指挥

学院张金基、王锋总结了二战期间美、英、日、德等国在海军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认为我国应确立海军重要战略地位 ,

合理调整海军兵力结构 ,发展海军武器装备 ,提高海军综合作战能力。军事经济学院冯亮、陈代兴探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的军事技术革命问题 ,指出世界各国军事技术革命对于提高军队战斗力、切实保障国家安全具有明显的军事效用。 军

事技术革命的快速发展依赖于国家的经济实力 ,军事技术革命成果的快速转化有赖于整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

军事科学院彭训厚指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 20世纪军事发展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 ,导致了世界近现代军事史上新一轮

军事改革运动的兴起。 第二炮兵指挥学院武天富认为 ,二战后国际核战略格局经历了单极垄断格局、两极对峙格局和多

极发展格局的重大转变 ,现正朝着多极制衡格局的方向发展。 黄东亮、天辅等分析了国际核军控政策、发展趋势 ,以及美

国发展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对国际战略形势和我国安全的影响。

关于美国“ 9· 11”事件对中美关系和美国全球战略的影响 ,代表们认为 ,“ 9· 11”事件后美国的总的对外政策不会有

重大改变 ,中美关系虽然在短时期内会有改善的可能 ,但影响中美关系的长远因素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如台湾问题、

两国社会制度和国家利益的差异问题等 ,所以中美关系的总体状况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对于美国在“ 9· 11”事件后的

政策和行动 ,代表们认为美国可能正在利用反恐怖主义行动来达到它的更加广泛的全球战略目标 ,如趁机介入中亚地区

并建立影响。冷战后美国的一个基本战略就是要保持和扩大其在欧亚大陆的影响 ,从而牵制俄罗斯和中国。美国的这种

意图和“ 9· 11”引发的大国关系互动值得关注。

本次学术讨论会具有鲜明的特点: 一是拓宽了二次大战史研究领域 ,以二战史为基点 ,前后延伸为 20世纪战争与和

平研究。 二是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 ,运用二次大战和 20世纪战争史的经验与教训 ,对当前世界热点问题进行分析和研

讨。三是中青年学者已成长起来 ,占与会代表的绝大多数 ,他们思想活跃 ,观点新颖 ,视野开阔 ,为二战史学会注入了新鲜

血液。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 20世纪人类社会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一页 ,影响着战后

50多年来的国际风云变幻。对二战史的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战后半个多世纪以

来 ,人类社会取得了空前的进步 ,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 但是世界并不安宁 ,局部战争连绵不断 ,少数

新法西斯分子、日本右翼势力公然为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招魂 ,必须引起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警惕和深思。 长期以来 ,

从事二战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们一直孜孜不倦地探究如何吸取二次大战的经验教训 ,避免战争悲剧的重演。中国第二次世

界大战史研究会的会员们在历届理事会的领导下已取得了卓著的成绩 ,出版发表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有广泛学术影响的

研究专著、论文。 本次会议的召开将进一步推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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