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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先德后日”战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英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军事战略原

则 ,实施这一战略就要求在远东地区“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 在极其艰苦的抗战条件下 ,中国

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终于完成了“先德后日”战略对中国牵制日本陆军主力的要求 ,为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中国对日本战略牵制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中共领导人

毛泽东的正确指导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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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德后日”战略的正确性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所证明 ,中国战场在“先德后日”战略中的

战略牵制地位也是不容置疑的。然而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西方的学者和政治家尽管肯定了“先德后

日”战略的重要性 ,却不承认或忽视了中国战场在这一总体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至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

对实施这一战略的贡献更未见提及。 本文将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来探讨

毛泽东对“先德后日”大战略、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

一

1940年 ,法西斯德国在欧洲的胜利和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的建立使美国必须面对“东西两方的敌

人”。根据对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战争能力和野心的分析 ,美国确定德国为首要之敌 ,从而确立了“先德后

日”的军事战略原则 ,即先集中力量打败德国 ,然后再解决日本问题。但是 ,要实施“先德”战略 ,远东太平

洋防线的稳定是前提条件。因此“先德后日”大战略就要求“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 ,让中国牵制住日本陆

军主力 ,使日本无力打破美英在远东太平洋的防线。

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前 ,美国一直尽量避免与日本战争 ,以求能集中力量先打败德国。直到 1941

年 11月 3日 ,美国陆军计划署仍重申“在远东的原则目标是将日本置于战争之外”。在这一时期 ,美国对

中国的抗战没有确切的战略认识 ,但也知道“中国国民党陆军和空军的进攻作战可给予日本进攻马来防

线以重要影响” [1 ] ( P. 15) ,因此要给予中国援助。 1941年 11月 1日 ,罗斯福致信邱吉尔 ,表示要增强援

华 ,以促使日本在南进问题上取犹豫态度 [2 ]
( P. 267)。而美国支持中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有助于制止日

本在南面攻击法国、荷兰、英国的领地。这说明美国要利用中国拖住日本的后腿 ,陷日本于中国战场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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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服务。可见 ,“先德后日”战略制定之时就要求中国必须对日本实行战略牵制。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 ,美英在太平洋的防线几乎全线崩溃 ,战争的主动权暂时掌握在日本手中。 根

据现实形势 ,美国必须首先堵住日本进攻的势头 ,稳定实现大战略所必须的东方战线。 战争现实使美国

明确认识到中国战场的战略地位。 1941年底 ,美英阿卡迪亚会议备忘录明确将“支持中国的战争努力”

列入了太平洋和远东战争中必须维持的基本点。其后 ,在“关于远东地区的方案”的第 6条中 ,又强调性

地载明 ,“增加对中国的支持” [ 1]
( P. 139)。这就表明了中国在美英太平洋防线中生命攸关的地位。同时 ,美

国决策者们认为: 在大战略之下 ,“美国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源 ,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即可 ,而无需投入美

国地面部队。因此 ,从一开始 ,美国就对中国的战略地位定了位: 独自进行战略牵制。可见 ,在调整阶段 ,

“先德后日”战略要求中国积极作战 ,以牵制更多日军于中国。

太平洋防御战线大致稳定之后 ,美英正式开始实施“先德后日”战略的重要一步 ,进攻北非和控制中

东、地中海区域 ,完成对德国的“包围链”。 在这一阶段 ,美国都按照“先德”的原则向西线投入 ,在战略投

入排序中 ,中国排在印度之后。 但是 ,太平洋防线的稳定是大战略的基本保证 ,而此时“日本最有可能的

行动方针就是 ,将主要努力放在确保和利用所占领土之上 ,将中国清除出战争”。中国是日本战略行动和

稳定占领区的最大障碍 ,美国仍必须给中国提供“尽可能的、最大限量的物资援助和空中支持 ,以保障中

国继续参与战争”。因此 ,在这一阶段 ,美国利用中国牵制日本这一战略目标未变。

北非地中海战役胜利之后 ,“先德后日”战略的实施开始进入最后阶段 ,即欧洲对德国全面反攻和远

东太平洋方面对日本全面反攻。 关于太平洋反攻 ,罗斯福认为: “在日本西面 ,必须积极保持中国于战争

之中。” 1949年初 ,美国陆军部又将中国战场在反攻战略中的地位定位于: “抑制日本师团于中国 ,为盟

国飞机提供军事基地。”从美英 1943年 8月的“四分仪”军事会议到 1944年 9月的八方会议 ,“保持中国

于战争之中”是美国对德对日反攻战略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 ,在这一阶段 ,反法西斯盟国的军力和战略

物资仍主要投放于欧洲。到 1945年 1月 ,打败德国大局已定 ,彻底打败日本的问题才提上日程。在美国

“打败日本的计划”中 ,对日进攻的主要路线战略投入定在太平洋。 因此 ,大战略要求的战略牵制任务由

中国独立完成。

综上所述 ,从美国意识到中国战略地位开始 ,“先德后日”战略对中国的要求都是“保持中国于战争

之中” ,也就是说 ,中国必须保证对日本陆军主力的战略牵制。 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 ,依靠自

己的力量完成了大战略的要求。 太平洋战争初期 ,日本陆军 51个师团中 ,有 35个陷在中国战场。日本

只能动用 11个师团到太平洋配合海军作战。到战争结束时 ,在中国境内的日本陆海军仍有 186万余人

(包括关东军 75万余人 ) ,占海外日军总数 ( 350万余人 )的近 l /2[3 ] (第 177页 )。由于陆军主力被牢牢牵制

于中国战场 ,在太平洋战争之前 ,日本无法及早南进 ,与德国完成战略配合 ;太平洋战争以后 ,日本又无

力进一步扩大战果 ,更不谈北进苏联配合德国。 正是由于中国战场对日本的战略牵制 ,美国才得以一步

一步实施“先德后日”战略而无后顾之忧。可以说 ,中国战场重要的战略牵制作用贯穿于“先德后日”战略

的始终。 1945年 1月 6日 ,罗斯福曾客观地进行评述说: “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

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
[4 ]

(第 480页 )

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中国国力贫弱 ,战略资源欠缺 ;而且 ,在“先德后日”的前提之下 ,中国无法

获得充足的国际援助。因此 ,要在日本法西斯优势兵力的巨大压力下独自完成大战略所要求的战略牵制

任务 ,对中国来说是相当困难的 ,这需要中国付出巨大的牺牲和代价。然而 ,为了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的大局 ,毛泽东还是认可了“先德后日”战略 ,并指导中国人民配合大战略的实施。

在“先德后日”战略制定之前 ,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客观分析 ,毛泽东对中国抗战和世界战争的总体

形势和发展趋势有正确的认识 ,并以坦然的心态和正确的方针分析、对待、处理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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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战略和政策。 1939年 1月 20日 ,毛泽东在全面阐述“抗战与外援的关系”中指出: “伟大的中国抗战 ,

不但是中国的事 ,东方的事 ,也是世界的事。 ……在伟大的抗战中 ,基本地依靠中国自力胜敌 ,中国的力

量也正在发动 ,不但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且将压倒敌人而驱逐之 ,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同时 ,需要外

援的配合 ,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 ,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 ,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

正确了。在英、美诸民主国家尚存在有孤立观点 ,不知道中国如果战败 ,英、美等国将不能安枕 ,这种错误

观点十分不合时宜 ;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自己 ,才是当前具体的真理。 ……世界各大国间战争火焰已

日益迫近 ,任何国家欲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
[5 ]

(第 448- 449页 )毛泽东很快认识到美国的战略意图 ,

1941年 12月 12日 ,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就谈到: “……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 ,而对德取

攻 ,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 [ 5]
(第 672- 673页 )

毛泽东对美英的“先德后日”战略也有正确的认识。 1943年 7月 1日 ,毛泽东有一段关于“先德后

日”战略的精辟论述: “对于中国战场 ,如果打倒了大头子希特勒 ,那末二头子日本法西斯也一定被打倒。

大后方有一部分人弄不清楚这一点 ,不赞成先打倒希特勒 ,这是不对的。 现在全世界结成了整个的反法

西斯战线 ,任何国家都不是孤立作战 ,所以在决定战略的时候 ,不应只从一个国家的眼前利益来看 ,而要

看先打败哪一个法西斯国家对于整个法西斯阵线最为有利。 这样来看 ,就可以知道。 打倒了希特勒 ,解

决日本便会是很顺利了。”
[6 ]

(第 29页 ) 1943年 10月 5日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问题的

枢纽在欧洲 ;欧洲问题解决 ,就决定了世界法西斯和反法西斯阵营的命运。” [6 ]
(第 914页 )显然 ,毛泽东是

站在反法西斯战争全局的高度来阐述“先德后日”战略原则的正确性 ,显示了他非凡的战略视野。

毛泽东不仅肯定了“先德后日”战略的正确性 ,而且明确认识到中国在大战略中的战略牵制作用。要

发挥中国战场的战略牵制作用 ,保持中国抗日战场的完整是关键。 而要保持中国战场的完整 ,核心内容

就是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进行国共合作。毛泽东说: “我们应该怎样努力才算是很好地配合苏、英、

美各同国盟的作战 ,尽到我们的职责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应该加强作战。 整个中国战

场上 ,六年来的作战 ,实际上是被划分为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 ,这两个战场的作用 ,是互相援助的 ,缺少

一个 ,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 ,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 ,因此 ,必须增强这两个

战场互相援助的作用。” [6 ]
(第 36- 47页 )为了保持中国抗日战场的完整 ,为了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的大局 ,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按照“抗日高于一切”
[7 ]

(第 52页 )的原则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 ,显示了

毛泽东作为战略家的宽阔胸怀。 毛泽东也知道 ,在“先德后日”的大框架下 ,中国战场可能得到的国际援

助将十分缺乏。因此 , 1943年 6月 1日 ,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信中就说: “……英、美仍是集中对德、援华

甚少 ,口惠实不至 ,……抗战还须三年。……我党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 ,屹立不败……。” [6 ] (第 24页 )毛泽

东不依赖外援的独立抗战思想是中共敌后战场的思想理论基础 ,显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人民的牺

牲精神。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毛泽东对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客观且全面的认识 ,故能以

客观的态度正确认识和评价“先德后日”大战略。他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高度 ,认可了“先德后日”战

略以及它对中国战场的战略要求 ,并提出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中国抗日战场实施对日本的战略牵制。

三

为了完成“先德后日”战略所要求的战略牵制任务 ,毛泽东一方面正确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 ,保持中

国抗日战场的完整 ;另一方面集中主要力量抗击日本法西斯 ,确保中共敌后战场屹立不倒。

中国抗日战场由中共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正面战场组成 ,要确保对日本陆军主力的战略牵制 ,中国战

场的完整保持是关键。 但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 ,蒋介石政府反共的政治立场不变 ,中国随时面临内战

的危险。为了抗日战争的大局 ,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 ,以“求同存异”的态度处理与国

民党的关系 ,对国民党的反共意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阻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国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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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裂和内讧。毛泽东明确指出: “我们的方针是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打内战。”
[8 ]

(第 98页 )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 ,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日 ,积极反共。对于国民党的反共磨擦 ,毛泽东提出

要“统一不忘斗争 ,斗争不忘统一 ,二者不可偏废 ,但以统一为主 ,`磨而不裂’ 。” [ 9] (第 196- 237页 )在正面

战场危急之时 ,毛泽东又要求中共军队“决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恨”
[9 ]

(第 643页 ) ,给予国民党可能的

援助与配合。“皖南事变”以后 ,中国共产党仍以民族大义为重 ,坚持对国民党“又团结 ,又斗争”的策略路

线。 1941年 5月 16日 ,毛泽东在他写的《解放日报》发刊词中指出: “我们主张是国共团结 ,是消灭磨擦 ,

是一个战争。 须知只有一个战争 ,一个专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 ,能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和驱逐

日本帝国主义。 ……团结 ,团结 ,团结 ,这是我们的武器 ,也是我们的口号。”
[9 ]

(第 352- 353页 )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 ,盟国的战略构架受到轴心国的全面冲击 ,中国战略牵制地位凸现 ,中国战场

的完整保持显得更为迫切。 1941年 12月 28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出: “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

以防制其反共为辅。”
[10 ]

(第 273页 ) 1942年中期 ,中共中央再一次主动调整了对国民党的政策。7月 7日 ,

中共中央发表《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 ,强调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应继续团结 ,承认蒋介石不仅是抗战

的领导者 ,而且是战后中国建设的领导者 [10 ]
(第 412页 )。这完全是为着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 ,以求堵塞抗

战中任何与日本妥协的漏洞、戳穿日本对国民党政治诱降的阴谋。在实际行动上 ,中共也不计前嫌 ,要求

自己的军队在日军向国民党军队进攻时 ,给予国民党军队可能的援助与配合。虽然中共态度不可能改变

国民党蒋介石反共的根本立场 ,但也确实使国民党政府无法找到对中共采取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口实。

由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就进行消极抗日 ,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不仅

要努力保持中国战场完整的抗战局面 ,而且必须领导敌后战场顽强抗日 ,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从 1938

年武汉失守以后到 1944年中期 ,由于日本对国民党实行以军事进攻为辅、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政策 ,日本

军事进攻的战略压力一直在中共敌后战场方面。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 ,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坚持正

确的游击战略 ,巩固和扩大敌后根据地这一中心环节 ,领导抗日军民与日寇展开艰苦作战 ,紧紧束缚住

日本法西斯的手脚。在 1944年中期正面战场严重失利的情况下 ,敌后战场在日军后方大举进攻 ,收复了

大批国土 ,使日本陆军主力仍被牵制于中国 ,并“被迫着同时挑起两个战场在肩上” [6 ]
(第 172- 175页 ) ,在

战略上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经过长期的艰苦抗战 ,保证了中国战场在恶劣的条件下依然能坚持不倒。

毛泽东对坚持敌后战场是十分清楚的 ,因此他一方面领导敌后战场进行持久抗战 ,另一方面还要从

战略的需要来对待苏联的要求 ,以保证敌后战场的坚持。 苏德战争爆发后 ,苏联要求中共倾全力出兵援

助苏联 ,而毛泽东则根据战略的需要抵制了苏联的要求 ,坚持以战略配合而不是拼老本的办法。在 1941

年 7月 15日给周恩来的信中 ,毛泽东说: “假如日本进攻苏联时 ,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 ,假

如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 ,有使我们被打塌 ,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 ,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

因此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 ,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 ,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 ,而不采取孤注

一掷的方针。” [5 ]
(第 651页 ) 1942年上半年 ,苏联全力准备与德国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展开决战 ,斯大林要

求中共军队给苏联以直接援助。 但是 ,毛泽东仍拒绝了苏联的要求 ,他解释说: “如果我们离开根据地不

顾一切牺牲动作 ,我军就有可能被打败 ,无法长期坚持 ,这于我于苏都将不利。”
[8 ]

(第 164页 )实践证明 ,

毛泽东的主张具有战略眼光 ,符合苏联的长远利益 ,更重要的是 ,符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利益。

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导下 ,中国抗日战场得以完整保持下来。日本一直无法解决中国问题 ,陆军主力

始终被牵制于中国战场。因此 ,经过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辉煌之后 ,日本无法抽调更多的兵力扩大“战果” ,

而且还把相当数量的地面、航空兵力调回中国东北、中国关内和国内维持局面。这使它在西南、东南太平

洋兵力不敷使用 ,调配乏力 ,防备薄弱和出现漏洞 [10 ]
(第 788页 ) ,不仅有利于美英远东太平洋防线的稳

固 ,而且大大便利了美军在中太平洋和南、西南太平洋的攻势 ,有力配合了“先德后日”战略的实施。

综上所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英“先德后日”战略的实施要求“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 ,这对

于国力贫弱又缺少外援的中国来说 ,需要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但是 ,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利

益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以博大的胸怀认可了“先德后日”战略。在极其艰苦的抗战条件下 ,毛泽东以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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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毅力领导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路线 ,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之下正确处理国共关系 ,

并按大战略的需求对待外部大国的要求 ,确保了中国战场的完整保持。中国战场不仅把日本的陆军主力

牵制在中国大陆 ,完成了大战略的要求 ,而且积极配合了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战争。可以说 ,作为一个伟大

的战略家 ,毛泽东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出发 ,领导中国人民正确对待“先德后日”大战略 ,并在实

践中积极主动地领导中国战场配合大战略的实施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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