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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 日三国同盟条约的

签订对世界局势的影响

罗 志 刚

1 , 40年 9月 27 日
,

德意 日法西斯签订三国同盟条

约
,

正式建立军事政治同盟
,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上的重大事件之一
。

它对整个世界局势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
,

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划 出了一个新的阶段
。

德
、

日两国教恃三国同盟这一侵略阵线最终形

成
,

加紧协调侵略行动
,

积极准备进行新的战争冒

险
,

使世界大战朝着全面战争的方向发展
,

这是三

国同盟条约对世界局势产生的最主要的影响
。

德国法西斯早有征服苏联的侵略意图
。

19 4。年

7 月
,

希特勒的侵略计划就转到了对苏作战方面①
。

但是
,

德国要进攻苏联
,

首先必须保证自己能够避

免两线作战
,

为东进创造条件
。

法国投降后
,

与柏

林的愿望恰好相反
,

英国虽陷入困境
,

却拒绝与德

国媲和
,

而美国又加紧 了军事准备和防御
。

在这种

情况下
,

德国非常需要日本尽可能在远 东 牵 制 英

国
,

阻止美国参加欧洲战争
,

迫使它减少对英国的

支持
,

而且还需要 日本关东军继续在苏联远东边境

集结
,

加强威慑力量
,

以便牵制和削弱苏联在西线

的力童
,
进一步为德国进攻苏联创造有利的战略形

势
。

在三国条约缔结之前
,

希特勒对日本能否配合

德国的战略意图
,

并没有多大的把握
,

这对德国没

有立即作出搜苏的最后决定有一定的影响
。

三国同

盟的建立
,

使德国对得到日本的上述战略配合产生

了信心
,

成为德国决心走上畏苏道路的一个重要的

推动器
。

1 , 4。年 1。月
,

德国法西斯便开始从西线和

其它地区向东方调动军队②
。

11 一12 月
,

德国总参

谋部迅速拟就侵苏方案
。

12 月 b 日
,

希特勒签署了

代号为
“
巴巴罗莎

”

的作战计划
,

从而最后决定把主

共俊略矛头从英国转向苏联
。

” 三圈条的的出笼
,

也促使 日本法西斯迫不及待

地要把称霸远东的愿望变成现实
。

三国条约的墨迹

未干
,

日本近卫首相就在 9 月 28 日向人 民 公 开 宣

扬
.

德意日三国互相帮助
,

发挥
“

军事同盟威力
,

这

也是必然的趋势
”

③
。

日本内阁还讨论了
“

日本 对 外

政策纲领
” ,

决定以一切手段加强德意 日同盟
,

利用

同盟加快建立 日本梦寐以求的
“

大东亚共荣 圈
”

护
。

这就是说
,

日本统治集团从三国全面同盟的形成受

到很大鼓舞
,

要不失时机地利用该同盟加快南进的

侵略步伐
。

日本究竟需要和指望德国做些什么呢 ?

当时
,

整个远东形势是不利于 日本顺利完成南进仅

略计划的
。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

长时间

英勇抗击着日本侵略者
,

牵制和抗击了 日本陆军的

主力
,

阻止了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的暗流
。

这样一

来
,

由于未能解决
“

中国问题
” ,

日本就迟迟不能实

现南进政策
。

另一方面
,

美英两国正在政治
、

经济

和军事方面积极采取措施
,

防止 日本扩大在远东的

侵略
。

三国条约一问世
,

英国政府马上成立远东司

令部
,

于 1 94 0年n 月 13 日在新加坡开始工作
,

统率英

帝国驻扎在香港
、

马来亚 和缅甸的陆海 空 三 军 部

队⑤
。

至于美国
,

在 1 9魂。年12 月显示 自己在太平洋

的实力后
,

继续加强美国和 日本之间军事基地的力

量
,

增强对日本的经济压力
,

宣布支持 中 国 的 抵

执
。

事情非常清楚
,

如果日本积极向南推进
,

将会

引起美英两国在军事上联合对抗的危险
。

面临这种

情势
,

日本统治集团除了需要取得德国对早 日解决
“

中国间题
”

的支持外
,

还需要依靠德意盟国的帮助

来加强在今后南进中对抗美英的战略地位
,

以便使

日本有可能全力南进
,

解决对
“
日本帝国命运

.

有决

定意义的南方问题⑥
。

出于互相利用
,

以扩大浸略和确立自己的势力

范围的共同需要
,

德 日两国充分利用刚刚建立的盟

国关系
,

加强军 事合作
。

1 9 41 年春
,

德 日双方代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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撅萦接触
,

紧密勾结
。

德国政府要求日本在远东积

极采取军事行动
,

教促它
“

出其不意地尽快占领新加

坡
”

⑦
。

2 月 2 3日
,

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在和日本驻

德大便大岛会谈时
,

强调说
:
日本应该参加大战

,

这不仅是为了德国的利益
,

而且也是为了 日 本
“

自

身的利益
” ,

一旦英国失去在远东的关键阵地
,

日本

就能在世界上这一地区大大加强 自己的地位
。

此外
,

日本出乎意料的干预
,

也会迫使美国拒拒参战
。

他

提请 日本大使注意
: “

如果某个时候德国遭到削弱
,

日本就会在顷刻之间面临一个世界同盟的压力
。

我

们 已套在一辆马车上
,

现在决定着两国人民未来一

个世纪的命运
,

德国的失败同时意味着日本帝国的

计划将要遭到破产
。 ”

⑧为了促成日本答应南进 ,

里

宾特洛甫希望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到柏林直接进行谈

判
。

希特勒还贵成德军统帅部
“
以现有一切手 段 加

强 日本的军事实力
” ,

向日本介绍德国的战术
,

交流

作战经脸
,

在军事经济和技术问题上实 行 德 日合

作
。

德国也指望通过这种援助
,

使 日本对德国提供

全面经济援助
,

首先是满足德国迫切需要的橡胶⑨
。

根据 3 月 6 日希特勒发布的关于同 日本合作的第 24

号特别命令
,

德国舰队司令雷德尔上将拟定了关于

与 日本采取一致军事行动的专门报告
。

该报告和第

2 4号命令成为即将举行的德 日谈判的基础
。

日本政

府对同德意谈判同样寄予莫大的希望
,

它企图弄清

, 楚德国政府对英国的真实政策
,

就某些重大问题和

世界政策
,

协调柏林和东京的共同行动
。

总的来说
,

i习4 1年 3 月 2 7日至 4 月 5 日德日双方举行的为期 1 0

天 的谈判取得了成功
。

虽然它们由于抱着各自的侵

路利益和扩张意图不放
,

在 日本进攻新加坡的时间

和对苏政策间题上产生了分歧
,

但在日本推行南进

政策这个双方都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上基本上取得

了一致意见
。

德国答应帮助日本对美国开战
,

对于

日本来说
,

这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大事
,

使 日本

进一步坚定了南进的决心
。

日本感到嘴意的是
,

它

的南进政策还得到另一同盟国意大利的支持
。

在柏

林谈到期间
,

松冈曾到罗马和里索里尼就国际局势

和三国同盟蹄约国的今后行动进行商讨
,

取得一致

意见
。

皿索里尼完全赞成日本反对英国的计划L
。

这一切表明
,

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后
,

德意 日法西斯

的侵略野心急剧膨胀
,

为实现新的扩张计划而进行

的紧密勾结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

.

从而使整个

世界形势更趋紧张化
,

战争的危险更加扩大和严重

了
。

意大利在三国同盟条约的推动 下
,

为实现建立

地中海猫权的狂妄企图
,

于 1 9 4。年 10 月 28 日派兵进

攻希腊
,

是这种形势迅速恶化的先兆
。

德意 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
,

还迫使过去长期

和英法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
,

后来又采取亲法

西斯立场的巴尔干国家公开同西方大国彻底决裂
,

完全倒向德国法西斯一边
,

进一步扩大了法西斯侵

略集团
。

德国法西斯一 向认为
,

全面控制东南欧国家
,

是取得侵略战争成功的重要保证之一
。

东南欧地区

自然资源十分丰富
,

罗马尼亚盛产石油
,

匈牙利是

欧洲最大的招土矿产地
,

南斯拉夫和希腊分别蕴藏

着大盘的铜矿和镍矿
。

由于这样
,

德国作为一个资

派贫乏的国家
,

早在准备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
,

就把东南欧看成自己不可缺少的最理想的原料

产地
。

在农业原料方面
,

德国对东南欧的依懊也很

严重
。

德国贸易局中欧经济委员会早在1 9 3 9年 9 月

的报告中就指出
:

战前德国从海外和欧洲各国翰入

30亿马克的农产品
,

现在由英国海上封锁造成的空

白应主要由东南欧国家
,

首先是罗马尼亚
、

南斯拉

夫
、

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来坡补
。

这份报告强调
,

德

国只有在
“

几乎完全依靠东南欧国家
”
的情况下

,

才

可以解决自已对农产品的需求⑧
。

在德国眼中
,

东南欧之所以特别重要
,

还在于

它在地理上靠近苏联西部边境
,

是德国向苏联小亚

细亚和非洲进行法西斯侵略扩张的必由之路
。

正 因

为东南欧对德国进行侵略战争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

意义
,

所以德国早就不择手段地拉拢东南欧国家
,

力求牢牢控制整个东南欧
。

法国投降后
,

德国大大

加强了对东南欧的渗透 0
。

三国同盟的建立
,

意味

着法西斯战争势力和战争威胁显著增大
,

为德国外

交组织加强对东南欧国家的压力
,

实现上述目的打

开了方便之门
.

争取匈牙利投入法西斯怀抱
,

是德国迫不及待

要解决的任务
,

德国除了希望匈牙利为它提供充足

的粮食外
,

还指望匈牙利为德军进攻苏联和巴尔干

提供文通便利
。

1 9 4 0年 11 月 18 日
,

希特勒对意大利

外长齐亚诺说
,

德国需要利用匈牙利的铁路线L
。

甸牙利霍尔蒂政府怀有扩张领土的野心
,

不满足于

通过德意在 1 9 4。年 6 月底
“
维也纳仲裁

,
而搜取的特

兰西 瓦尼亚北部领土
,

姆望在德国的布助下
,

进一

步解决对罗马尼亚的领土要求0
。

从这种贪婪的俊

略欲望出发
,

甸牙利在德国的种种引诱之下
,

很快

靠拢德国
。

1 9 4。年10 月 7 日
,

甸牙利在柏林的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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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本国政府命令
,

声明同愈德军很道匈牙利开赴罗

马尼亚
,

以便
“

对罗马尼亚军队进行为现代战争所必

需的改组
”

L
。

甸牙利政府这一行动为自 己 变成
“

三

国条约
”

的正 式伙伴铺平了道路
。

11 月20 日
,

甸牙

利第一个加入
“

三国条约
” 。

德国对罗马尼亚不断施加压力
,

企图使这个国

家也早 日成为德国侵略政策的工具
。

19 4 0年 9 月
,

罗马尼亚新政府认为
,

德国在战争中已取得决定性

胜利
,

希望借助德国的支持
,

能使罗匈两国领土纠

纷的解决变得对罗马尼亚有利
,

并且可使罗马尼亚

在跟随德国倪苏的战争中获得领土上的好处
,

收回

比萨拉比亚
。

在这种意图的驱使下
,

新政府大力推

行与德国联盟的方针
。

10 月
,

经罗马尼亚政府同意
,

德国政府派遣坦克师和军事使团前往罗马尼亚
,

军

事使团奉命重组罗军
,

使它按照
“
巴巴罗莎

,

计划作

好进攻苏联的准备L
。

与此同时
,

希特勒以种种许

错诱引罗马尼亚加快参加三国同盟
,

他同意向罗马

尼亚供应 飞机
,

反坦克炮和其它武器 0
,

答应帮助

攀马尼亚收回比萨拉比亚
,

而且还利用罗匈矛盾大

作文章
,

提出有可能修改
“

维也纳仲裁
”

的决议
,

声

称
“

特兰西瓦尼亚历史的最后一页尚未写完
”

O
。

安

东尼斯库在德国的威逼利诱之下
,

向希特勒保证供

应德国粮食和汽油
,

还表示罗马尼亚无条件地和
“

轴

心
”
国走在一起

,

准备在战场上为
“

其
”
流血 卖 命L

。

在这种勾绪的基础上
,

11 月23 日
,

罗马尼亚政府签

署了加入
“
兰国条约

”

的公约
。

三国同盟建立后
,

德国政府又立即展开了把保

加利亚拉进这个集团 的活动
。

1 9 4 0年 10 月
,

保加利

亚政府收到德国要求它参加三国同盟的 正 式 邀请

书
,

受到德国的强大压力
。

11 月 17 日
,

鲍里斯国王

亲自到贝希特斯加登和希特勒会谈
,

向他说明保加

利亚准备和轴心国进行最紧密的合作
,

其中包括加

入三国条约L
。

1 9 4 1年初
,

保加利亚首相菲洛夫访问德国
,

和

希特勒举行会谈
。

希特勒指出
,

保加利亚参加三国

条约
,

不会遭到土耳其
、

南斯拉夫和希腊的任何成

胁
,

至于苏联
,

由于德军驻扎在罗马尼亚
,

完全可

以
“

保障保加利亚免遭苏联的敌对行动
”

L
。

在 以后

的谈判中
,

德国政府以保加利亚可获得马里查河和

斯特餐马河地区通往爱琴海的出 口为诱饵
,

终于使

保加利亚政府下定参加法西斯同盟的 最 后 决 心
。

1 9 4 1年 3 月 1 日
,

保加利亚正式加入
“

三 国条约
” 。

除上面三个国家 之外
,

德国又在 19 4。年 11 月24

日和 1 9 4 1年 6 月 15 日
,

分别把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

拉进三国法西斯同盟
。

至此
,

德国成功地完成了以

三国同盟为基石的法西斯俊略集团
,

占领了东南欧

的一切战略要冲0
。

由此可见
,

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
,

一方面导致

德国更加积极展开控制匈牙利
、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

亚等巴尔干国家的畏略活动 , 另一方面又迫使这些

国家屈从德国的意志和压力
,

彻底改变了过去摇摆

于轴心和西方大国之间的政策
,

先后和英国分道扬

钻O
,

正式成为德国法西斯的仆从国
。

当然
,

英法

对德国俊略政策表现出来的软弱妥协态度
,

以及法

国的迅速败降
,

也对巴尔干国家的心理和外交产生

了不 良影响
,

促使它们投向法西斯侵略阵营
。

法西

斯集团的空前加强
,

为侵略者进行新的战争霄险创

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
,

世界战争的扩大已成为不可

逆转之势
。

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就是三国同盟条

约缔结的必然结果
。

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
,

对美英中等国的关系也

立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

进一步推动和加强了反法

西斯国家的联合
,

为 日后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正式

形成创造了有利前提条件
。

这些国家对三国条约的

反应和以上 巴尔干 国家恰成鲜明对照
,

它们不但没

有在大大加强的法西斯战争势力面前低头屈服
,

反

而逐渐坚定了对杭法西斯集团的立场
,

果断地从军

事
、

政治和外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较为有力的反法

西斯措施
,

这一点最明显地反映在美国的对外政策

方面
。

法西斯军事政治同盟建立的严竣事实
,

表明法

西斯国家加剧了扩大战争的危险
,

从东西两个方面

对美国的利益和安全构成更为严重的威胁
。

因此
,

美国政府在三国同盟条约刚一 出现时
,

就不得不迅

速调整对外关系
,

使它的欧洲和亚洲政策立 即发生

重大转折
。

这不仅表现在美 国加紧同日本谈判
,

破

坏法西斯同盟 以削弱其力量方面
,

而且突出地表现

在美国加紧实现同英国的经济和军事联合
,

建立美

英联盟的努力上
。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
,

就在当时
,

美国政府已开始改变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态度
,

转而

采取一种利用和支持中国抗日的方针
。

德意 日三国同盟一建立
,

日本便向美 国直接提

出了比过去更为大胆的挑战
。

日本首相近卫公开要

求美国容忍法西斯集团实现夺取世界横权的计划
,

他宣称
: “

如果美国对德意 日积极合作
,

以求建立世

界新秩序的真实意图不予 谅解
,

那 么
,

美国就只有

、、。
妥

?

鹅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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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战
,

而别无他途
” ⑧

。

在这种日益紧张的国际形势

下
,

美国政府意识到
, “

美国的处境从未象现在这样

危险
” ⑧

。

美国同法西斯集团的尖锐矛盾无法调和
,

迟早要卷入两洋作战的谁涡
。

签于这种估计
,

1 94。

年 9 月 28 日
,
罗斯福总统在白宫专门召开会议讨论

德国和 日本谁为头号敌人的间题
。

在这次会议 上
,

美国领导人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冷静分析和对比德 日

力盆
,

决定把德国看作美国的主要敌人
,

一旦姆发

故争
,

应给予欧洲战场以优先地位
。

同时
,

美国政

府毫不忽视保卫它在远东的利益
。

10 月 4 日
,

罗斯

福在有部长们出席的专门会议上明确指出
,

由于三

国条约的签订
,

出现了异乎寻常的紧张局势
。

在这

次会议上
,

大家
“
就远东问题展开了十分热烈 的 讨

论
”

L
。

通过这些讨论
,

美国政府在思想上加强了对

杭德意日法西斯肆意扩张的倾向
。

8 日
,

罗斯福在

会见美国太平洋舰队领导人时
,

流屏出
“

美国迟 早

会参战
” ,

以武力保卫美国全部世界利益的意图⑧
。

但是
,

美国政府当时并不急于卷入战争
。

对它

来说
,

特别要紧的是
,

在世界上占领最有利的军事

阵地和获得尽可能多的盟友
,

为美国将来参战创造

最有利的条件
。

因为它清楚地看到
,

仅靠美国自己

的力 t
,

不可能防止和打败整个法西斯 集 团 的挑

战
。

在美国政府的这种战略计划中
,

英国和中国占

着尤其重要的地位
。

美国政府打算在欧洲竭力利用

英国对抗德国
,

在远东最大限度地利用英国海上力

云和中国抗日力 t 对抗日本这个潜在的危险故人
。

可以这样认为
,

美国在参战之前
,

未曾一刻放弃过

这种战略意图
。

当然
,

确定以德国为主要敌人
,

美国政府就得

首先重 视和加强同英国之间的合作
。

1 9 4 0年n 月 4

日
,

美国海军参谋长斯塔克拟定了代号为
“

猎犬
”

计

划的长篇每忘录
,

并把它提文海军部审查
。

斯塔克

在这一文件中指明美国尽可能给予英国物资和军事

援助的重要性
: “

俏若英国能获取对德战争的决定性

胜利
,

我们就一定会无敌于天下
。

但如 果 英 国 战

败
,

我们就将面临十分严重的困难
”

@
。

11 月
,

陆军

部长史汀生
、

海军部长诺克斯和陆军参谋长马歇尔

等人
,

都建议政府和英国举行军事谈判
,

希望实现

美国同英国的军事合作
。

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
,

1 9 4 1 年 1 月 底 至 3 月

底
,

美英两国参谋长举行移密谈判
,

’

制订 了
“

A B C

一 1
”

基本战略计划
。

这一计划主要反映了美国的利

益 和战略观点
,

但也符合英国的利益和战略要求
,

它确定德国为头号敌人
,

在日本参战的情况下
,

美

英在太平洋的军事行动依然属于防御 的性 质O
。 、

“

A BC 一 1
.

计划决定了两国在整个战争时期的 主 要

战略方针和军事合作的羞本体制O
,

表明美英的军

事合作关系从此开始
。

从 1 94 1年初起
,

美英互派军事代表团
,

在北爱

尔兰和太平洋的英国属地开始为美国武装力 t 建立

军事基地
,

美国空军军宫被派往英国选择修筑空军

基地的地点
。

美国政府宜布红海为非作战区
,

从而

有可能把武器装备直接运往远东和埃及
,

改普英军

的供给
。

美国第二次修改中立法
,

既是针对法西斯集团

痰狂挑战的回击
,

又是建立美英更密切合作关系的

极为重要的步骤
。

1 94 0年底
,

英国因国内的财政状

况濒临危机边缘
,

对美国武器和军事物资支付现款

的能力越来越受到限制
,

这成为英国能否继续抵抗

德国的一个关键问题
。

12月 8 日
,

丘吉尔写信给罗

斯福
,

正式提到英国不久难以用现金支付美国的船

般和供应品@
。

罗斯福迫切感到
, “

现购自运
”

原则

无论如何也不能达到最有效地利用英国抵抗和削弱

德国的目的
,

必须立即加以修改
。
1 9 4 1年 l 月 10 日

,

美国政府将租借法案提交国会审批
,

建议以租借形

式把武器和物资转交给英国
。

此法案在国会中引起

长达两个月的激烈辩论
。

结果
,

新法案的拥护者们

击败了孤立主义者
,

租借法案在国会通过
。

3 月 11

日
,

罗斯福签署了这个法案
,

当天
,

新法案对英国

生效
。

租借法案的通过和生效
,

固然是美国垄断资

产阶级加紧对付法西斯集团空前战争威胁
,

维护 自

身利益和国家安全的产物
,

但在客观上有助于将美

国的工业和财政资源用于援助反法西斯国家反对法

西斯侵略阵营
。

因此
,

它不仅把美英的军奉
、

经济

和政治合作推向一 个新的高峰
,

促使美英两国联盟

基本形成
,

而且在某种程鹰上 削弱了法西斯同盟的

阵地
。

另外
,

美国政府也准备联合英国对付日本南进

的威胁
。

值得注意的是
,

美国棋据拟定的远东防御

战略
,

避免在欧洲战争结束之前
,

大规棋增强自己

在远东的武装力 t
,

这一点早在 19似年初笼英军事

谈到中就有明显的反映
。

当时
,

美方代表拒绝了英

方提出的派遣美国太平洋舰队到新加坡
,

由英美共

同防御该地区的建议
。

美国采取的策略是联合英国

对日本进行
“

有限
,

的阻击
,

主要任务是通过经济封

钱
,

使日本丧失 马来 1 的供应基地
,

破坏日本和西

半球之间的交通线
,

从而盯弱和摧毁日本的进攻能

力 , 如果日本发动进攻
,

就把英国推到 远 东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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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
两

线
。

为此
,

美国向英国表示
,

它准备在大西洋和地

中海地区增加自己的兵力
,

使英国能够从这些地区

抽出军队去加强它在远东的阵地L
。

毫无疑问
,

三

国同盟条约的缔结
,

是促使美英关系迅速加强的一

大因素O
。

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后
,

美国政府鉴于 日本南进

的可能性急剧增大
,

明显加强了对中国 问 题 的 关

注
。

罗斯福利用再度当选总统的机会
,

第一次坚持

要由白宫来掌握对华政策
。

为了全面掌握中国的政

治
、

经济和军事情况
,

罗斯福应国民党 政 府 的 请

求
,

于 19 41年 1 月向重庆派出了 自己的助手克里博

士去研究中国的实际现状@
。

美国政府这样做
,

不

仅是因为它决不甘心失去中国这个势力范围
,

也是

因为中国在美国的远东防御中日益占有相当重要的

地位
。

中国巨大的人力资源
,

中国人民 的英 勇 抗

战
,

使美国政府完全有理由认为
,

中国的抗日斗争

在牵制日本军事力量
、

阻止和延缓其扩张方面可 以

吸挥极大作用
,

是日本南进道路上的严重障碍
。

因

此
,

紧紧抓住中国不放
,

不让 日本独占中国
, “

把中

国交成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对美国有益的盟国
”

L
,

就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
。
1 9 4。年1 1月26 日

,

美国政府在国务卿赫尔转交给日本驻美大使野村的

美 日协议草案中建议
: “

日本政府从中国及印度支那

撤退所有陆海军及替察武力
”

函
。

另一方面
,

美国采

取各种措施支持国民党政府
,

指望通过它达到控制

和利用中国抗日力金的目的
。

1 9 4。年 10 月
,

美国同

意英国重新开放滇缅公路@
。

11 月 30 日
,

汪精卫傀

佩政权同 日本缔结了卖国协定
,

为 日本 政府 所 承

认
。

当天
,

美国政府便作出反应
,

表示除重庆政府

外
,

拒绝承认中国的其它任何政府
。

同时
,

美国还

为 国民党政府提供了一亿美元的贷款L
。

随后
,

美

国又在飞机方面给予了援助L
。

从 1 9理。年 12 月起
,

美国政府开始和国民党政府共同制订一项秘密空中

战争计划L
。

不过
,

美国这时拒绝和中国正式建立

同盟关系
,

它不愿因同盟关系而对中国承担过多的

援助义务
,

只打算把这种援助尽量限制在政治和经

济方面
。

尽管如此
,

还是应该看到
,

美国从利用中

国反对日本侵略扩张
,

维护美国远东利益的自私目

的出发
。

在三国条约签订后 已开始放弃对绥靖政策

的幻想
,

而转到支持中国抗 日这方面来
。

1 9 4 1年 5

月
,

租借法案对中国生效后
,

美国正式走上支持中

国抗日的道路
,

使欧洲
、

亚洲和非洲的反法酉斯阵

地初步紧密连成一体
,

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奠

定了基础
。

1 ; _ ,
·

: l’

由于德意日通过签订三国条约组成联合侵略阵

线
,

苏联受到法西斯集团东西夹击的可能性比过去

更大
。

1 9 4 0年 9 月30 日
, “

真理报
”

不安地写道
:
三

国条约所造成的后果
,

将
“

使战争愈打愈烈
,

使战火

蔓延得更广
” 。

苏联有理由担心
,

这个同盟的建立也

是针对 自己的
。

面对这种危急的国际形势
,

苏联政

府在
“

中立
”

政策的掩护下
,

更积极地展开频繁的外

交活动
,

力图最大限度地改善同其它国家的关系
,

打乱法西斯国家扩大侵略集团
,

包围和准备进攻苏
联的计划

,

为抵御法击
的入侵创造有利的外部条

件
。

苏联向许多国家提议缔结互助协定
。

保加利亚

政府在希特勒的外交压力下
,

拒绝了苏联的提议
。

经过苏联政府的努力
,

1 94 1年 4 月 6 日
,

在莫斯科

与南斯拉夫签订了苏南友好和互不译犯条约
。

苏联

政府还采取一些外交措施
,

来防止邻国成为德国的

侵苏基地
。

1 9 4 0年 10 月
,

苏联向瑞典政府保证
,

无

条件地承认和薄重瑞典的完全独立
。

瑞典政府也表

达了
“

加强同苏联的友好关系
”

的厦望@
。

1 94 1年 3

月
,

苏联政府不止一次地发表声明
,

决不参加任何

侵略者对土耳其的进攻
,

鼓励土耳其不要向德国屈

服
,

但是未能防止土耳其后来采取亲德的立场
。

这一 时期
,

苏联虽注意到改善同英美等国的关

系
,

但因要极力避免德国找到早日俊苏的借口
,

争

取更多时间做好反侵略准备
,

没有立即参加美英同

盟
。

综上所述
,

德意日三 国同盟条约的签订
,

直接

加剧了世界局势的紧张化
,

促使资本主义世界进一

步分裂和改组
,

法西斯势力和反法西斯力量处于空

前对立的状态
,

两大阵线妨分得更加清 楚 和 明 朗

了
。

更为严重的是
,

在三国同盟条约的影响下
,

法

西斯国家在世界力量对比 中暂时占居上风
,

逐步具

备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必要条件
。

总之
,

由于三

国同盟的建立
,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迅速蔓延到

整个世界
,

一场真正世界性的全面战争 已是不可避

免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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