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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历史贡献

罗 志 刚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苏联在二战中的贡献
,

即
:

苏联的参战大夫加 强 了二 战的

反法西斯 的
、

解放的战争性质
,

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军事和政治形势
,

开辟 了大

战的新时期 ; 苏联是打败法西斯德 国的最主要力量
,

并在打败军国主义 日本的战争

中也起 了重要作用
; 苏联是反法西斯联盟的缔造者和中坚之一

,

保证了联盟 战略的

完全成功
;
苏联帮助许多国家的人民取得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

,

甚至建立 了人民

民主政权
。

总之
,

苏联在二 战中的贡献是 巨大的
,

影响到大战的进程和结局
,

以及

战后世 界的政治格局
。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中
,

世界各国舆论就特别注意到苏联对击败轴心集团所作的杰

出贡献
。

大战结束后
,

对于苏联参战贡献的看法又不断出现在中外历史著作中和一些国务活

动家的
一

言论中
,

不过迄今为止
,

观点并非完全一致
,

全面详尽的评价尚为罕见
。

这里
,

本文

拟在初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一孔之见
,

以和史学界同志们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

主要 目的在

于通过对苏联战时历史贡献的再总结
,

以雄辩的事实说 明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利

益是根本一致的
,

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最困难的战争条件下
,

也能够对现代国际生活发挥巨

大的进步作用
,

并希望为人们理解战后国际局势的发展和世界基本政治格局的形成提供少许

有益启示
。

苏联参战大大加强 r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的
、

解放的战争性质
,

从根本上改变了

世界的军事和玫治形势
,

开辟了大战的新时期
。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同 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

它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反法西斯的
、

解放的战

争性质
,

这主要是因为被法 西斯奴役的世界各国人民早就展开了反法西斯抵抗斗争
。

西方国

家同轴心集团进行的战争也具有反法西斯的性质
。

从社会主义苏联对法西斯德 国 开 始 作战

起
,

二次大战便越出资本主义体系的范围
,

具有更鲜明的和十分强大的反法西斯的
、

解放的

战争性质
。

这是由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
、

战争 目的和苏联的巨大经济军事 实 力 所 决定

的
。

苏联 一 参战
,

就向战争注入了一个强大的政治进步因素
,

它坚定地站在世界反法西 斯斗

争的前列
,

毫不妥协地同法西斯敌人进行生死搏斗
,

同时
,

从本国全体人民的利益出发
,

给

军人和后方劳动者规定 了解放战争的任务
。

这些任务主要是
:

保卫社会主义祖 国
,

把敌人驱

逐出本国因境
,

从军事上粉碎他们
,

消灭德国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国家
,

帮助解放各被 占领

国人民
,

建立持久和平
。

由于这些规定
,

苏联的参战首先大大加强了大战的进步性质
。

苏联

卫国战争和其 他国家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在性质上的完全一致
,

导致它们结成紧密的一体
,

并



使苏联卫 国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苏联的参战
,

除扩大了二次大

战的规模外
,

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作战双方的力量对比
,

使反法西斯联盟的力量大为增强
。

从

军事战略的观点看
,

苏联的参战对改善反法西斯联盟国家在大战中的地位也有重大的意义
。

苏联地处欧洲东部和亚洲北部
,

苏德战场的开辟
,

既使与西方大国对峙的法西斯德国陷入东

西两线作战的被动地位
,

又使法西斯 日本增添 了北顾之忧
,

其侵略力量受到苏联方面的更大

牵制
,

而且 还严重地妨碍了德 意两国和盟国 日本军事上的紧密勾结
,

使 日本进行的太平洋战

争和德意进行的反对苏美英等国的战争在战略上更难于有效地连成一个整体
。

苏联因其地理

条件对整个 军事战略格局所起的这种重大作用
,

是很多国家难 以企及的
。

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直接参加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
,

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上一切反法西

斯国家人民的抵抗运动
,

推动它进入发展新阶段
。

被法西斯集团奴役的各国人民在本国共产

党及其他爱 国进步组织的领导下
,

利用苏德战争爆发后出现的一系列有利条件
,

走出抵抗运

动低谷
,

更加积极地采取各种斗争形式
,

特别是广泛展开武装斗争来打击法西斯侵略强盗
,

加速轴心集团的彻底失败
。

对德意 日侵略同盟的战争
,

只有当它是反法西斯的
、

、

正义的解放战争时
,

只有在法西斯

国家的对手们不仅在军事技术装备上
,

而且在政治上和精神上都占优势的条件下
,

只有人民

群众越来越踊跃地参加反对法西斯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
,

才能取得完全胜利
。

苏联的直接参

战
,

意味着所有这些因素都急剧加强 了
。

因此
,

苏联参战这一事实本身具有相当深远的军事

政治意义
,

为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和胜利提供 了有效的保证
。

从德波战争爆发到德国进攻苏联之前
,

德国仅用 了1 19 天的时间侵占了欧洲一系列 国家
,

未遇重大抵抗
。

在资本主义世界
,

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制止德国的侵略
,

粉碎其侵略计划
。

这

一最困难的任务是苏联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
。

苏联人 民和武装力量坚持苦战
,

对法西

斯德国军队施 以毁灭性打击
。

因此应该承认
,

苏联是打败法西斯德 国的最主要力量
。

战争期间
,

苏联一直承担着吸引和抗击德 军大部分兵力的重担
。

苏德 战争爆发后
,

希特

勒德 国的兵力基本上部署在 3 个战场上
。

一是对付英美的北非战场
,

一是苏德战场
,

再就是

德国法西斯占领 区内欧洲各国人民抵抗运动开辟的反法西斯战场
。

这些战场中
,

苏德战场是

最重要的
,

因为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大部分力量都投入这个战场
,

这里的军事成败对希特勒的

命运有着最直接
、

最具决定性的影响
。

苏德战争一爆发
,

苏德 战场的这种重要性就表现出来

了
。

1 9 4 1年 6 月21 日
,

德国总兵力发展到 8 50 万人
,

而用于入侵苏联的军队人数占其中大半
,

约 46 0万人
。

如果不是希特勒低估当时苏联的军事潜力
,

可能他还会增加侵苏军队的人数
。

截

止 1 9 4 4年年中
,

苏德战场牵制了 1 53 一 2 01 个最精锐的德国师
,

占德军总数的 63 一 77 %
。

甚至

在美英盟军开 辟西欧第二战场后
,

德军在苏德战场的人数也减少不多
,

在师的数量上仍比希

特勒在西欧和意大利战场的作战力量高出 1一 1
.

5倍
。

1 9 4 4年 9 月27 日
,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写

给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信中指出
: “

我借此机会重复昨 日我在下议院说过的话
:

正是俄国

军队打穿 了德国军事机器的肠子
,

并且现在正在 自己的战场上牵制着不可比拟的敌人的大部

分力量
。 ”
①从欧洲战争最后阶段反法西斯联盟国家给予敌人打击的程度上看

,

苏联红军也表

现出是消灭法西斯军队的主要力量
。

19 4 4年 6 月到 1 9 4 5年 5 月
,

苏军粉碎了敌人的 2 74 个兵团
。

同一时期内
,

美英军队消灭 了德军的 63 个兵团②
。

这些事实表明
,

第二战场开辟后
,

欧洲战



事的重心没有转移到西欧
,

苏联仍然承担着抗击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主要重 担
。

直 到 大 战结

束
,

法西斯德国的主力和卫星国的几乎全部武装力量都被牵制在苏德战场 上
。

下 表 有 力证

实
,

苏德战场在大战各个不同时期吸引了希特勒德国及其卫星国的 1 90 一 2 66 个精锐师
。

1 9 4 1一 1 9 4 5年法西斯德国及其 欧洲同盟国的陆军在各战场的分布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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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军队的分布是按师计算的

。

计算中
, 2 个旅约相当于 1个师

。

二次大战中
,

正是苏军对德 国法西斯军队施 以最沉重的决定性打击
。

在苏德战场出现根

本转折之前
,

德军就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

仅从 1 9 4 2年 11 月至 1 9 4 3年 3 月底
,

希特勒军队在苏

德战场上共损失约 1 70 万人
、

3 5 0 0多辆坦克和 4 3 0 0多架飞机
。

法西斯将军承认
,

这是希特勒德

国军队最沉重的失败④
。

整个大战中
,

德国武装力量共损失 1 3 6 0万人
,

其中 1 0 0 0万人损失在

苏德战场上
。

苏军消灭了德军的 7 万余架飞机
、

4 8 0 0辆坦克和 16
.

7万门大炮⑤
。

按比例计算
,

德国法西斯军队在 同苏军的战斗中
,

损失全部官兵的 73 % 以上
,

坦克和 自行火炮的近 75 %
,

以及 75 %以上的飞机
。

换言之
,

在苏德战场
,

德 国法西斯侵略者损失的官兵
、

坦克
、

飞机和

大炮约 3 / 4⑧
。

全部卫国战争时期
,

法西斯同盟的 60 7个师在苏德战场上被粉碎和俘虏
。

由此可见
,

苏联是消灭希特勒军队的最主要力量
,

法西斯德 国最终失败投降的命运是在

苏德战场上决定的
。

这一点甚至在当时就为丘吉尔所承认
。

他说
: “

红军正以辉煌的胜利庆祝

自己建军27 周年
。

这一胜利受到了它的盟国的无比钦佩
,

并决定了德国军国主义的命运
。

子

孙后代
,

将同我们这些伟大胜利的见证人一样
,

无条件地承认红军的恩情
。 ”

⑦在彻底打败法

西斯德国后
,

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于 1 9 4 5年 6 月25 日发表社论说
: “

事实证明
,

红军是欧洲

的
`

解放军队
, ,

从一种重要意义上说来
,

红军是半个世界的
`

解放军队
’ 。

没有红军和俄国人

民所承担和忍受的巨大牺牲
,

要从残暴的纳粹主义的阴影下获得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
。 ”
⑧ 苏

联还对粉碎法西斯德国作出了最大的经济贡献
。

它的战争费用为 4 8 5 0亿美元
,

而英国和加拿

大共为 1 2 6 8亿美元
,

法国为 36 5亿美元
,

甚至美国
、

英国
、

加拿大
、

法 国的战争费用都 加在

一起也少于苏联一国
,

只有 4 3 8 3亿美元
。

⑨

苏联不仅是粉碎德帝国主义世界霸权计划的最主要力量
,

而且在打败军国主义日本的战

争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

1 9 4 5年 8 月 9 日苏联对 日宣战
,

大大加强了反法西斯联盟国家对轴

心集团最后成员—
日本的总反攻

。

在 3 周多的远东战役 中
,

苏联军队共击毙 日军 8
.

3 7 3 7万

人
,

俘敌 59
.

4万人
,

缴获大炮 1 56 5门
,

坦克 6 00 辆
,

飞机 86 1架以及许多轻武器L
。

这一重大

军事成就的取得
,

加速了 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胜利
。

1 9 3 9一 1 9 4 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

无论对法西斯国家
,

还是对反法西斯国家来说
,

都是

联盟战争
。

大战的胜利
,

正是两大对立联盟—
反法西斯联盟和法西斯联盟长期激烈较量的

结果
。

没有反法西斯联盟
,

没有这个联盟所有成员国的共同努力
,

就没有伟大的反法西斯战

争的胜利
。

如果要问
,

决定大战前途和命运的反法西斯联盟何 以能够建立并保持强大的战斗



力 ?那末可以这样回答
:一 个重要 因素是作为反法西斯联盟缔造者和中坚之一的苏联起了积

极的作用
。

苏德战争爆发后
,

苏联的立场如何
,

一个有它参加的全面的反法西斯联盟能否建立起来
,

已成为世界各国人 民普遍关注的问题
。

事实
_

L
,

苏联在与西方大国结盟问题上表 现了非常坚

定的态度
。

处在希特勒军队威胁之下的苏联
,

正确 地认识到
,

要确保本国独立和自由
,

彻底

战胜法西斯德国
,

就必须联合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共同打击法西斯敌人
,

这是苏联卫国战争胜

利的重要外部前提
。

而 且这种联合是完全可能的
,

因为苏联和西方大国都是轴心集团进攻的

对象
,

双力
一

之间的固有矛盾己降到次要的地位
,

西方大国也需要苏联的帮 助
。

基 于 这 种认

识
,

苏德战争一爆发
,

苏联就在全世界民主进步力量的支持下
,

利用英美等国领导集团对 自

己表示的联合意向
,

采取实际步骤积极推动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
。

1 9 4 1年 7 月
,

苏联首先同英国签订 了关于在对德战争中共同行动的协定
,

接着又和捷克

斯洛伐克
、

波兰两国流亡政府签订了类似协定
。

8 月 14 日
,

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

尔在大西洋上举行会谈
,

讨论 了战争的目的等问题
,

宣布两国不求领土的扩张
,

尊重各国人

民选择政府形式的权利等一系列原则
。

此后
,

苏联迅即表示接受《大西洋宪章》的精神
。

苏联

的这些行动直接推动 了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
。

1 9 4 2年 1 月 1 日
,

苏联和其他反法西斯国家共

2 6国代表聚集华盛顿
,

共 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 》
,

即关于反对法西斯 同盟国家共同作战宣

言
。

这样
,

一个反对希特勒法西斯集团的国际联盟经过复杂 曲折的道路终于形成
。

接着
,

苏联又坚定不移地为加强 和扩大反法西斯联盟而积极斗争
。

1 9 42年 5 月26 日
,

苏

联在伦敦和英国签署了同盟条约
, 6 月n 日

,

又在华盛顿和美国签署了两国互助供应协定
。

苏联还承认了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
,

参加了德黑兰
、

雅尔塔和波

茨坦三大国政府首脑会议
,

同一系列国家缔结了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条约
。

苏联建立和巩固反法西斯联盟的活动及其成就
,

是:对创造性发展马列 主义和社会主义外

交实践的巨大贡献
。

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对立的社会政治制度国家参加的联盟
,

没有解决

这类问题的先例
。

在苏联卫国战争之前
,

马列主义也只谈到各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有可能

实行军事政治合作
,

原则上允许
“

同一个帝国主义联盟缔结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 盟 的军事

协定
” ,

只要这个
“

军事协定不违背苏维埃政权的原则
,

能够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和阻止某

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对它的进攻
”

@
。

至于具体经验
,

是在
`

苏联卫国战争和整个二次大战过程中

由苏联共产党取得的
。

共产党在战争期间领导本国对外活动时
,

创造性地解决了新的任务
,

丰富 了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的理论和方法
。

其次
,

苏联通过和反法西斯联盟的其他国家
.

特别是美国和英国实行政治
、

经济
、

军事

的全面密切合作
,

对本国抗德斗争
、

美英盟军在西欧的反攻乃至整个二次大战的胜利起了决

定性作用
。

历史已经证明
,

这个战时联盟建立起来后
,

不是 自然而然地得到巩固的
,

所有成员国的

合作关系能够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
,

苏联起了核心作用
。

二次大战中
,

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建

立起来后
,

也有一些不利因素可能影响其巩固并正常发挥作用
。

成员国是不同社会政治制度

的国家
,

各国的具体战略 目标不完全一样
,

特别是苏联和美英国家在军事和政治战略上
,

在

战后欧洲和世界重建等许多具体重大间题上都存在着分 吱意见
。

如果盟国不克服这些不利因

素的影响
,

联盟就有可能遭到严重削弱甚至发展到崩溃的地步
。

苏联作为联盟中唯一的社会

主义国家和
:

E要成 员
,

非常注意防止联盟 内部矛盾的扩大
,

从不把联盟推向危机的边缘
。

相

反
,

它从打败轴心集团的总 目标出发
,

采取灵活的政策求同存异
,

为反法西斯联盟的巩固作



出了很大的贡献
。

苏德战争初期
,

苏军面临极其不利的形势
,

特别需要美英盟国开辟西欧第

二战场
,

但盟国方面在答应后迟迟未能开辟
。

对此
,

苏联虽表示很有意见
,

却能极力进行自

我克制
,

保持和西方盟国之间的团结
,

积极地期待第二战场的开辟
。

更为重要的是
,

苏联以

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加强联盟成员国之间的政治
、

经济与军事合作
。

苏联和美英制定了共同对

德作战的总目标和原则
,

苏军总参谋部和美英参谋长联合委员会处理协调军事行动的具体间

题
,

双方还互通情报和互派军事代表团
。

这样
,

虽然苏联和西方盟国是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

反法西斯国家
,

它们仍有可能实现共同打败轴心集团的联盟战略
。

在联盟战略实施过程中
,

苏联一开始就起了积极的作用
。

苏德战争初期
,

苏联忍受一切

艰难困苦
,

坚持英勇抗敌
,

吸引和消耗德军主力
,

这对英美两国来说
,

实质上是一种十分有

效的战略配合作用
。

显然
,

苏联的顽强抗德行动缓解了英美面临的紧张形势
,

为它们赢得宝

贵的时间来功员和发展军事力量以击败德国军队
,

L而不必在军事准备远不充分的情况下过

早地正面同德国主力交锋
。 1 9 4 4年美国内务部长伊克斯写道

: “

俄国献给联合国家最贵重的礼

物就是时间
。

舍此英国就无法治愈在敦刻尔克留下的伤口
,

而美国也不能扩大军工生产和建

立陆海军……
”

L
。

而且
,

苏军在大战中把德军主力一直牵制在苏德战场
,

大大改善了美英盟

军的战略地位
,

为他们 1 9 4 2年在北非战场
,

1 9 4 3年在意大利战场
,

1 9 4 4年在法国登陆作战并

取得胜利创造 了有利的条件
。

甚至可以这样认为
,

如果没有苏德战场
,

苏军无法把德军主力

长期牵制在那里
,

美英盟军在 1 9 4 2年开辟北非战场
,

1 9 4 3年开辟意大利战场
,

1 9 4 4年开辟内

欧第二战场是极不可能的
,

即使开辟了
,

要取得胜利也是不可能的
。

苏联在胜利结束对德战

争 3 个月后
,

即 1 9 4 5年 8 月
,

又履行雅尔塔协定对 日宣战
,

将反法西斯联盟的团结合作推 向

了新的高峰
。

而苏关中等国对 日作战的胜利
,

标志着联盟战略在苏联和其他盟国的共 同努力

下取得 了完全的成功
。

在反法西斯联盟外交史上
,

苏美英三大国首脑亲 自参加的德黑兰会议
、

雅尔塔会议 你双

茨坦会议 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

这些会议所作出的一系列历史性决议
,

保证盟国在关于刘敌

作战和战后世界结构的各重要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

对反法西斯联盟合作关系的加强和反

法西斯战争获得最后胜利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

不可否认
,

三大国首脑会议的成功和如此巨

大的影响
,

同样是和苏联的外交努力紧密连在一起的
。

战时苏联始终和美英中等国保持团结
,

使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有 了一个稳定的坚强核心
。

这对于一切反法西斯国家的人 民增强斗争胜利信心
,

坚持战斗
,

产生了不可估 计 的 积 极形

l响
。

大战中
,

社会主义苏联充分表现为世界革命与进步力量的坚强后盾
。

它帮助许多国家的

人民取得 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
,

甚至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
,

促使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

的革命变化
。

早在30 年代的历次国际危机中
,

苏联都坚持正义
,

谴责侵略国一方
,

支持遭受法西斯势

力侵略威胁的各国人民的斗争
。

在远东
,

苏联对横遭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中国 尤 其 寄 予同

情
,

从道义上
、

政治上和军事上积极支持中国抗 日斗争
。

1 9 3 9年二次大战全面爆发后
,

苏联

的这种支持也未中断
。

而 且
,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
,

苏联的援助是中国抗 日斗争外部援助

的主要部分
。

仅1 9 4 1年初
,

苏联为中国运来了 2 00 架轰炸机和驱逐机@
。

1 9 4 0年 8 月下旬
,

国

民党政府驻法大使顾维钧在同维希政府领导人赖伐尔的谈话中透露
,

这个时期
, “

莫斯科给于



了中国大量的物资援助
,

而且还正在继续援助
。

苏联援助中国的物资数量比其他国家援华物

资的总和还要多
。 ” L据有关材料

,

从 1 9 3 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到苏德战争爆发以前
,

苏联为

中国共提供约 8 85 架飞机
,

9 4 0门大炮
,

8 3 0 0挺机关枪及其他多种武器
。

L

苏德战争爆发后
,

苏联政府在确定解放本国的基本任务的同时
,

也明确地规定了支持欧

洲被 占领国家人民获得解放的外部任务
。

斯大林在 1 9 4 1年 7 月 3 日发表的著名广播演说中指

出
: “

这个反法西斯压迫者的全民卫国战争的目的
,

不仅是要消除我国面临的危险
,

而且还要

帮助那些呻吟在德国法西斯主义枷锁下的欧洲各国人民
。 ”

L根据这一方针
,

苏联尽一切可能

帮助欧洲人民发展反法西斯抵抗运动
。

苏联这方面的一个主要措施是帮助他们建立和发展 自

己的武装抵抗 队伍
,

支持在苏联领土上的各国反法西斯战士和战俘组建军队
。

到 1 9 4 4年中期
,

建立起来并得到必要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有波兰
、

捷克斯洛伐克
、

罗马尼亚
、

南斯拉夫和

法国诸武装部队
,

总共 1 0 4 2 9 0名官兵
。

战争快结束时
,

总人数上升到 55 万人以上
。

L 苏联为

它们共提供了大约 96 万支步枪
、

卡宾枪和冲锋枪
、

4 万挺机关枪
、

1 65 02 门大炮和迫 击炮
、

1 1 2 4辆坦克和自行火炮
、

2 3 4 6架飞机
。

L在苏联帮助下建立的这些部队对战胜共同敌人都作

出了自己的贡献
。

苏联还通过红军的实际战斗行动援助欧洲各国人民的抵抗斗争
。

苏军吸引和消灭大量德

军
,

迫使希特勒指挥部从 占领区不断抽调兵力到苏德战场
,

削弱德国后方的力量
。

据统计
,

大战期间共有 2 68 个法西斯师从西方调往苏德战场颐
。

德军在欧洲各 占领国人数的急剧减少
,

使人民抵抗运动有很大可能加强反对希特勒 占领者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
。

苏德战场

的战事和欧洲抵抗运动发展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
,

在德国一进攻苏联后就建立起来了
,

而且

一直保持到欧洲战争结束之时
。

苏军在苏德战场上长期牵制和大规模杀伤德军主力
,

应被视

为对欧洲各被 占领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最有效的援助
。

1 9透4年年中
,

苏联红军打出国界
,

追歼敌人
。

从这时开始
,

苏联对欧洲抵抗运动的援助

大 为加强
,

进入一个新阶段
。

在这个阶段中
,

苏联援助的内容和形式均发生重大变化
,

苏联

和欧洲抵抗运动的联系进一步密切起来
。

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是
,

苏军开进西部邻国领土
,

在当地抵抗运动的配合下
,

坚决驱逐法西斯占领者
,

直接帮助被 占领国人 民解 放 自 己 的家

园
。

从 1 9 4 4年 7 月起
,

直到战争结束
,

约有 7 00 万苏联军人参加了解放欧洲的战争
,

后来又以

1 74 余万的强大兵力对 日作战
,

帮助远东各国的民族解放斗争赢得了胜利
。

在估计 19 41 一 1 9 4 5年苏联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时
,

不能不考虑到以下

事实
:

在全部战争期间里
,

正是苏联军民以自己的反法西斯英雄主义及其辉煌战绩
,

一直在

为各国人民提供着强大的精神武器
,

鼓舞着 他们坚持斗争
,

直到彻底胜利
。

列宁指 出
: “

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
,

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

命斗争
,

毫 无例外地支持 (用宣传
、

同情和物质来支持 ) 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
、

同样的路线
,

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和这种路线
。 ”

@ 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于发生革命运动和斗争的国

家是很重要的
。

特别是那些无产阶级力量较弱的国家的革命
,

非常需要 已获得胜利的社会主

义国家方面的援助
。

没有这种援助
,

革命的发展和转 向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会 碰 到 更 多的困

难
。

而社会 主义国家的支持程度
,

又取决于它在国际生活中能起多大作用
,

在世界舞台的力

量布局中占有什么地位
。

二次大战中
,

社会主义苏联国际地位的显著改善和实力增长变化
,

首先为东欧 各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成功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
。

二次大战后期
,

由于世界战局变化的重大影响
,

欧洲一系列被奴役国家的政治形势和阶

级力量对比也出现 了新的今化
。

一 切革命和进步力量越来越强烈地希望国家不要简单地恢复



到战前状态
,

而要在独立 自由的基础上实现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改造
,

建立先进的民主制度
。

面对这股强大进步潮流
,

苏联从1 9 4 4年中期起
,

利用红军开进各国领土作战的有利条件
,

尽

可能给予支持
,

促进东欧各国人民把反法西斯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成功地发展为人民民主革

命
。

苏联全面支持欧洲革命与进步力量的立场
,

一方面出于本国战后安全的战略设想
,

希望

推动周边国家建立对苏联持友好合作态度的政府 ; 另一方面是由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制

度的进步性
,

以及卫国战争的正义目的所决定的
。

大战中
,

苏联党和政府贯彻马列主义的国

际主义原则
,

尊重人 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精神
,

既把各被奴役国家的反法西斯和民族解放

斗争视为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一强大战略因素
,

又把各国人民民主革

命视为人民群众革命意愿的产物
,

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
。

这就决定了苏联必然成为争取民族

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各国革命进步力量的坚强后盾
,

并给于它们 以全面的实际支持
。

根据以上分析不难看出
,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

决不止于军事领

域
。

而且
,

愈接近战争结束
,

苏联的积极作用愈见其大
,

愈见其广
。

完全可 以说
,

苏联正是

通过这一切贡献
,

极大地影响了大战的进程和战后世界的政治格局
,

也改造了苏联本身在战

后世界的政治形象和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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