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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 在 探 索 贵 在 创 新

—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抵抗运动》读后

严 双 伍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抵抗运动》 ,

是罗志刚教授新近完成的一部力作 ( 1 9 9 0年 12 月武汉大学 出版社

出版
,

以下简称 罗著 )
。

通览全书
,

不禁令人拍案称颂
。

多年来
,

由于种种原因
,

我国二 战史 的研究 中一直

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

抵 抗运动 间题就是其中之一
。

1 9 8 5年
,

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朔 周年 之际
,
文

暖根
、

刘邦义等同志推出了我国第一部《欧 洲反法西斯抵抗运动 史洲 1 98 5年 8 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
,

该书

对欧洲抵抗运动的阶段划分
、

基本过程
、

历史意义以 及统一战线等问题
,

作了开拓性的初步探索
,

起到 了填

朴空 自的作用
。

去年问世的延艺 云同志的《欧洲抵抗运动 》一 朽( 1 9 91 年 3 月光明日报 出版社出版 )
,

对抵抗运

动的兴起
、

进程和结局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
,

文宇明快
,
可读性甚强

。

但是
,

上述两书
,

由于占有材料的不

足和缺乏比 较深入的研究
,

无论在学术意义 上
,

还是在理论探度上
,

似难 以令学术界满意
。

罗 著则是作者在

充分吸收国 内外的现有研究成果
、

广泛占有各种原始资料和第三手资料 的基础上
.

经过长期潜 心研究而完成

的
。

它的问世
,

无疑把我国关于欧洲抵抗运动问题的研究提高到了一 个新的水平
。

忿冲勺

怜坛

欧洲抵抗运动
,

是欧洲各国人民在国土沦 陷
、

山河破碎的存亡时刻
,

而本 国资产阶级政府或 投

降
、

或屈从
、

或流亡
一

的情况下
,

为捍卫民族独立和 自身利益而掀起的反侵略
、

反压迫
、

反奴役

的 斗争
。

一

已是特定
.
龙争环境中所 出现的特殊社会现象

,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有机 组 成 部

分
。

要准确 地概括欧 洲抵抗运动 的全貌
,

要科学地揭示其 内在发展规律
,

就必须将抵抗运动 放

曦才才老宽护君犷君素

在 整个世界大战的进程中进行考察
。

罗著正 是从世界 大战的全 局高度 出发
,

将欧洲各国抵抗运动视为一个不

可分害」的整体加以 研究 的
。

作者摈弃 了那 种孤立 地
、

逐 国地叙述各国抵抗运动的写法
,

自始至终紧紧把握着

二次大战的爆发
、

战略转折
、

战略反 攻这一 基本脉络
,

分 阶段 地论述 了欧 洲抵抗运动在兴起
、

发展
、

高 涨直

至最后胜利等各个重大时期的不同内容
、

特点和原 因
。

这样一种 高屋建领的处 理方法
,

一方面把欧 洲抵抗运

动所经历的由弱到强
、

由 自发到 自觉
、

由低 级到 高级
、

由分 散到联合的辩证发展过程
,

逻 辑地展现在读者面

前 ; 另一方面
,

又切实地把握了欧洲抵抗运动与世界大 战之间的内在联系
,

有利于产们客观而全面地认识抵

抗运动的根源
、

动力
、

特征
、

本质
,

特 别是它在整个大战中的影响和作用
。

诚如作者所揭 示的
,

欧洲抵抗运

动 在最初阶段
,

由于受当时种种 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

必然带有很大 的局 限性
,

如斗争 以自发 性为主
、

缺少必

要 的联系和配合
,

斗争手段比较简单
、

斗争经验比较缺乏
、

抵抗队伍比较弱小等
。

这时的抵抗运动还不可能对

大战进程产生明显的影响
。

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
,

特别是斯大林格勒会战和阿拉曼 战役取得胜利
,

欧洲抵抗

运动便进入 了发展和高涨阶段
。

因为大战进程发 生根本性转折后
,

反法西斯联盟和法西斯集 团的力量对 比出

现 了重大变化
。

这一变化既直接鼓舞了广大 欧洲人民更积 极地投身于反 侵略
、

反暴政的抵抗斗争
,

同时也迫

使法西斯统治集 团更加变本加厉
、

穷凶极恶地搜括和掠夺被占领区 以及仆从国的一切战争资源
,

从而导 致更

广 泛的社会 阶层纷纷加入抵抗运动的行列
。

因此
.

这 时的欧 洲抵抗运动面貌 已经焕然一新
,

力量迅 速壮大
,

武装斗争逐渐成为其主要手段
,

斗争的组织和领导均 急剧 加强
,

它 已越来越明显地影响者整个大战的进程
。

到 1 0 4 4年年 中
,

反法西 斯联盟国家展 开了对德国法西 斯的战略大反攻
。

苏联红军开始挺进东欧
,
势如破竹

,

数 百万英美盟军强渡英吉利海峡
,

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
,

从而形成 了东西两线夹击的战略态势
。

在这胜利在

望的大好形势下
,
欧洲各国抵抗力量 以前所未有 的巨大热情

,

更加积极
、

更加活跃地投入 了最后 阶 段 的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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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斗争
。

此时
,

各国抵抗运动 纂本
_

:.[ 实现了统一行动
、

统一指挥
,

抵抗战士纷纷配合盟军 迸行作战
。

在许多

国家里
,

抵杭斗争迅速发展为全 民性的武装起 义
,

从而把抵抗运动推向了顶峰
。

在法国
,

抵抗力量不仅依靠

自己 的力量解放了首都巴黎
,

而且还解放 了近 30 个省的国土
。

在意大利
,

抵抗游击队收复 了北部的大部分地

区 以及南部的部分地区
。

在这 战略总攻的时期
,

欧洲各国抵抗运动为光复自己 的全部国土
,

为盟军作战的! }莎!

利 进行
、

为最后消灭德国法西斯
,

立下 了不朽的功勋
,

大大加速了欧洲战场最后胜利 的到来
。

罗著对 欧 洲

抵抗运动的阶段分析
,

以及对 它与世界大战进程的有机联系 的缤密考察
,

是符合历 史事实的
,

是令人信服的
,

韦才才才价今气

坛坛

史料是史学研究 的基础
,

只有广泛 占有资料
,

才能进行科学而客观 的判断
。

多年来
,

抵抗运 动

的研 究难 以深入下 去
,

重要原 因之一就是资料的缺乏
。

由于抵抗运动活动的特殊性
,

就是 在它

的所在国
,

其资料也不可能是详尽无遗 的
。

至于引进和介绍到国内
,

那就 史 是十
·

分有限的 了
。

退一步说
,

纵使有 了比较丰富的资料
,

也并不意味着必 然会写 出一部高水平
、

高质 锹的 专若
。

罗

价才才君奉

著之所 以在欧洲抵抗运动问题的研究上有所深入和建树
,

是与作者屡年不辍
、

勤奋耕耘
、

精心积 累和收染资

料分不开 的
。

罗志刚教授长期从事世界现代史
、

二 战史 的教学和研究
,

尤其是集中精力 攻研欧洲抵 杭运动
。

通过对大量俄文
、

英文
、

塞尔维亚文著作的披阅
,

从而在许可的范围内获得 了大量的直接或间接的资料
,

掌

握了国外关于该问题研究 的基本情 况
。

特别是他在南斯拉夫留学期间
,

更是刻意搜寻这方 面的有关著作
。

翻

开罗著
,

笔者深为资料之翔实所折服
,

其中不少在国内均属首次见面
。

在该书写作前
,
作者曾对苏联

、

法国
、

南斯拉夫等国的抵抗运 动分别作过深入的研究
,

先后发表 了一批成果
。

这些成果这次都不同程度地溶入到新

著中
。

著书当应立说
,

唯 有这样
,

才能服务社会
,

遗教后人
。

罗著并不满足于对欧洲抵抗运动的一般性探讨
,

而是力求对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以及理论问题作出 自己的回答
。

这充分体现 了作者求深求真
、

勇于探索的科学

精神
。

有关这方面的内容集中反映在罗著的第五章《 总论 》之中
。

以抵抗运动的性质为例
,

这确是一个准度甚

大的问题
。

作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

明确提出它不同于
“

一般的民族运动
” ,

它既是反法西斯的爱国运动
,

又是
“

有带着广泛社会政治要求的各国人民群众参加的一种社会运动
” ,

是
“

反法西斯极权主义
、

种族主 义
、

尊重人民生存权利
、

维护民主 自由
”

的
“

人民 民主运动
。 ”

(该书第 2 51 一25 2页 )应 当说
,

这一定性是比较准确和

客观 的
。

总论一章对欧洲抵抗运动的若干重大问题所作出的颇具见地的阐述
,

读来令人耳 目一新
,

它不仅使

罗著的学术份量大大加重
,

而且也反映 了作者较深的理论功底
。

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是人民群众
。

罗著从这一唯物史观 的基本立场出发
,

批判了资产 阶级学者

要么轻视抵抗运动的消极态度
,

要么只是对流亡政府 以及军人的活动大书特
一

书的片面态度
。

作

者用大量的笔墨热情呕歌 了广大欧洲各国人 民在纳粹腥风 血雨的黑暗统治下
,

不 畏强暴
、

勇于

斗争的英雄事迹
,
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各国抵抗战士前仆后继

、

不怕牺牲的壮丽历史画面
。

欧洲

韦才才才价勺气价扩扩扩奉

各国抵抗运动在后 期几乎发展成 了全民族的总动员
,

它吸引了除叛国者
、

投降者之外的各个社会阶层
,

如工

人
、

农 民
、

工商业者
、

职员
、

自由职业者
、

公务员
、

作家
、

学者
、

学生
、

教 员以及军人等
。

但是
,

抵抗运动

的主要构成则始终是工农大众
。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
: “

各国抵抗运 动的主力是劳 动人民
,

即属于不同社会

团体
、

处在 不同党派影响之下的工人阶级和农 民
,

正 是他们承担了民族的最大牺牲
,

为国家的独立和 自由作 出

了重大的贡献
。 ”

(该书第 26 1页 ) 纵观罗著全书
,

始终贯穿着人 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指 导思想
。

欧洲抵抗运 动之所 以能够获得蓬勃发展并达到较高的水平
,

同各国共 产党 的正确领导和巨大影响是紧紧

相连的
。

诚然
,

在大 多数国家
,

共产党并非是抵抗运动的唯一领导者
。

但是
,

共产党通过 自己的行动和纲领
,

强有力地影响着各种抵抗运动组 织
。

罗著在强调共产 党是各国抵抗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的同时
,

从历史事实 出

发
,

并不否认某些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政党所发挥 的积极作用
。

作者用相应篇幅叙述了资产 阶级所领导 的一些

抵抗运动
,

如戴高乐 的
“

自由法国
”

等
,

进而指 出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抵抗运动所 带有的不可避免的局 限性
。

在

这里
,

作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立 场和观点是 十分鲜明的
。

当然
,

罗著 的特色和长处 不止 于以上方面
,

例如 它还将欧洲抵抗运动和 它对战后欧洲历 史的影响 联 系

起来
,

从而构成 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

但令人遗憾的是
,

作者未能在这一方面予 以深入拓展
。

罗著 的出版
,

必

将推动我 国二战史研究 的进一步发展
。

同时
,

在当前两德统一后新纳粹 主义开始抬头的情 况下
,

该书对于人

们全面了解和正确看待这段不寻常 的历史
,

尤其有着不可 忽视 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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