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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抗战时期蒋介石改变美国战略重心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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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蒋介石试图改变和影响美国“先德后日”战略的努力贯穿于 1941至 1944年 ,是二战

中中美关系矛盾的重要方面。蒋介石的这种努力主要是对美国战略投入绕开中国抗日战场客观现

实的反应 ,对于中国抗战有其积极面。但是 ,由于囿于意识形态观念和依赖外援的政策路线 ,蒋介石

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就只能是悲剧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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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美关系中的矛盾 ,与中

美战时政府首脑战略观念与实践上的不同有密切关

系。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 1944年中期 ,蒋介石对美

国战略的态度和对策经历了寻求改变、对抗利用、顺

从依赖的过程。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一阐释。

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 ,是蒋介石积极寻求改变

美国“先德后日”战略 ,力争战略重心转向远东太平

洋地区的阶段。

1939年 9月 18日 ,蒋介石电告驻美大使胡适

表示: “……国际形势至危 ,若非美国有重要之表示

与行动 ,则英、法在远东势必退缩 ,我国全处于孤立 ,

而日本所谓东亚新秩序即可实现” [1 ]
( P. 29)。由于各

种因素 ,特别是法国战败 ,美国安全首先受到来自德

国的挑战 ,其战略注意力和战略物资投入明显偏向

欧洲大西洋方面 ,并形成较完整的“先德后日”战略

构想 [2 ]
( P. 25- 28, 32- 34, 43- 48)。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 ,蒋介石认为美国偏重对

德意作战的战略有转换的可能。 他在 1941年 12月

10日的日记中说: “以目前形势而言 ,英、美在军事

上太无准备 ,且虚张声势 ,至遭此败 ,势所必然。但由

世界整个局势与远东战争最后结果而言 ,反可因之

转祸为福。以英、美以后则不能不集中全力先解决远

东之倭寇 ;否则 ,英、美乃以远东与中国为次要也” [3 ]

(第 3页 )。在这种判断的指导下 ,蒋介石积极努力使

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远东。

蒋介石首先积极推进中美英远东作战整体计划

的形成。 1941年 12月 9日 ,蒋介石让宋子文转告美

国当局: “……望美国对远东军事速定全盘计划 ,领

导各国 ,俾得行动一致 ,力量集中 ,勿为敌寇各个击

破也”
[4 ]

(第 43页 )。12月 23日 ,蒋介石又向罗斯福提

出召开远东有关各国联合军事会议 ,以协调相互之

间的行动 [3 ]
(第 10页 )。根据罗斯福回复 ,蒋介石在重

庆主持中美英联合军事会议 ,并主张: “倘断定亚洲

战区为某一时期最重要之区域 ,则自当决定战略 ,予

该战区以一切支配之优先权” [4 ]
(第 82- 87页 )。蒋介

石此言自然是针对“先德后日”战略原则。 1942年

初 ,蒋介石在与澳大利亚驻华公使谈话中 ,明确赞成

“太平洋战争与欧洲战争同样重要的看法”
[ 4]

(第 111

- 112页 )。蒋介石之所以能直接对美国战略提出异

议 ,主要原因是美英在太平洋的溃败和中国战场的

相对稳定 [5 ]
( P. 141- 144)。中国战场除与日本重兵相

持之外 ,还获得长沙战役的胜利 [6 ]
( P. 193)。这种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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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了蒋介石积极寻求战略重心转换的努力 [ 7]
(第

797页 )。

蒋介石此间也主动介入英美远东战略防卫事

务 ,最突出的就是访问印度和出兵缅甸。 从战略上

讲 ,印度是盟国战略构架中的枢纽之地。 如发生内

乱 ,日本很容易侵入 ,然后进军中东与德国会师。这

将对盟国战略造成巨大冲击 ,中国也将更加孤立。

1942年 2月 ,蒋介石在新德里与英军总司令哈特莱

和印度总督林里资哥讨论中表示: “我们应当尽一切

力量 ,使德、日军队没有会合起来的可能” [4 ]
(第 399-

401页 )。之后蒋介石又 3次电令顾维钧转告丘吉尔 ,

敦请英国改变对印政策 ,并警告: “印度万一动摇 ,

不惟大英危殆则东方战局则全盘失败矣” [ 4]
(第 434,

435, 437- 438页 )。 2月 26日 ,蒋介石又电令宋子文

请罗斯福促使英国改变对印政策: “ 如敌机轰炸印

度或敌军进攻印境 ,必至人心崩溃一发不可收拾。…

印度问题能否合理与应时之解决 ,乃为太平洋与地

中海战争胜负惟一之关键也”
[4 ]

(第 439- 440页 )。在

军事行动上 ,蒋介石派兵入缅参加缅甸保卫战 ,不仅

为保卫援华路 ,同时也是积极配合和影响美英战略

之举 [8 ] (第二章 )。

蒋介石力主建立中美英“永久机构” ,争取中国

参与美英盟国最高战略决策。 1942年 2月 26日 ,蒋

介石让宋子文向罗斯福表示: “华盛顿英美联合参谋

团名称而无中国在内 ,国人对之皆甚骇异” [4 ]
(第 439

- 440页 )。美英联合参谋首脑会议 ,一再不经中国同

意就调拨既定的援华战略物资 (特别是中国急需的

飞机 ) ,更使蒋介石感到参与战略决策的急迫。 4月

19日蒋介石电告宋子文向罗斯福呼吁: “如果英美

参谋长联席会议与物资分配机构不能扩大 ,使中国

得以参加 ,则中国在此战争中只是一种工具而已”
[ 9]

(第 74- 76页 )。 5月 9日 ,宋子文电呈蒋介石:美国仍

以先击败德国为主 ,亚洲战场为次。罗斯福的特使居

里也告诉蒋介石: 罗斯福的大多数下属重欧战 ,彼亦

无法挽回
[4 ]

(第 148页 )。在多番努力没有见效的情况

下 ,蒋介石决定向美国和盘托出完整的战略观点 ,即

不同意“先德后日”战略。 1942年 6月 12日 ,蒋介石

致电外交部长宋子文令熊式辉在太平洋作战会议上

提出提案 ,电文说: “……总盼军事会议对盟国整个

战略作一确切检讨 ,接纳我方建议 ,迅速改变`先解

决德国后解决日本’ 之战略” ,“……如照以往所抱

`先解决德国 ,则日本即不成问题’ ,或`日本虽败 ,而

德国仍能挽回形势’ 之观念证以最近战事经过之事

实 ,实非修正不可” [4 ]
(第 159- 160页 )。蒋介石的建议

显然与美国军政首脑的战略估计与判断完全不符。6

月 15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 ,告知美英年内不可能在

太平洋大举进攻 ,并认为大局已定 ,无法变更。中国

不宜再进行 “多方策动” [4 ] (第 161- 162页 )。

蒋介石的愿望和努力是不能实现的。美国战略

在太平洋战争之后是做了调整 ,但是决非战略转移。

美国并没有因为太平洋战争初期的受挫而改变“德

国第一”的战略原则。中国战场在美国战略中的位置

是: 中国必须在援华战略物资既少且不稳定的情况

下继续完成全球战略所需要的战略牵制任务。如罗

斯福对胡适所说: “至盼中国在各方面袭击 ,务使敌

军疲于应付 ,不能抽调大量军力” [4 ]
(第 82页 )。 美英

联合参谋首脑会议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军事战

略计划中的表述是: “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 ”
[10 ]

( P.

732- 735)。问题在于这种需要中国作出牺牲、付出代

价的意向和军事战略计划没有也不可能明确向蒋介

石说明 [11 ]
( P. 221- 222)。 显然 ,蒋介石高估了太平洋

战争爆发对美国战略的影响。

二

从 1942年中期到 1943年末 ,是蒋介石对美国

战略消极对抗并加以利用 ,争取美国战略能“欧亚平

行”或“欧亚并重”的阶段。在这一阶段 ,美英太平洋

防御战线大致稳定 ,开始准备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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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 P. 195)。此间中国在美国战

略中的作用是: 第一 ,牵制日本陆军主力于中国并支

持缅甸作战 ;第二 ,以中国为基地轰炸日本海上交通

线和日本本土。蒋介石正是据此促使美国实施“欧亚

并重”的战略。

1942年中期 ,德国隆美尔兵团在非洲发动猛烈

攻势。这种形势使得美英战略决策者下决心实施北

非地中海战略 ,尽早稳固地中海 -中东 -苏联南部

-印度这一战略枢纽区域 [ 12]
( P. 221- 228, 245- 247,

252- 253)。 6月 25日 ,宋子文致电蒋介石 ,告知罗斯

福与丘吉尔第二次华盛顿会晤的中心内容是保持近

东 [4 ]
(第 164- 165页 )。 6月 26日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

议抽调支持中缅印战区作战的美国第 10航空队主

力去保卫埃及 ,并不经中方同意将援华的 1个 A-

29轻型轰炸机中队改派埃及。蒋介石借此机会对史

迪威表示不满 ,认为这是中国战区的不重视
[ 4]

(第

215- 217页 )。 罗斯福迅疾对蒋介石解释: “最近轴心

兵力在近东之迅速推进 ,突使美国面临最危急之局

势。 ……惟此项飞机之拨用 ,实因局势突变 ,不得已

作临时措置” [ 4 ]
(第 171页 )。值得注意的是 ,罗斯福着

重强调的是挽救近东当前紧张局势 ,这样既可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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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情绪 ,又能掩饰战略目标取向。 7月 1日美国

陆军部长史汀生还对宋子文许诺: “英美不久将有大

举可以解除中国之压迫。”由于蒋介石仍然希望战略

重心的转移 ,因此采取静观事态、等待转机的策略。

如宋子文 7月 1日在给蒋介石电文中所说: “……英

地中海失败 ,日敌攻苏 ,引英美急起对日 ,与我反为

有利也”
[4 ]

(第 176页 )。

这一阶段蒋介石与美国战略关系较为复杂是重

开缅甸作战问题。就美国战略要求来说 ,进行第二次

缅甸战役的目的有以下几个相互衔接的方面:首先 ,

可以打通从仰光至云南的交通线 ,稳定中国战场 ;其

次 ,可以确保印度的安全 [ 11]
( P. 285) ;第三 ,可以用较

多物资支持以中国为轰炸基地 ,骚扰和轰击日本在

西南太平洋的交通线和日本本土 ,以支持美国在太

平洋的作战
[5 ]

( P. 257)。 而这几个方面的目的在于稳

住东方战线 ,以利于北非地中海作战。这就产生了一

个对中国秘而不宣的隐含因素 ,重开缅甸作战必须

受战略投入的制约。中国既要牵制日本 ,又要策应缅

甸作战 [11 ]
( P. 205- 342)。

蒋介石开始对收复缅甸作战期望值很高 ,不仅

希望中英南北配合作战 ,还要求美国派地面部队参

加作战。目的在于吸引更多美英军队到远东地区
[ 11]

( P. 216)。但罗斯福对蒋介石的回复明确表示了美国

军队不能参加中国战区作战 [4 ] (第 191- 193页 )。 1942

年 10月蒋介石要求美国采取更多步骤“维持中国作

战之实力”并提出具体方案 [4 ]
(第 193- 194页 )。 因为

担心蒋介石放弃抗战 ,罗斯福尽力维持对华空运 ,支

持陈纳德的“空中战略”。又以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

和支持中国战时和战后大国地位 ,争取中国战场的

保持 [13 ]
(第 115- 117页 )。 11月 ,美英成功地实施了

“火炬”计划。 罗斯福在致蒋介石电中说到: “各种军

火之运输 ,尤其由印运华之军火 ,在时间上当可格外

便利”
[4 ]

(第 205- 206页 )。蒋介石巴望中东形势有了

转折之后 ,大规模的全缅作战能开始 [ 4]
(第 206页 )。

但是 ,罗斯福在 12月 2日给蒋介石电文中仅建议采

取有效步骤收复缅甸 ,允诺在北非战役胜利之后改

善援华空运航线 ,以中国基地空中打击日本 ,从而避

免了对全缅战役的承诺 [11 ]
( P. 259)。

1943年 1月 ,罗斯福、丘吉尔致电蒋介石 ,要求

中国“……不仅对于敌人重要航道 ,并且对于日本本

部 ,能予以打击”。 同时明确告知美英将继续对德意

发动攻势的战略 ,希望中国支持缅甸有限作战 (即缅

北战役 )。 蒋介石了解了美国对缅甸作战的态度之

后 ,于 2月 7日致电罗斯福提出加大援华的要求。同

时仍希望美英实施缅甸作战的联合作战计划 [ 4]
(第

212- 214页 )。很明显 ,蒋介石对美国战略不满意又无

奈。 5月 5日 ,美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决定:暂时放

弃南北配合的全缅作战计划 [14 ] ( P. 78- 82)。 这就使

缅甸作战在兵力投入上主要成了中方的责任。蒋介

石马上做出强烈反应 ,于 5月 8日电令宋子文: “坚

持缅甸计划必须照北非与重庆会议所决定者实施 ,

非先以英、美海空军遮断敌军接济路线 ,与确实占领

仰光 ,打通滇缅至仰光全路交通线不可。如果仅占领

北缅甸至曼德勒为止 ,非仅无益于中国战场 ,而且费

力多牺牲大 ,……中国军队决不能再蹈去年覆辙” [4 ]

(第 227页 )。蒋介石之所以如此看重全缅作战 ,是想

借助美英军力收复缅甸 ,进而北上入中国打击日本。

这一意图自然与美国战略相左 [ 15] ( P. 396)。另外 ,蒋

介石也有难言之隐。为获取更多的援华战略物质 ,在

正面战场的战略部署上 ,大量军队被用于策应缅甸

作战。但是 , 5月 21日罗斯福向宋子文进一步暗示

了全缅战役的不可能 [4 ] (第 230- 236页 )。5月 22日蒋

介石再次做出努力 ,在给宋子文的电文中说: “如其

英、美不用有利海、空军先收复仰光 ,断绝敌之后方

交通 ,则攻缅计划决无成功之望 ,……英、美对北非

宣言与重庆及加埠决议与诺言 ,当此北非军事解决

后更应执行 ,决无理由推脱违约 ,否则以军事信约为

儿戏 ,其将何昭信于世。”为缓解中方情绪 , 5月 26

日 ,罗斯福告诉宋子文:美英联合参谋首脑会议正研

究攻缅登陆作战计划 ,预计 5- 6日内完成。 蒋介石

的希望再起 ,于 5月 29日去电宋子文询问全缅作战

的具体计划。罗斯福 6月 4日答复: “所谓缅北、缅

南同时行动 ,如同时进攻 ,恐非所宜 ,但至多不过两

三星期之先后”
[4 ]

(第 238- 247页 )。罗斯福的许诺自

然又没能兑现。 地中海战役胜利、意大利投降后 ,英

国进一步推拖南缅作战。 8月 25日 ,罗斯福、丘吉尔

联名向蒋介石正式通报了不能展开缅南登陆战的决

定。 蒋介石仅能维持己见
[4 ]

(第 259- 272页 )。

总之 ,北非地中海战役时期 ,蒋介石利用缅甸作

战问题与美国交涉 ,期望中国获得与其他战场同等

的战略对待。为了大战略的实现 ,罗斯福采取措施 ,

作出许诺 ,稳定蒋介石政府 ,以保证中国战场的战略

牵制。可以说 ,蒋介石获得了某种局部的成果 ,而争

取“欧亚并重”的主要目的则完全失败。

三

从 1943年 8月美英魁北克会议到 1944年中

期 ,是蒋介石被迫顺从美国战略时期。由于中国战场

仍可对日战略牵制并可望成为未来反攻日本的基

地 [16 ] ( P. 132) , 蒋介石在顺从中也还尽量争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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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战略。

在全缅作战不可能实施的情况下 ,蒋介石一方

面拖延进兵北缅 ,另一方面接受宋子文的建议 ,以退

为进 ,即从长远反攻考虑 ,调整与美英的军事关系。

首先争取进入美英战略决策的中枢机构 ,参加美英

联合参谋首脑会议和军用物资分配委员会。其次 ,改

组中国战区为反攻做准备。蒋介石担任最高统帅 ,总

领战区内中美英联合部队
[4 ]

(第 262- 264页 )。但是 ,

蒋介石明显没有估计到迅疾变化的形势将给中国带

来的影响。 1943年底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根本

改观。德黑兰会议上 ,美英苏 3国确定了联合反攻德

国的计划 ,这是完成“先德”战略目标的最后一步 [ 5]

( P. 274)。在这种形势下 ,美国的立场也减少了弹性。

在 12月 7日连续的几封电报中 ,罗斯福不仅明确指

出欧洲反攻与不能继续缅南作战的联系 ,还坚决敦

促蒋介石进行缅北作战 [4 ]
(第 285- 286页 )。鉴于大势

所趋 ,蒋介石的回电明确表示了顺从战略的态度:

“……首先将德国迅速击败 ,于中国与联合国家或有

重大利益 ,……愿接受阁下之建议。中国战区之危机

不仅在于军力之薄弱 ,而经济之危机更足以影响战

时军民心理之动摇 ,随时可以招致整个战局之崩

溃。”美国的援助是“补救中国与太平洋战略唯一缺

点之办法。” 10天后 ,蒋介石致电罗斯福 ,同意缅甸

总攻势延期至 1944年 11月 [4 ]
(第 287- 288页 )。 当

然 ,蒋介石内心并非就赞同了“先德后日”战略。 12

月 23日 ,蒋介石再次致电罗斯福 ,敦促实施全缅战

役 ,并警告中国战区崩溃“势将影响于太平洋之整个

战局形势” [4 ]
(第 291- 293页 )。 罗斯福 12月 29日回

电实际回绝了全缅作战的要求: 只是“同意在华长距

离轰炸机根据地急需有足够之战斗机保护”。应提及

的是 ,美国的空中援助给中国战场带来的压力也不

容忽视。美国在华空军的战略布局和任务主要是攻

击日本海上交通线及日本本土 [17 ] ( P. 279- 398, 524)。

随之带来的问题是 ,几乎中国的所有重型轰炸机基

地都成为了日本强劲攻击的战略目标
[ 18]

(第 73- 80

页 )。加上国民党军队自身存在的问题 ,就更使国民

党正面战场的防线雪上加霜
[ 14]

( P. 398- 399)。但是 ,

蒋介石对于罗斯福敦促中国进行缅北作战 ,仅能以

中国是“盟国在陆上轰炸日本本土唯一之基地 ,……

联合国在东亚大陆进攻日本重要之基地”加以对

应
[4 ]

(第 298页 )。颇为现实的罗斯福反而加剧了对蒋

介石赴缅作战的催促 ,并暗示这将影响到对华援

助
[19 ]

(第 178- 180页 )。

1944年 5月 ,国民党正面战场出现的不可抑阻

的败势 [20 ] (第 307页 )。蒋介石在恳请美国加强第 14

航空队实力的要求遭到美陆军部的拒绝之后 ,再次

呼吁罗斯福实施开罗会议计划 [4 ]
(第 320页 )。这是蒋

介石在困境中争取美国作战略重心东移的最后一

搏。 9月 18日 ,罗斯福与丘吉尔联合敦促蒋介石在

萨尔温江的部队与缅北驻印军配合支持蒙巴顿。 只

告知“蒙巴顿准备在孟加拉湾发动大规模海、陆攻击

战。”前提仍然是: “欧洲战况能容许吾人抽调必要设

备时即付实施”
[4 ]

(第 311页 )。 在对美国战略完全不

能施以影响 ,自身又无积极对应之策的情况下 ,蒋介

石就只有在国内战况不佳 ,且无南缅大规模两栖作

战配合的情况下进行北缅作战。美国此时对蒋介石

政府态度的变化原因很清楚: 首先 ,欧洲第二战场已

经开辟 ,“先德后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其次 ,美国

东方反攻的主要路线确定在太平洋区域 ,美国军力

和战略物资分配主要投向该地的美国海空军。特别

1944年 3月马里亚纳群岛作战之后 ,美国军方便把

对日战略轰炸的重心移到太平洋 [ 16] ( P. 475- 479)。第

三 ,中国正面战场的失利 ,结果是极大地减弱了蒋介

石与美交涉中的说话分量。

四

蒋介石不赞成美国“先德后日”战略原则与美国

战略实际运行中的问题有紧密联系 ,也与蒋介石本

人思想观念、抗战路线息息相关。

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与总体进程考察 ,美

国“先德后日”的战略原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 ,我们

应该看到 ,这一战略在实施和大体成功的过程中 ,基

本上是以中国付出巨大牺牲作为代价的。美国战略

投入重点的运行轨迹是: 英伦保卫战及大西洋作战 ;

支持苏联作战与太平洋防御作战 ;北非 -地中海战

役 ;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和太平洋反攻作战。这些战略

投入重点全部绕过中国 ,但战略的每一步又都离不

开中国战场对日本陆军主力的战略牵制。中国战场

在“先德后日”战略中的地位 ,是贯穿于战争始终的

战略牵制。中国战场与美国战略战时的这种依存关

系是客观存在的。中国是反法西斯四大盟国中基础

最弱之国 ,无工业能力 ,战略物资几乎全部依靠外

援。但是 ,在“先德后日”战略之下 ,比较英、苏等工业

强国 ,中国战时受援最少且最不稳定 ,承受的战略压

力不比其它各大战场轻甚至更艰危。中国除了国内

战场的坚持之外 ,还需按美国战略要求承担中缅印

战区的其他战略任务 ,始终支持和配合美国全球战

略的实施。而这些事实 ,美国军政首脑在处理与中国

战略关系时 ,有意无意地都加以淡化和掩饰。中国在

美英战略决策中没有任何发言权。 就是在远东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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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战线中 ,中国战场也总是处在保证太平洋战场和

印度防线的地位。而这些战略的奥秘 ,美国一般是对

中国方面隐匿的。从这个意义上讲 ,蒋介石对美国战

略的异议是有道理的。特别在太平洋战争初期 ,蒋介

石对美英太平洋防卫战略混乱状况的批评切中要

害。中国军队在维持正面战场基本防线之下 2次出

兵缅甸 ,支持美英挽救战略危局和配合太平洋反攻 ,

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举动。 蒋介石在美国战略实施

过程中采取的某些抗争行为 ,也表现出了当时历史

条件下的民族主义观念 [7 ]
(第 178页 )。这些既反映了

中美之间某些不平等战略关系的事实 ,同时也反映

了中美关系近代历史中从未有过的“平等”状况 ,这

是因为中国有了抗日战争的现实条件。另外 ,作为谋

略家的蒋介石 ,凭借中国战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实

际的战略地位 ,利用美国战略不能忽略中国抗战的

客观现实 ,以策略手段争取到美国持续对华援助。美

国在困难的条件下 ,维持并逐步增加对华空运物资 ,

除为着美国自身国家利益和战争战略而支持中国抗

战原因之外 ,与蒋介石的争取也不无关系。其积极结

果是 ,中国正面战场在盟国全球战略实施的关键时

期没有垮掉 ,有利于中国战略牵制作用。但是我们也

应该看到:从总体上讲 ,蒋介石不是以现实主义态度

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他所反对的是反

法西斯战争中正确的战略原则 ,这就注定了他的努

力只能是悲剧性的结局。

首先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演进告诉人们 ,法

西斯是人类文明发展与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 ,这就

要求负有时代责任的政治家在政治理念上作出某种

超越 ,或者说是暂时搁置意识形态上的争议。美国等

西方国家首脑吸取参战前政策中的惨痛教训 ,终于

明确地确立了集中全力首先打败法西斯的政策方

向。“先德后日”的战略原则是这种选择的具体体现。

蒋介石坚持战略重心移向远东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

是其仍然固守意识形态观念的立场。 这种立场恰好

违背反法西斯战争的客观规律。 蒋介石始终把中国

共产党视为“心腹之患” ,囤重兵封锁中国共产党抗

日根据地 ,限制中国人民抗战力量的发展。 保存实

力 ,希求美国战略重点转到东方 ,是蒋介石对付“两

个敌人”思想的逻辑发展。为使中国所有力量集中于

对日战争 ,牵制住日本军队主力 ,从而实现战略目

标 ,罗斯福希望中国国共联合抗战: “……消除歧见 ,

更密切的合作 ,以有利于对日作战的共同目标” [ 7]

(第 728页 )。 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也对蒋介石谈到 ,

“对共产党不妨宽待较好。 ……苏俄已逐渐改变 ,中

共应由新思想者训导之” [4 ] (第 307页 )。罗斯福自然

不是为共产党说话 ,而且也有其长远政治考虑。但为

了“赢得战争” ,他显然希望蒋介石像他一样采取战

时的现实主义路线与政策。正由于不合时宜的政治

立场和意识形态观念的局限 ,蒋介石就与支持苏联

对德战争和包容中国共产党对日抗战的美国战时大

战略始终保持着距离。

其次 ,蒋介石始终未接受“先德后日”的战略原

则 ,但对美国却有强烈的依赖。这是蒋介石片面抗战

路线的必然派生物。 这种依赖既反映在蒋介石政府

对外援的态度之上 ,也反映在其战略方针和战场实

际状况之中。更为重要的是 ,依赖外援的战略反过来

加剧了国民党政府既有的消极抗战态度 ,极大地影

响了国民党军队及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 ,终于酿成

1944年的正面战场大溃败 [20 ] (第 446页 )。这样 ,尽管

国民党广大官兵浴血奋战 ,也改变不了正面战场的

总体消极格局。正因为如此 ,作为中国的战时执政

者 ,蒋介石就很难寻求到处理与美国战略关系的正

确途径。随着美国大战略目标的逐步实现 ,蒋介石抗

战思路的负面因素也就暴露无遗。由此 ,蒋介石影响

美国战略的企望和努力 ,就合乎逻辑的成为历史幻

梦。问题在于 ,美国大战略限制下的对华政策和蒋介

石政府战时表现的消极面都极大模糊了人们对中国

战场与反法西斯世界战略相互依存关系的认识 ,使

得阐释中国战场实际战略地位问题留有某种缺憾。

好在中国抗日战场是由在战略上起着相互支撑

与呼应实际功效的两个部分组成
[ 21]

(第 427页 )。而其

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起着中坚的作用。最

值得指出的是 ,中国近代历史造就了具有世纪眼光

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 他们制定和成功实践了独

立自主的抗战路线和战略 ,凝聚起中华民族 ,妥善处

理战时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 ,求同存异 ,以无与伦比

的牺牲精神支撑起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伟业 ,同时也

以博大而坦荡的胸怀容纳和赞成“先德后日”战略。

这样 ,中国战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始终支持了反

法西斯战争世界战略并在其中占据重要战略地位。

1945年 1月 6日 ,在“先德后日”战略实施成功之

际 ,罗斯福由衷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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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第 408

页 )。这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美国战时领袖客观而无

偏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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