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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论 ·

论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四川作战”计划的破产

胡德坤

[ 摘　要]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曾策划过鲜为人知的“四川作战”计划。该计划的出台是日本深陷于中日战争持久战

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的困境时 , 日本当局不得已而采取的“赌博行为” 、“穷极之策” 。“四川作战”计划的实施之所以一波三

折 , 最终胎死腹中 ,中国战场的持久抗战是最重要的因素。

[ 关键词] 　抗日战争　四川作战计划　破产

　　 一

“四川作战”计划是日本当局企图从中国持久

抗战泥潭中挣扎脱身的冒险之举 、穷极之策。

北进 、南进政策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对外侵略扩张的主要国策 ,是日本世界战略的

主要组成部分。所谓北进 ,是指日本通过中国向

苏联远东地区扩张 ,主要对手是苏联 。所谓南进 ,

是指日本通过中国向南洋一带扩张 ,主要对手是

美英等国。但日本要实施北进 、南进战略必须先

占领中国。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 ,“日本地主

资产阶级的野心是很大的 ,为了南攻南洋群岛 ,北

攻西伯利亚起见 ,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 ,先打中

国” , “日本打了中国之后 ,如果中国的抗战还没有

给日本以致命的打击 ,日本还有足够力量的话 ,它

一定还要打南洋或西伯利亚 ,甚或两处都打。欧

洲战争一起来 ,它就会干这一手” 。① 这就是说 ,

征服中国是日本实施北进 、南进政策的基点。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企图速战速

决 ,在短时间内灭中国。但中国的顽强抵抗打破

了日本的如意算盘 ,日本陷入中日持久战泥潭而

难以自拔 。尤其是日本陆军主力投入了中国战

场 ,使日本当局无力南进进攻美英 ,北进 、南进政

策迟迟不能提上日程 。1939年 9月 1日 ,德国闪

击波兰 ,英法随即宣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

发 ,为日本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提供了契机。但

中国的持久抗战拖住了日本的后腿 ,使其无法迈

出南进的步伐。面对欧战爆发 ,日本阿部信行内

阁束手无策 ,于 9月 4日发表声明 ,声称“现今欧

洲战争爆发之际 ,帝国不介入欧战 ,专注于为解决

中国事变而迈进” 。② 为了能尽快将南进政策提

上日程 ,日本当局集中力量进行对华战争 ,以便迅

速结束中日战争 。

1940年 5 、6月份 ,德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席卷西北欧 ,击败了英法军队 ,法国败降。德国在

欧洲的扩张牵制了美英苏等世界大国 ,德国在欧

洲的胜利也大大刺激了日本南进的欲望 ,认为是

千载一遇的南进良机 ,叫嚷“不要误了公共汽车” ,

要加快南进的步伐 ,跟上德国的侵略速度 ,乘英法

之危 ,在南洋趁火打劫 。7月 27日 ,日本大本营 、

政府联席会议在《适应世界形势变化的时局处理

要纲》中指出 ,“同世界形势的变化相对应 ,改善内

外形势 ,在促进中国事变解决的同时 ,捕捉良机 ,

解决南方问题” ;“关于中国事变的处理 ,集中政

略 、战略的综合力量 ,特别是断绝第三国的援蒋行

为等一切手段 ,尽快使重庆政权屈服” ;“在中国事

变已解决的情况下 ,只要内外形势允许 ,就捕捉良

机行使武力 ,解决南方问题” ;“在中国事变未能解

①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 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 ,第 476

页。

[ 日]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 90·中

国事变陆军作战 3》 ,东京朝云新闻社 1975年版 ,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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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的情况下 ,如果内外形势特别有利 ,也可以行使

武力解决南方问题。”①这就正式确定了南进政

策 。

为了准备南进 ,日本采取了一系列的外交措

施 。1940年 9月 ,日本与德意结成了军事同盟 ,

明确地把东亚 、包括南洋地区划为日本的势力范

围 ,把美英作为主要敌人 ,其目的是利用三国同盟

对美英施加压力 ,使其放弃援华政策 。日本当局

在《关于强化日德意轴心的文件》中明确写到:“为

了解决中国事变 ,希望德意尽可能地在政治 、经济

方面给予协助。”②1941年 4月 ,日本与苏联缔结

了中立条约 ,一方面是希望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 ,

另一方面也想削弱苏联的对华援助和支持 。10

月 3日 ,日本外务省在《日苏国交调整要纲案》中 ,

明确要求苏联承认伪满洲国 ,放弃援蒋政策 ,抑制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行动等 。③ 1941年 1 月 ,日本

与美国重开谈判 ,企图利用日美谈判来达到孤立

中国的目的 。这些外交措施的一个共同点是:争

取解决中国问题的有利形势 ,甩掉南进包袱。

1941年 6月 22日 ,苏德战争爆发 ,给日本提

供了向北进攻苏联的良机。但日本陆军主力深陷

中国战场 ,无力北进。正如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

所言 , “现在日本将重兵用于中国 ,北进实际上不

可能”。陆相东条英机也指出 , “中国事变必须继

续解决” 。7月 2 日 ,在日本御前会议上 ,杉山元

又进一步指出:“对德苏战争 ,日本当然应该根据

三国同盟精神采取行动 ,但帝国目前正忙于处理

中国事变 ,我觉得以暂不介入为宜。”④在经过一

番激烈争论之后 ,会议赞同陆军的主张 ,认为北进

问题只有等到苏联败局已定 ,瓜熟蒂落 ,才能趁火

打劫 ,不战而胜 。因此 ,会议通过了《适应世界形

势演变的帝国国策要纲》决定:“不管世界形势如

何演变 ,帝国均将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 为方

针” , “向处理中国事变的目标前进 ,并为确立自存

自卫基础 ,跨出南进步伐 。”为此 , “不辞对美英一

战” 。南进也是为了“进一步从南方区域增加压

力 ,促进蒋介石政权的屈服” 。如果说 1940 年夏

到 1941年夏 ,日本对华政策是为了准备南进 ,那

么 ,这次御前会议确立南进方针后 ,日本对华政策

便是为了推进南进政策的实施 。此时 ,日本当局

感到 ,要想先解决中国问题再南进已毫无希望了 ,

只有先南进 ,再利用南进的胜利 ,使国民政府进一

步孤立 ,才能迫使其屈服。但日本中国派遣军总

司令官畑俊六大将认为 ,中日战争已经 5年 , “仅

仅 —个中国 ,日本的力量就很勉强” , “现又两面作

战 ,情况将会越来越困难” 。⑤ 1941 年上半年 ,武

汉地区日军第十一军进行了湖北襄阳作战 、江西

锦江作战 ,华北日军在晋东南进行了中原会战等。

由于日军主要兵力用于“治安战” ,因而 ,这些小规

模的“短促作战” ,都以损兵折将而告终。

12月 8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太平洋战争爆

发后 ,中国战场便成为日本南进最大的后顾之忧。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 ,日本陆军兵力为 51个师团 ,

具体分布情况是:日本本土 4(另有混成旅团 11)、

朝鲜 2 、中国 35(其中东北地区 13 ,另有混成旅团

24 ;其他地区 22 ,另有混成旅团 20)、太平洋战场

10(另有混成旅团 4)⑥。在太平洋战场的日本陆

军仅 10个师团 ,占日本陆军师团总数的 19.6 %,

而在中国战场的日本陆军有 35个师团 ,占日本陆

军师团总数的 68.6 %,这就表明 ,日本陆军主力

仍在中国战场作战。1941 年 12月 3日 ,日本大

本营在《大陆命第 575号》命令中 ,规定日本中国

派遣军的总目标是 ,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迅

速处理中国事变” 。总任务是在华北 、京沪杭地区

的占领区加强“治安战” , “迅速恢复治安” ,对国民

政府“加强封锁 ,摧毁其抗战企图” , “确保重要资

源地区 ,努力培养我战力” , “实施对华谋略 ,促使

抗日势力的衰亡” ,在武汉地区发动进攻作战 , “努

力摧毁敌人的抗战力” ,在广州地区扩大对沿海的

占领。⑦ 根据这一命令 ,要求日本中国派遣军不

仅要在各方面自给 ,而且还要从占领区攫取更多

的物资 ,支援太平洋战场 。1942年 3月 19日 ,日

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在上奏中提出 , “在形势许

可的情况下 ,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 ,断然为解决

中国事变而迈进 ,以图迅速解决之 。”他提议 , “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 日]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册 , 《文

书》 ,东京原书房 1978年版 ,第 450页。

[ 日]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 5 ·三

国同盟 、日苏中立条约》 ,东京朝日新闻社 1963年版 ,第 267页。

[ 日]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 ,东京原书房 1982

年版 ,第 82-84页。

[ 日] 实松让:《现代史资料 35·太平洋战争 2》 , 东京美

铃书房 1978年版 ,第 121-122页。

[ 日] 《战史丛书 90·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3》 ,第 442页。

[ 日]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 ,第 194-195页。

[ 日] 《战史丛书 90·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3》 ,第 466-477

页。



民国档案 2008.4 99　　　

中国进行较大规模的作战” ,“作战目的是:或能歼

灭敌之中央军 ,或能攻占对重庆政府构成直接威

胁的战略要地 ,或使重庆政府进一步丧失统制力 ,

策动其各军分裂 、崩溃” 。他强调 ,对日本在华占

领区进行“清乡工作” , “根据清乡工作的扩展 ,彻

底提高占领区的治安” 。为此 ,要从其他地方抽出

若干兵团 ,同在华日军一起进行大规模作战 ,歼灭

国民党中央军。

4月 6日 ,杉山元在上海向畑俊六做了进一

步说明 。杉山元指示说 , “在目前时局下 ,中国事

变的处理着眼于歼灭敌军 ,摧毁敌抗战力 , ……彻

底肃正治安 ,进而通过政略 、谋略的运用 ,加强经

济压迫 ,消磨敌之抗战意志。尤其是在切断缅甸

援华道路后 , 击溃敌骨干兵团 , 其意义极为重

大 。”①他要求日本中国派遣军就这次作战进行研

究 。5月 16日 ,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边盛武中将

到南京向日本中国派遣军传达日本大本营的意

图 。田边盛武指出 ,日本在南方的作战已大致告

一段落 ,要利用南方作战的成果 ,努力解决中国问

题 。为此 ,要求日本中国派遣军研讨“西安作战”

(简称 50号作战)计划和“四川作战”(简称 51 号

作战)计划 ,争取在 1942年 9月以后发动“西安作

战” ,作战目的是:“歼灭西安地区正面之敌 ,攻占

西安及宝鸡附近要地 ,并努力切断西北通道 ,强化

对重庆政府的压迫态势 ,以支持政略谋略的推

进 。”1943年春季以后发动“四川作战” ,作战目的

是:“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战果 ,伺机对四川平原实

施进攻作战 ,歼灭该方面中国抗战军队的主力 ,攻

占四川平原要地 ,以政略与谋略相结合 ,使重庆政

府屈服 、崩溃或分裂。”②于是 , “四川作战”计划的

制订便正式提上了日程。

二

1942年 5 月 24日 ,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了

“西安作战”计划 ,准备集中 7个师团 、2个旅团的

兵力进行“西安作战”。对“西安作战”计划 ,日本

华北方面军忧虑重重 ,内部发生激烈争论 ,不少人

认为不宜进行“西安作战” ,其理由是:“日本华北

方面军正在全力剿共 ,以期迅速恢复治安 ,但如能

在增强兵力的有利情况下 ,也想歼灭西安方面胡

宗南的重庆嫡系第八战区军队 。可是 ,当前第八

战区在与我军对峙的同时 ,也与延安的中共军队

对峙 ,只进攻西安反而对日本在华北的主要敌人

中共军队有利 ,因而下一步要考虑消灭延安” , “日

本同重庆方面虽一时相争 ,却有共存的性质。但

日本同中共势力之间是不容许共存的” , “日本华

北方面军的真实意图在于消灭延安。”③即是说 ,

日本华北方面军认为其主要敌人是中共军队 ,更

重视的是“延安作战” ,而不是“西安作战” 。在日

本参谋本部也有不少人对“西安作战”持反对意

见 ,认为如果只进行“西安作战”而不进行“四川作

战” ,对解决中国问题效果不大 。于是 , 到 6 月 ,

“西安作战”便合并到“四川作战”计划中 ,成为“四

川作战”的一个组成部分。此时 ,日本中国派遣军

对“四川作战”寄予了厚望。

1942年 6 月 ,日本在中途岛海战中失利 ,日

本大本营估计 , 1943 年下半年以后 ,美英的军事

力量将逐渐增强。为此 ,必须在此前主动发动攻

势 。在中国战场 ,日本参谋本部加紧制订“四川作

战”计划 , 6月末 ,制订出“四川作战”(时称 51 号

作战 ,后改称 5号作战)的基本方案。该方案要求

日本中国派遣军出动 16个师团 、2个混成旅团 、2

个航空师团的庞大兵力 ,分别从西安 、武汉出发 ,

南北两路夹击四川 , “歼灭敌中央军主力 ,攻占重

庆 ,并占领四川省” 。④ 对这一方案 ,日本陆海军

中央部 、日本中国派遣军经过多方研讨 ,深感困难

重重 ,但为了取得战争主动权 ,也不愿放弃冒险一

试的机会。8月 25日 ,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目

前形势下的陆军作战准备》中指出 ,拟于 1943年

春在中国战场出动 16个多师团的兵力发动“四川

作战”(即 5号作战),“这次作战的目的 ,是歼灭敌

中央军主力 ,并攻占四川省的要地 ,摧毁敌抗战根

据地 ,促进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 。”为了进行“四川

作战” ,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决定 ,将中国(不含东北

地区)的日本作战兵力从 61万人增加到 97万人 ,

即增加 36万人。其中 ,从日本本土抽调 12万人 ,

从中国东北抽调 18万人 ,从太平洋战场抽调 6万

人 。日本中国派遣军新组建第五方面军 ,下辖第

一 、第七 、第二十八军共 11个多师团的兵力 ,其

①

②

③

④

[ 日]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 55 ·

1942 、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 3》 ,东京朝云新闻社 1972年版 ,第 15

-16页。

[ 日] 《战史丛书 55· 1942 、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 3》 ,第

24-26页。

[ 日] 《战史丛书 55· 1942 、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 3》 ,第

110-112页。

[ 日] 《战史丛书 55· 1942 、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 3》 ,第

4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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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第一 、第七军担任沿山西潼关 、陕西汉中 、四川

广元一线 ,进攻成都 ,占领四川;日军第二十八军

沿河南郑州 、湖北襄樊一线 ,从重庆北部进攻重

庆;武汉地区的日军第十一军沿湖北宜昌 、四川万

县一线 ,与日军第二十八军相配合 ,从东面进攻重

庆 。作战时间预定为 1943年春季以后 。① 9 月 4

日 ,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同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

长河边进行了恳谈 ,传达了“四川作战”计划。由

于日本陆军主力长期对华作战 ,仍只能维持战略

相持局面 ,现在岂能以重兵进攻四川 ?长期在中

国战场指挥作战的河边对“四川作战”深表疑虑 ,

他反问到 , “大本营对 5号作战使用兵力预测的基

础如何 ?”“同进攻武汉时相比使用更大规模的兵

力进攻四川可能吗? 其结果只是占领点和线吧 !”

但日本大本营仍坚持原案。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

长田中新一中将在回忆录中写到:“我作为第一部

长 ,决心排除万难实施 5号作战。那是由于我认

为在战争最后阶段决定性的力量仍是控制中国大

陆 ,而且立足于必须坚决防止中国大陆成为美国

空军基地。同时 ,考虑到控制中国大陆对印度和

西亚诸国带来影响 ,这是在促进战争结束方面目

前的重要方策。”②9月 6日 ,河边返回南京向畑俊

六做了汇报 ,其要点是:一 、美国战力日益增强 ,而

日本军需生产供不应求 。为确保南方作战成果 ,

要先瓦解英国 ,再使美国丧失战斗意志 ,争取在西

亚与德意会师 ,对苏联采取既定方针 ,期待在今明

年内结束战争。在此期间 ,为瓦解重庆政权而发

动进攻 ,时间视形势而定 ,但要着手准备 。二 、进

攻四川的作战完全是一种赌博行为 ,以此打开局

面是一种悲壮的决心 。因为日本的国力关系到同

美作战问题 ,所以虽不允许将宝贵的军用物资用

于对重庆作战 ,但作为穷极之策 ,陆军中央同意进

攻四川 。③ 9月 9日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

俊六召开军事会议 ,要求迅速准备“5号作战”演

习 。

9月 ,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瓜达尔康纳尔岛

争夺战中遭到重创 ,导致太平洋战场战况开始向

不利于日本方面转化 ,使日本大本营对“四川作

战”计划产生了怀疑。9月下旬 ,日本参谋本部通

知日本中国派遣军 , “四川作战”延期到 1943 年 7

月 。11月 ,日本在瓜岛战役中再遭重创 ,形势对

日本更加不利 ,不得不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到太

平洋战场。日本大本营认为 ,美国暂时难以从中

国大陆发动大规模反攻 ,日本只有竭尽全力在西

南太平洋作战以打开局面 ,为此 ,须中止“四川作

战”准备 。④ 11月 4日 ,日本中国派遣军作战课长

宫野大佐就“四川作战”计划到日本参谋本部进行

了恳谈 。11月 7日 ,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边盛武

中将托宫野大佐转告通知日本中国派遣军:按照

参谋本部的意见 , “关于 5 号作战问题 ,经过各种

研究之后 ,由于全盘形势的变化 ,尤其是有关船舶

及国家物资动员(预计可获得的军需品数量锐减)

的问题 ,判断在 1943年实施此作战至为困难 ,此

问题当于最近研究后另行指示” ,“当前 ,日本全军

的状况是 ,不仅不能向中国增加兵力 ,而且还不得

不考虑将来要从中国向其他方面转用部分兵力和

物资。”⑤12月 10日 ,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在向天

皇上奏中指出 , “根据全面情况 ,当前不仅不能向

中国增加兵力和物资 ,反而要抽出一部分兵团 、部

队转用于南太平洋及其他方面 。当前 ,应在上述

范围内 ,根据现在的任务进行作战 ,尤其要努力提

高占领区的治安。”同日 ,日本参谋本部在给日本

中国派遣军的《大陆指第 1367号》命令中指出 ,停

止“四川作战”准备。据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畑俊六在 1942年 12月 13日的日记中写到 , “大

本营判断 ,凭借大东亚战争初战成果 ,能得以完成

不败的态势 ,企图进入印度洋同德意联络。原来

判断美国从明年下半年反攻 ,但却意外地提早反

攻 ,不仅在所罗门方面 ,最近在新几内亚 、帝汶方

面也企图反攻。如果放弃所罗门 ,日本海军联合

舰队也就失去了根据地而后退 ,不仅不能完成不

败的态势 ,而且必定处于守势。可以预料 ,美军将

在婆罗洲 、菲律宾方面反攻 ,日本将举全力确保所

罗门 、帝汶一线” ,“由于明年全年对中国方面不能

补充兵力 、资材和补给 ,明年在中国的进攻作战一

律中止” , “形势如此急剧变化 ,极不愉快 ,但从全

①

②

③

④

⑤

[ 日] 《战史丛书 55· 1942 、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 3》 ,第

51-57页。

[ 日]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 63·大

本营陆军部 5》 ,东京朝云新闻社 1973年版 ,第 79页。

[ 日] 《战史丛书 55· 1942 、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 3》 ,第

65-67页。

[ 日] 《战史丛书 63·大本营陆军部 5》 ,第 420页。

[ 日] 《战史丛书 55· 1942 、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 3》 ,第

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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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形势来看 ,别无良策。”①从畑俊六的日记中可

以看出 ,中止“四川作战”计划的主要原因有二:一

是由于中国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持久抗战 ,日

本陆军主力被牵制在中国战场 ,进退两难 ,仅靠日

本中国派遣军则无力发动“四川作战” , “四川作

战”计划便被迫搁置。二是太平洋战场正在发生

战略转折 ,从 1942年 6月日军在中途岛海战中因

战败而丧失制海权 ,到 12月瓜岛争夺战屡屡失

利 ,日本正在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 ,将面对美

国在西南太平洋到东南亚一线的反攻 ,这比日本

大本营的预期要早得多 ,打乱了日本企图利用太

平洋战争初战成果 ,在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以结

束中日战争的战略计划 ,使日本无力实施“四川作

战”计划 。

1943年 6 月 ,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转入守势 ,

估计美军即将开始发动大规模反攻 ,便企图在美

军攻势到来之前建立“不败态势” 。其中 ,关于在

中国战场的作战 ,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在研讨时

出现了严重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 ,日本面临美国在

太平洋战场的反攻 ,应重在研究在太平洋的防卫 ,

即使想解决中国问题也不会有成效;另一种意见

认为 ,应在中国进行“四川作战” ,因为“不能形成

自强必胜的态势 ,就是战败的前提” ,还是以进行

“四川作战”为好 ,因为重要的是目标明确 ,认清能

否确实使重庆脱离美英 ,蒋介石虽不致于举手投

降 ,但其部下将领四分五裂 ,这就意味着美国将无

法利用中国 。讨论的最后结论是:“对华作战不宜

操之过急 ,必须避免鸡飞蛋打。”②日本参谋本部

深知要在中国进行“四川作战” ,是心有余而力不

足 ,于是 ,只能伺机而动 ,不敢贸然行动。

1945年初 ,日本中国派遣军取得“一号作战”

(中国称“豫湘桂战役”)胜利后 ,总司令官冈村宁

次大将再次提出“四川作战”计划 。1月 1日 ,日

本中国派遣军在《关于今后作战指导的意见》中指

出 ,如果进行“四川作战” , 蒋介石政权将极为动

摇 ,现在正是对蒋介石政府军各个击破的最后机

会 。因为估计美军将于今年中期在中国东南沿海

登陆 ,那时 ,蒋介石政府亦恢复了战斗力 ,将与美

军相呼应在中国西部发动攻势 ,使日本中国派遣

军处于东西两线夹击之中 。为避免东西两面作

战 ,同时也为了将美军吸引到中国大陆 ,有利于日

本本土决战 ,现在应乘胜发动“四川作战” , “攻占

四川省要地 ,防止重庆军队的总反攻于未然 ,同时

也使重庆政权崩溃” 。③ 1月 5日 ,日本中国派遣

军总参谋长松井中将到东京向大本营建议 ,“估计

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进攻的时间约在今年中期以

后 ,要在美军进攻之前进攻四川 ,攻占重庆” 。日

本中国派遣军认为 ,抵抗从中国东南沿海登陆的

美军进攻较之进攻四川要困难得多 ,因而主张先

进行四川作战。日本参谋本部虽然认为日本中国

派遣军的分析判断有道理 ,但此时 ,日军在菲律宾

战败 ,估计美军下一步将在中国沿海登陆 ,要求日

本中国派遣军首先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做好防御

准备。④ 日本大本营紧急研讨新的作战计划 ,提

出了两种作战方案:第一种方案是继续努力进行

决战 ,消耗盟军战力 ,同时使“日 、满 、华”地区要塞

化;第二种方案是放弃目前的决战 ,立即退守重要

地区 ,全力进行长期战争 。经过辩论 ,多数人认

为 ,不进行决战就不可能进行长期战争。于是日

本大本营便采纳了第一种方案 ,提出了《以 1945

年中期为目标的战争指导草案》 ,决定“帝国依然

继续进行决战 ,争取战局的好转 ,并迅速确立以日

满华为基础的积极防卫态势 ,坚决实现长期持久

战争。”⑤1月 20日 ,日本大本营制订《帝国陆海军

作战计划大纲》 ,确定新的作战方针:以粉碎美军

的攻势为作战重点 ,确保和维持与战争有关的重

要地区 ,挫败盟军的战斗意志 ,达到战争的目的。

作战计划是:一方面加强日本南部诸岛和中国东

南沿海兵力 ,阻止美军进攻;另一方面加强日本本

土防卫 ,建立以日本本土为中心的防御体系。这

表明 ,日本大本营作战重点是阻止美军进攻。1

月 22日 ,日本大本营向日本中国派遣军下达《大

陆命第 1228号》和《大陆指第 2363号》命令指出 ,

“大本营的意图是击退正在反攻的敌人 ,尤其是美

军 ,确保以皇土为核心的国防要地 ,摧毁敌人的战

斗意志 。”此后 ,日本处在中美苏盟国的包围之中 ,

四面楚歌 ,已无还手之力 ,至此 ,日本“四川作战”

①

②

③

④

⑤

[ 日] 伊藤隆 、照泽康孝:《现代史资料续 4·陆军 ·畑俊

六日记》 ,东京美铃书房 1983年版 ,第 384页。

[ 日]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 66·大

本营陆军部 6》 ,东京朝云新闻社 1973年版 ,第 644-645页。

[ 日]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 42 ·

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 1》 , 东京朝云新闻社 1971年版 ,第 237-

242页。

[ 日]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 81·大

本营陆军部 9》 ,东京朝云新闻社 1975年版 ,第 539-540页。

[ 日]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 ,第 7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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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便寿终正寝 。

纵观日本“四川作战”计划的酝酿 、提出和破

产的全过程 ,我们不难看出 ,日本“四川作战”计划

制订的目的 ,在太平洋战争初期 ,是为了利用太平

洋战争的初战胜利成果 ,攻入中国大后方 ,迫使中

国屈服 ,以结束中日战争 ,将中国变成日本同美国

决战的后方基地 。但日本实施“四川作战”计划 ,

仅靠在华日军的兵力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从其

他方抽调大量陆军 ,这就增加了日本实施“四川作

战”计划的难度。当日本在瓜岛战役中失利 ,在太

平洋战场转入防御 ,不得不退守“绝对国防圈”时 ,

日本对“四川作战”计划逐渐丧失了信心 ,最终放

弃了日本“四川作战”计划。由此观之 ,日本“四川

作战”计划破产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战场的

持久抗战的结果 。1941 年 12月 ,太平洋战争爆

发时 ,日本陆军在太平洋战场仅 10个师团 ,而在

中国战场达 35个师团 ,如果发动“四川作战” ,日

本在太平洋战场的兵力本来就不敷使用 ,还要抽

调 6 万兵力到中国战场 , 实际上完全不可能。

1942年 12月 ,当日本在瓜达尔康纳尔岛作战中

失利时 ,日本不仅不能向中国增加兵力 ,反而决定

从中国抽出一部分兵力转用于南太平洋及其他方

面 ,这就使日本“四川作战”计划未及实施 ,便胎死

腹中。二是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作战 ,使日

本顾此失彼 。历史证明 ,打败日本法西斯是中美

英苏等盟国合力打击的结果 。日本“四川作战”计

划的破产 ,是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互相支持 ,互

相援助的结果 ,是战时中美合作的典型一例。

[胡德坤: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邮编:430072]

[责任编辑:蒋　梅]

　　(上接第 96页)从监察院提案弹劾到政务官

惩戒会决议被否 ,王正廷被弹劾案历时两年 4 个

月 ,此案的不了了之 ,既出意料之外 ,又在情理之

中 。出意料之外 ,是因为在法理上 ,王正廷的被付

惩戒决定是在经历了全部合法程序后 ,由党政两

方面的政务官惩戒机构所共同审核议决而形成

的 ,然其最后却是与前决议截然相反的结果 ,如从

国民党党国体制下权力行使的规则角度来考量 ,

这样的结局显然是十分“出格”的 ,甚至可被视为

对国民党党国运作机制的一个嘲弄。然而 ,此结

局其实又在情理之中 ,因为前述种种法规和章程

都只是国民党“党治”体制权力结构的外化表现。

由于国民党在南京建立的政权乃一以“党治”名义

行之的独裁政体 ,在这一政体中党权与“领袖权”

被混为一体 ,在“朕即党”的“人治”观念下 ,权力制

衡只在一定范围内发挥影响 ,通行的主要是隐伏

于制度层面下权力运作的“人治”规则 。而起最后

作用的 ,不仅不是监察部门 ,甚至也不在党的中枢

机构—中政会 、中监会 、抑或中常会 ,而在于凌驾

于所有这些部门之上却真正握有实权的领袖个

人 。

[申晓云: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

研究中心教授

邮编:21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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