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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七 ·七”抗战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日战争的起点 ,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

西斯战场。中国抗日战场的开辟粉碎了日本妄图速战速决 、一举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 ,打乱了

日本的战略步骤 ,延缓了东西方法西斯结盟的进程 ,促进了东亚国际格局向有利于反法西斯方

向发展 ,动员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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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 7月 7日 ,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中华民族毅然奋起 ,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全面抗日战

争 ,史称“七·七” 抗战 。中国的全面抗战 ,打乱了日本的战略步骤 ,延缓了东西方法西斯结盟的进程 ,

动员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向有利于反法西斯力量方面转化 。

一

中国的“七 ·七” 全面抗战打乱了日本的侵略步骤 ,制约了东西方法西斯国家的战略配合 ,成为轴

心国家之间结成战略同盟的重大障碍 ,从而阻碍了日本呼应德国的“北攻苏联 、南攻英美”战略的实施。

从 1937年“七·七事变” 到 1938年武汉沦陷期间 ,日本对华军事战略是速战速决。企图通过一场

有限战争迅即占领整个中国 ,然后 ,或北进进攻苏联 ,或南进进攻英美。中国的持久抗战打破了日本的

这一战略 ,迫使日本陷入了中日持久战泥潭而进退两难 ,成为日本实施北进 、南进世界战略的巨大障碍。

日本的世界战略包括北进 、南进政策两个方面 。在日本全面侵华初期 ,北进战略占主要地位 ,其主

要目标是攻占苏联和远东地区。1936年 8月 7日 ,日本广田弘毅内阁五相会议制定了《国策基准》 ,正

式把北进 、南进政策列为日本国策
[ 1]
(第 345 页)。1937年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其目的包含有南进的

意图 ,但主要还是为了巩固和扩大以中国东北为主体的北进基地 。当时任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的桥

本群后来回忆说 ,东北和华北是一个整体 ,要想解决东北的“治安肃正”问题 ,不占领华北是不可能的[ 2]

(第 130 页)。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也极力主张在攻苏之前 ,先给中国一击 ,以消除北进的后顾之忧
[ 3]

(第 612 页)。

“七·七事变” 爆发后 ,日本当局极为轻视中国的抵抗力 ,乐观地估计只以三 、四个师团的兵力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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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 ,中国就会在短期内屈服 。陆相杉山元在给天皇的上奏中狂妄地宣称 ,“中国事变用一个月就解决

了。”
[ 4]
(第 264 页)参谋本部的一个成员扬言 ,只要日本动员的声势一起来 、满载兵员的列车一通过山海

关 ,中国就会投降[ 5]
(第 85 页)。只有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担心 ,把数个师团送到华北 ,兵力被拖

住 ,出兵西伯利亚便成了空话[ 4](第 9 页)。但首相近卫文麿认为 , “七 ·七事变” 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绝好

机会 ,决定迅速增兵华北 ,扩大侵华战争 。

战争初期 ,日军虽占有装备和战力上的优势 ,但在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下受到重创。在华北 、上海 、

华东 、华中 、华南的广阔战场上 ,中国军民浴血奋战 ,使日军不得不渐次增加兵力。1937年末 ,在中国本

部的日军达 16个师团 ,相当于陆军总兵力的 2/3。武汉会战后 ,日本国内仅剩下 1个师团 ,可谓倾巢而

出 ,要想北进攻苏完全是有心无力了。

此时在远东 ,苏联远东军已增加到 20个师 ,而日本关东军和日本朝鲜军却只有 7个师团 ,本来用于

对苏作战的兵力 ,却投入到了中国战场 。这种情况使日军统帅部内部发生了争论。以参谋次长多田骏

为代表的参谋本部担心 ,对华战争将会变成长期战争 ,而无力发动对苏战争 ,因而主张停止军事进攻 ,用

政略手段来结束对华战争 ,转入对苏战争。以陆相杉山元为代表的陆军省则主张继续扩大战争 ,用军事

手段打垮中国国民政府[ 4]
(第 43页)。杉山元认为 ,只有征服了中国才谈得上北进。近卫文麿支持杉山

元的意见 ,决定继续扩大侵华战争 。

1938年 7月 ,日本朝鲜军在苏联边境挑起了张鼓峰事件 ,结果以惨败告终 。这是日本北进的第一

次试探。这次事件使日本感到 ,不迅速解决中日战争就无法充实军备同苏联相对抗 。于是 ,从 8月到

10月 ,日军动用了 10个师团的兵力攻占了武汉和广州。从表面上看 ,日本战果赫赫 ,然而从实质上看 ,

日军的战略进攻已成强弩之末 。自此以后 ,日军在中国战场再也无力进行战略进攻 ,中日战争进入战略

相持阶段 。1938年 11月 18日 ,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昭和 13(1938)年秋季以后指导战争的一般

方针》中指出 , “期望早日达到解决(中日战争)的希望是不大的” ,现在“必须防止日中再战” , “进一步做

好确保占领地区的治安” ,充实军备 , “准备下次对苏中两国作战”[ 6](第549 页)。这就充分证明 ,由于中国

军民英勇抗战 ,日军速决战战略彻底破产了。

1939年 3月 ,德国法西斯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 ,欧洲战争继续向东方发展 ,苏联面临着德国侵略的

威胁 ,为日本提供了北进的良机。这时 ,日本虽然急欲转换到对苏战争上来 ,但由于近百万大军被牵制

在中国战场 ,国内仅剩下 1个师团 ,因而无力实现这种转变。在参谋本部制定的 1938 —1939年度对苏

《八号作战计划》中 ,就已感到力不从心 ,丧失了对苏作战的信心
[ 7]
(第 30页) 。同年 5月 ,日本关东军擅

自出动数万大军在中蒙边境的诺门坎与苏军作战 ,接连发动两次攻势 ,均遭失败 。8月 10日 ,日本大本

营陆军部制订《诺门坎事件处理要纲》决定 ,中国事变正在进行时 ,只能对苏警戒而不能扩大纠纷 ,只能

主动撤兵 、用外交手段加以解决 ,而不许进行“惩罚作战”
[ 7]
(第 121 页)。这是日本北进的第二次试探 ,同

样以失败而告终 。

诺门坎事件表明 ,当日本陆军兵力深陷于中国战场时 ,无法配合德国东西夹击苏联 ,导致东西方法

西斯国家各行其是 ,无法战略配合 。可以说 ,中国的全面抗战 ,是日本不能随心所欲实施其世界战略的

根本性原因。更为重要的是 ,中国的全面抗战也是牵制日本与德国无法实现真正意义战略配合的根本

原因 。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 ,在国际上更加孤立 ,企图通过日德结盟牵制苏美英等国 ,以孤立中国 ,使中

国屈服。1938年6月 16日 ,在日本内阁五相会议上 ,陆相板垣征四郎在《中国事变指导的说明》中指出 ,必

须确认以解决中国事变为根本方针 ,应该以积极作战解决中国问题。如果这场战争长期化 ,日本就必然要

同苏 、英对抗 ,而要同苏 、英对抗 ,就必须加强日德意轴心同盟[ 8]
(第 549 页)。7月 19日 ,日本内阁五相会议

决定迅速强化同德意的关系 ,建立对苏军事同盟 , “以有利于迅速解决中国事变”
[ 9]
(第 67页)。

1939年 1月 19日 ,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向德国进行有限的让步:同盟以苏联为主要对象 ,根据

情况也以第三国为对象;以苏联为对象时 ,日本进行武力援助 ,以第三国为对象时 ,则根据情况而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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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8 页)。3月 15日 ,德国肢解捷克 、进逼波兰 ,激化了德国同英法的矛盾 ,于是德国要求迅速与日本

结盟 ,共同对付英法 ,但日本却陷入中日持久战争的泥潭之中 。3月 24日 ,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在给驻德

大使的电报中指出:日本准备先解决中国问题 ,进而解决对苏问题 ,然后积蓄力量对付英法。在中国事

变还在进行时 ,如果同英美关系恶化 ,会给日本经济带来混乱 ,这将对解决中国问题影响甚大 。因此 ,应

将日本的处境告诉德国 ,取得对方的谅解
[ 7]
(第 236-237 页)。由于日本的世界战略摇摆不定 ,德国只有先

与意大利缔结了“钢铁同盟”条约。德国的行动引发了日本当局内部的一场大论争。海军认为不宜过早

同英美对抗 ,因而坚决反对订立以英法为对象的同盟 ,以免卷入欧洲战争[ 9]
(第 123 页)。陆军主张按照

德国要求尽快结盟 ,认为与德国结盟对处理中国事变极为有利。5月 7日 ,板垣征四郎在内阁五相会议

上强调指出 ,目前 ,日本最重要的国策是处理中国事变 ,其困难在于苏 、英对中国的支持。如果与德意结

盟 ,则可把苏 、英牵制在欧洲 ,方能有利于中国事变的解决[ 7]
(第 270-271 页)。5月 9日 ,参谋总长闲院宫

载仁在给天皇的上奏中也强调:利用三国同盟可迫使苏英改变对华支持政策 ,而德意又可同日本采取一

致行动对付中国 。在世界大战未全面爆发时 ,利用三国同盟牵制苏 、英 ,使中国问题易于解决 ,当世界大

战全面爆发后 ,又能利用同盟对付苏 、英[ 8]
(第 589-592 页)。事实证明 ,日本与德国结盟初期就困难重重 ,

中国抗战是其症结所在 ,这也是其后德日同盟订立后 ,双方进行的战略配合徒有其表的主要原因之一。

总之 ,中国的“七 ·七” 抗战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 ,牵制了日本世界战略的展开 ,延缓

了法西斯国家结盟的步骤 ,迟滞了法西斯国家联手发动全面世界战争的进程 ,为反法西斯国家赢得了宝

贵的准备时间。

二

中国的“七 ·七” 抗战促使了美英开始改变对日绥靖政策 ,终结了二战局部战争时期贫弱国家遭受

侵略 、被迫抵抗 、付出牺牲 、最终失败的悲愤命运 ,推动了中苏美英和世界各国走向合作抗击法西斯的历

史进程。

从“九 ·一八事变”到“七 ·七事变” ,英美对日本侵华战争采取了绥靖政策。中国全面抗战刚爆发

之时 ,英美等国就认为积贫积弱的中国很快就要变成第二个埃塞俄比亚 ,因此 ,不愿因支持中国而同日

本对抗 ,对日本的侵略也不过是作些“温和的指责”
[ 10]

(第 12 页)。美国国务院官员一方面表示愿意帮助

中国 ,另一方面又不对日本进行制裁[ 11]
(第 36 页)当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赫尔后来回忆说 , “如果对日本施

加经济制裁 ,美国就得承担最沉重的负担 ,因为日美之间的贸易额为所有欧洲国家对日贸易总和的两倍

(它们在亚洲的领地和印度不计算在内)。而如果经济制裁导致战争 ,美国同样得承受最沉重的负

担。”
[ 12]

(第 553 页)1937年 11月 3日至 19日的布鲁塞尔会议上 ,美国不愿意参与对日本的制裁 ,英国外

长艾登则坦言 ,英国将“与美国完全保持一致”[ 13](第 104 页)。英国首相张伯伦直接表露 ,在布鲁塞尔会

议上谈论经济制裁和武力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是在这里缔造和平 ,而不是扩大冲突。”[ 14](第 38 页)英美

的对日绥靖态度使中国面临被牺牲的危险 ,也使东亚乃至世界面临深刻的战争危机 。

中国“七·七” 抗战逆转了美英远东绥靖政策的走向 。早在 1936 年 ,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

谈话中就指出:“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 ,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 ,他们的

想法只是一种幻想 。” [ 15](第 399页)1937年7月 24日 ,蒋介石在对《纽约时报》记者的谈话中告诫说:“美

国之小心翼翼 ,不欲卷入战争漩涡 , ……但就吾国而言 ,和平已遭侵略者之魔手所破坏 ,而美已感受侵略

者之影响 。 ……妥协与规避 ,决不能维持和平 。”
[ 16]

(第 284 页)中国抵制英美对日绥靖政策的第一个重大

行动 ,就是坚决反对 1939年间英日间的妥协 ,这也是其后不断制约英美对日妥协的开端。1939年 6月

14日日本正式封锁天津英租界 ,英国与日本缔结了《有田-克莱琪协定》 ,公开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

益和特殊需要。英国此举引起中国朝野的一致谴责和反对 。蒋介石在 1939年 7月 20日吁请罗斯福对

英法施加压力 , “务使此等国家(英 、法)不至与远东侵略国之日本成立任何谅解 ,使有损及中国之权益与

365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第 60 卷　

九国公约之精神 ,并妨碍中国之继续抗战”
[ 17]

(第 85 页)。7月 29日 ,中共中央发出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

的指示 ,强调树立抗战到底的决心及民族自信心 ,反对依赖英国的外交政策
[ 18]

(第 131-133 页)。7 月 26

日 ,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 ,对英方的态度表示失望 。28日 ,蒋介石致电《伦敦新闻纪事报》正告英国:中

国不是捷克 , “任何协定如不得中国政府之承诺 ,无论在法律上 、在事实上均丝毫不能生效 。”[ 19](第 102-

103 页)中国还加大了敦促美英对日实施经济制裁的力度 ,特别是要求:“美国所可采用之有效工具且包

括下列诸事 ,即绝对禁运军用材料及器具与日本 ,尤以钢铁与煤油为最。”[ 20](第 39 页)

中国的抗战意志促使了英美高层有识之士重新思考远东政策 。美国财政部长亨利 ·摩根索就主

张:“全力支援中国” ,“经济制裁日本” 。他还主张“联合苏联 ,组成中 、苏 、美 、英对日联合阵线 。”
[ 11]

(264

页)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上将在给国内的报告中认为 , “只是由于……中国抗战挡住了日本军团 , ”

日军“才没有向加利福尼亚州进军” 。因此 ,美国务必要援助中国[ 21]
(第 22-23 页)。1938年 5月 31日 ,英

国外相哈里法克斯在备忘录中说:“中国正在为所有的守法国家而战斗。”[ 16](第 691-693页)

中国抗战促使了美英远东政策的微妙变化。1938年 1月初 ,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对中国

驻美大使王正廷明确表示了愿意以贷款方式援助中国 ,“希望中国继续抵抗” , “不愿中国丧失领土 、放弃

任何权利”的意向[ 17]
(第 77 页)。6 月 ,美国开始对日本实施“道义禁运” 。12月 ,美国宣布向中国提供

2500万美元贷款(即桐油贷款),并于次年 2月正式签订了桐油借款合约。在美国影响下 ,英国也宣布

对华贷款 50万英镑 ,随后又决定贷款 500万英镑 。此后 ,英美渐渐打开了对华援助的大门 ,这对中国抗

战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日本“在外交上 ,更表现着孤立 , ……现在英 、美正在商量 ,要用

经济制裁去惩治它(日本)一下 。 ……英 、美借钱给我们 ,这是好的 ,开一道门 ,将来就更有路可走”[ 22]

(第 153-154 页)。1939年11月 7日 ,美国对日本策划建立的汪伪政权也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态度
[ 23]

(第 35 ,

60 页)美英的这些变化缘起于中国全面抗战 ,中国的抗战和抵制英美远东绥靖政策的努力迫使英美重新

进行战略选择 ,逐步将维护自身利益与中国抗战相连接 ,从而推进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组合 。

中国在抵制英美远东绥靖政策 、争取国际援助的同时 ,还积极倡导建立反法西斯联盟 。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爆发前 ,中国已经比较深刻地认识到了法西斯的侵略本性和它的侵略野心。认为灭亡中国不是

日本的终极目标 ,运用“北守南进之海洋政策” 、“南守北进之大陆政策” ,达到“独霸东亚”才是其最终目

的 ,而这些都会与英美苏发生尖锐冲突[ 24]
(第 95-96页)。正因为如此 ,中国屡次旗帜鲜明地指出 ,中国抗

战“不独求民族之解放 ,不独求领土主权之完整 ,实亦为全世界各国之共同安全而战也。”
[ 2 5]

(第 169 页)中

国始终坚信 ,在侵略国家的对面一定会产生一个英 、美 、法 、苏的联合阵线来 ,因此 ,始终致力于建立世界

反法西斯联盟的外交努力 。中国自身的国情也是推动中国提出结盟主张的一个内在动力 。中国政府认

为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之能幸存苟全 ,实由列强各自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优厚利益 ,不容

某一强国独享所致。如有某一强国 ,企图独占中国 ,必然引起环伺中国的列强干涉或支援中国
[ 26]

(第 248

页)。因此 ,如果能同在亚太地区有着重大利益的国家结盟 ,则必定会增强中国的抗战能力。正是以上

基本的考虑 ,推动着中国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进行积极的努力。

1937年 7 、8月间 ,毛泽东多次提出“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争取英 、美 、法同情我们抗

日 ,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 ,争取他们的援助”
[ 27]

(第 1页)。7月 29日 ,在南京政府举办的庐山谈话

会上 ,社会科学家吴康提出了“南联英美 ,北结苏俄”外交总方针的建议 ,还主张联络法国 ,中立德国和意

大利 ,以巩固中国在国际上优胜的形势[ 28](第 365 页)。1938年 3 月 29日至 4 月 1日 ,国民党临时全国

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 ,对于战时外交方针明确规定 ,要“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之势力 ,制止日本侵略 ,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对于世界各国现存之友谊 ,当益求增进 ,以扩大对

我之同情 。”[ 29](第 159 页)中国在与相关大国结盟抗日的方针下 ,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 。

“七·七事变” 爆发伊始 ,国民政府就派人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商谈由苏联供应军事装备并

缔结中苏互助条约一事 ,并于 1937年 8 月 21日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苏联率先援华
[ 30]

(第 257

页)。当时的法国报纸评论中苏条约是“插入日本蛮牛颈上的一支火箭 。” [ 31](第 29 页)关于中国抗战对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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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的战略价值 ,1938年初 ,斯大林对访苏的中国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就坦言:他“深知中国不仅是为自

己作战 ,也是为苏联作战;日本人的最终目的 ,是占领整个西伯利亚直到贝尔加湖”
[ 32]

(第 93页)。

纵观中国“七·七” 抗战对苏联战略和美英东亚政策的影响 ,可以看到 ,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

起始于中国全面抗战 。围绕中国抗战 ,东亚国际格局发生了不同于“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全新变化 ,形

成了世界反法西斯主要大国走向联盟的总体趋势 ,而这正是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关键之所在 。

三

中国的“七 ·七” 抗战震惊了世界 ,鼓舞世界人民投入到反法西斯斗争的洪流之中 ,成为反法西斯

战争初期极为广泛而深入的精神动员。正如毛泽东在 1937 年 10月 25日与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中所

指出:中国抗战“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 。国际间过去鄙视中国不抵抗的 ,现在转变为尊敬中国的抵抗

了。”[ 33](第 374-375页)

中国全面抗战受到苏联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赞扬。苏联《真理报》连续发表文章 ,谴责日本侵略中国 ,

赞扬中国抗战“反映了中国抗日情绪的巨大高涨和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坚强意志” 。并预言“日本

军队在一夜之间能够占领几十个城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 34](第 319 页)苏联许多青年表示:“假

如中国需要自愿兵 ,只要一下命令 ,保管一天之内 ,就有十万人去报名。”苏联援华空军将中国抗战事业

当成自己的责任 ,苏联空军大队长库里申科说:“说实话 ,我像体验着我国的灾难一样 ,体验着中国劳动

人民正在遭受的灾难 ,我每当看到日本飞机炸毁的建筑物和逃难的人群就难过 。” 共产国际号召各国共

产党和无产阶级行动起来援华抗日 ,对日本实行“群众制裁” 。法共《人道报》载文说:“中国民族为保卫

领土 ,维护生存与悠久文化 ,俾勿受野蛮的法西斯主义蹂躏起见 ,兹已一致奋起 ,决心抗战 。全世界进步

分子咸向之表示同情 。”[ 29](636-637 页)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1937年 8月 21 日登载英共执行委

员会的宣言 ,号召英国工人阶级援助中国 ,保卫远东和平 。并主张由工会通告各码头工人 ,拒绝装卸日

货和英国输出日本的货物 。还敦促英国工党采取援华措施
[ 29]

(644 页)。日本共产党于 1937年 8 月 15

日号召日本士兵不要充当法西斯的炮灰 ,并热情赞扬中国抗战[ 29]
(648-649 页)。

世界各国自发组织民间团体声援中国抗战 ,很多外国友人亲赴中国投入战斗。英国“民权保障会”

发起成立“援华会” ,开展声援中国 ,抵制日货的运动。法国“人民阵线”政府在贷款和打通印支援华路方

面给予了一定的帮助 。法国民间成立多个援华组织 ,如中国人民之友社 、法国援华委员会等 ,并推动法

国议员在议会中组织援华集团 ,有 100多名议员参加[ 31]
(107-108 页)。法国记者蕾那 1938年 8月 21日

向世界广播 ,介绍“在中国所见的一切” ,告诉世界中国的团结统一 、日本正处于危机 、中国抗战热情高

涨 、日本在中国轰炸罪行 、中国长期抗战的胜利趋势。并呼吁世界及法国人民 ,对中国不应再袖手旁观 ,

应对侵略者取有效制裁 ,积极援助中国抗战。认为“救中国即所以救世界 ,援助中国人民即所以救助自

己。”[ 29](第 644 页)

加拿大民间建立援华委员会 、中国战时救济基金会 、医药援华委员会 、反战大同盟等组织 ,进行援华

宣传与募捐。1938年 1月 ,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派遣以白求恩大夫为首的加美援华流动医疗队到中

国 ,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筹建了第一所国际和平医院 。奥地利工人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展拒运军火

赴日的斗争。一些不满法西斯侵略暴行的先进分子冒着生命危险到中国支援中国抗战[ 31]
(第 109-111

页)。在淞沪抗战中 ,德国旅沪侨商总会主席普尔兴于 1937年 8月 27日代表上海全体德商向上海市长

捐助 17 510元法币 ,以救助中国难民
[ 29]

(第 648 页)。

另外 、荷兰 、比利时 、丹麦 、挪威 、西班牙 、瑞士 、瑞典 、印度 、马来亚 、菲律宾 、南非 、澳大利亚 、新西兰 、

古巴 、墨西哥 、阿根廷的各界人民都有不同程度的支援中国抗战 ,反对日本侵华的运动和活动。在华朝

鲜 、越南的抗日组织和武装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在华日本进步人士也建立反战组织 。援助中国抗日

的声浪遍及全球各大洲的国家 、地区。此外 ,国际群众组织如“反侵略运动总会” 、“国际工会联合会”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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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学生联合会 、国际红十字会 、世界青年大会等组织也都积极开展了援华运动
[ 31]

(第 177-196 页)。1937

年 9月 8日 ,国际工会联合会发表宣言称:“中国为遭强暴者不断威胁 ,不得不起而抵御 ,以期打破其侵

略之迷梦 ,跻世界于和平 。”号召采取有效办法声援中国 ,制止日本侵略[ 29]
(第 651 页)。

1937年 12月 13日 ,世界著名学者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 、科学家爱因斯坦 、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 、

法国著名左翼作家罗曼·罗兰联名发表宣言书 ,吁请各国人民自动组织抵制日货运动 ,并勿与日本合

作 ,籍免助长该国侵略政策 ,同时当以全力支援中国 ,直至日本军队完全退出中国 ,并放弃侵略政策为

止[ 29]
(第 652 页)。

从“卢沟桥事变”前后到武汉失守这段时间 ,英美等国人士访问陕甘宁边区形成高潮。美国作家艾

格尼丝 ·史沫特莱 、斯诺的夫人海伦 ·福斯特 ·斯诺 、记者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 、美国总统

富兰克林 ·罗斯福的使节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 、记者霍尔多 ·汉森 、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

家托马斯 ·毕森 、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欧文 ·拉铁摩尔 、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菲力普 ·贾菲 、摄

影师哈里逊·福尔曼 、英国记者詹姆斯 ·贝特兰 、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团的英国人詹姆斯 ·柯乐满 、加

拿大人雷克难 、美国人莫莉·雅德等人相继到访延安。毛泽东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 、建立国际反法

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 、解放区建设和敌后战场的抗战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卡尔逊访问后写信给罗

斯福总统 ,询问美国人向日本提供作战物资是不是属实? 谁对这种行为加以宽容? 谁又对此进行过谴

责?
[ 35]

(第 633-634 页)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早在 1936年访问陕北苏区 ,1937年 10月 ,在伦敦出版

《红星照耀下的中国》 ,他还积极支持和掩护中国爱国青年的抗日活动。1938年 ,斯诺和妻子海伦·福

斯特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 ,捐出自己全部私人积蓄 ,支持中国抗战事业 。美国合众社记者

依斯雷尔 ·爱泼斯坦“七 ·七事变” 后在华报道战争真实情况 , 1939 年汇集成《人民之战》一书在英国

出版
[ 31]

(第 228 , 232 页)。

中国抗战唤起了美国人民的同情和尊敬 ,并敦促美国政府和国会改变对日妥协纵容政策 ,特别是停

止售日军火。美国各阶层民众通过召开公共集会 ,向报纸写信以及组织各种群众团体采取行动。1937

年 8月 29日 ,美国“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主义同盟”上书美国国务卿赫尔 ,要求“改变美国观望政策”。

11月 5日 ,美国劳工联盟领袖勃劳特发表声援中国抗战的演说:“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晓得 ,即使一个非

常和平的民族能备受驱迫 ,但最后他们总要转变而起来保卫他们自己。”他热情地赞扬中国抗战“是世界

上最顶光荣的一页” 。他强烈批评美国政府对日本侵略的纵容政策说:“如果我们默许日本帝国主义 ,以其

全部新锐的武器来对付中国民众而毫不牵制它 ,那么 ,我们实际上是在帮助日本侵略 ,并给美国种下祸

根。”“我们再也不能让美国被日本用来作为进攻中国民众的根据地。 ……为着美国的尊严 ,为着美国的利

益 ,为着世界的和平 ,我们必须割断美国与日本的一切经济关系 ,直到日本的军队退出中国国土”[ 29](第 640

页)。美国上层有识之士也敏锐地看到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世界性后果 ,并认为中国的抵抗成功与否不

单纯的只是中国自身存亡的问题。“七 ·七事变” 后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史汀生主张美国应放弃孤立主

义政策 ,修改中立法案 ,援助中国 ,反对日本侵略 。他于 1938年 5月发起组织有各界知名人士参加的“不

参加日本侵略行动委员会” ,开展禁止美国军用物资输出到日本的运动[ 31](第 237页)。

“七·七” 抗战爆发后 ,海外华侨热切关注和支持祖国的抗战事业 。当时全世界约有 800万华侨 ,

有一半以上的人参加了各种不同方式捐款 ,购买中国政府向海外发行的各种公债。华侨商人纷纷回国

开矿建厂 ,服务抗战 。据中国国民政府侨务部门统计:从 1937年下半年到 1940年初 ,华侨为祖国抗战

捐献的各种物资总数达 3 000批以上 ,平均每月 100批 。战时回国服务的各类华侨团体有数十个。参

加中国空军的归侨有数百人 ,不少人血洒蓝天 。南洋华侨带头发起抵制日货运动 ,日矿的大量华工纷纷

离矿罢工 。美国华侨多次掀起阻运废钢铁到日本等援华运动。纽约华侨和援华组织发起的抗日援华的

“中国周运动” ,参加和响应者达百万人之多。欧洲英 、法等国的华侨纷纷加入当地援华组织 ,参加各种

大型国际会议 、协助中国使节开展抗日外交等活动 。不少华侨青年克服重重阻力 ,奔赴延安和其它抗日

根据地 ,为敌后抗日战场和解放区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35]
(第 610-615 页)。鉴于国际援华道路被切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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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峻局面 ,以陈嘉庚为首的南侨总会在 1939年至 1941年动员了 3 500多名技术熟练的机工回国参加

抗战 ,到滇缅路抢运战略物资 。华侨总会还捐赠汽车 310辆及其它物资。滇缅路上的华侨司机打出的

标语是:“一个华侨能出力 ,十个敌人九不回。”《文汇年刊》当时统计了马来亚 、菲律宾华侨自“卢沟桥事

变”到 1938年募捐情况中谈到:到 1939年“华侨对捐助抗战之热烈 ,现在仍有加无已。”[ 29](第 588 , 599 ,

609-610 页)华侨总会组织海外华侨捐献大量药品 ,组送一批批医疗救护队回国效力
[ 35]

(第 576 页)。中国

共产党充分肯定华侨在抗战中所起到伟大作用:“所有这些直接参加抗战的工作以及对政府财政上的帮

助 ,都说明了华侨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 ,没有他们的努力 ,国内的抗战一定是更加困难的 。” 1939 年 11

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认为:“海外侨胞为抗战建国力量之源泉之一 , ……抗战期间 ,其重要

性尤倍于往日。”
[ 35]

(第 587页)

总之 ,中国抗战的开启和坚持引动了遍及全世界的声援浪潮 ,反映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共同愿

望 ,为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展开准备了雄厚的民众基础 ,而“七·七” 抗战鼓舞人类为正义而斗争的精

神力量则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

战时美国总统罗斯福谈到 , “我们没有忘记 ,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

的。”[ 36](第 3 页)中国全面抗战开启后三年 ,英国进行英伦保卫战;后四年 ,苏联开始卫国战争;后四年

半 ,美国加入反法西斯战争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总体格局终于形成。中国的“七 ·七” 抗战率先打破

了世界法西斯侵略的坚冰 ,开通了反法西斯大联合的航路 ,鼓舞了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的信心 ,深刻昭

示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光明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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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ese July 7th Resistance agains Japan w as the start ing point of a full-scale w ar of

Chine se nation against Japanese agg ression and established a f irst A nt i-fascist theater in the w orld.It

smashed Japanese st rategic plan of destroying China by fighting a quick batt le to fo rce a quick

decision;postponed the time-table of allying betw een Japan and Ge rmany;improved Asian

internat ional conf iguration fo rwa rd beneficial to the combination of Anti-fascist;mobilized peoples in

the w hole w o rld against fascism , and also , eno rmously furthered histo rical process of W orld Anti-

fascist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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