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建立 国 际 反法 西斯

挽一 战找的 理 讼 与实残

鸿
,

怠

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抗 日战争的完全胜

利
,

赢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
,

在积极倡议

和领导国内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
,

对国

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也进行了不懈的理论探

索和杰出的实践活动
,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的胜利作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
。

本文拟就这

方面作些简要的论述
,

竭诚欢迎专家以及读

者批评指正
。

(一 )

中国的抗 日战争
,

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中国共产党在抗 日斗争中

也不可避 免地要接触到国际 统一战线的问

题
。

由于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

中共在这

个问题上曾受过国际的很大影响
。

但是中国

极为复杂的国内
、

国际环境
,

也使中共在长

期斗争实践中逐步得出了 自己对国际问题的

分析和认识
,

为以后建立 自己完整的
、

有自

身特色的中国国际战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前
,

中共

党内的
“
左倾

”
教条主义领导人完全照搬了

共产国际的
“

第三时期
”
理论

,

在中国革命

中推行了一条
“
左

”

的冒险主义路线
,

使革

命遭到重大损失
。

在观察世界时
,

他们也总

是把帝国主义国家武装进攻苏联看作是世界

上最严重
、

最紧迫的危险
,

甚至在 日本帝国

主义对华侵略 日趋严重的情况下
,

他们也仍

然坚持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国家进攻苏联的前

奏
,

不顾客观实际地提 出了
“
武装保卫苏

联
”

的口号
,

造成了严重脱离群众的后果
。

然

而
,

就在 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
,

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对中国革

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进行 了 自己的独立思

考
。

早在井冈山斗争的初期
,

毛泽东就认真

研究分析 了中国的特殊国情
,

正确地指出
:

“

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 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

半殖民地
”

①国家
。 “

帝国主义划分势 力范围

的分裂剥削政策
” ,

使中国统治阶级中依附于

不同帝国主义的派别之间不断发生分裂和斗

争
,

引起了
“
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

争
”

②
。

而中国的红色政权正是利用这一条

件存在和发展起来的
。

当
“

帝国主义争夺中

国一迫切
,

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
,

帝

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
,

就同时在中国境内

发展起来
,

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

之间的一夭天扩大
、

一夭夭激烈的混战
,

中

国各派统治者之间的矛盾
,

就 日益发展起

来
。 ”

最终必将为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创造条

件
。

毛泽东提出的这些观点
,

表明了中国共

产党人很早就产生了利用反动统治阶级 内部

矛盾
、

进而间接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

盾的策略思想
,

并对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均势

一旦失去平衡之后所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作

出了正确的预见
。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

基础
,

中国共产党在确立了建立国内抗 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之后
,

自然而然地把

利用国际矛盾的思想与建立国内抗 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任务统一起来
。

在一九三五年底召

开的瓦窑堡会议上
,

中共中央作出决议
,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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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旧 本帝国主义单独吞并中国的行动
,

使

帝国生义 内部的矛盾
,

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

度
” ,

这就有可能使英
、

美等国和依附于英
、

美的那部分反革命力量发生变化
,

至少
“
暂

时处于不积极的反对反 日战线的地位
”

③
,

进

而 为建立中国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 条

件
。

毛泽东在会后所作的 《论反对 日本帝国

主义的策略 》 的报告
,

则更加生动形象地指

出
: “
当斗争是向着 日本的时候

,

美国以至英

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

重
,

同 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

争的
。 ”

④根据这一认识
,

中国共产党产生了

建立国际反 日统一战线
,

并以国际统一战线

来加强和巩固国内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

构想
。

因此
,

在瓦窑堡会议的决议中
,

中共

中央就明确表示
:

中国应
“
在不放弃一切可

能争取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和 中国卖国贼的胜

利的基础上
,

同一切和 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

狗相反对的国家
、

党派
、

甚至个人
,

进行必

要的谅解
、

妥协
,

建立国交
,

订立同盟条约

的关系
” 。

随着 日本侵华危机的 日益深重
,

中

国共产党更加全面地论述了建立国际统一战

线的战略
。

一 九三七年五 月
,

毛泽东在中共

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
: `

旧 本帝国主义实行完

全征服中国的政策
。

因此
,

便把若干其他帝

困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
,

而在

这些帝国主义和 日本帝国主义之间
,

扩大了

矛盾的裂 口
。

因此
,

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

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
。

这就是说
,

中

国不但应当和中国人民的始终一贯的良友苏

联相联合
,

而且应当按照可能
,

和那些现时

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

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 日本帝 国主义的关系
。

我们的统一战线应 当以抗 日为 目的
,

不是同

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 ”

⑤这样就十分明确地

把反对 日本独占中国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包

括到了国际反 日统一战线之中
,

从而初步越

出了按国家的阶级性质
、

社会制度
、

以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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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联的态度来划分世界 阵线的 思想藩篱
。

虽然由于当时英
、

美等国对 日本侵华采取的

姑息迁就政策和中共的非执政党地位
,

使中

共这一政策的提出和推行
,

在一时未能取得

重要的成果
。

但中共这一政策的提 出和推行
,

在争取欧
、

美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方面仍

发挥了很大作用
。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

中

共在争取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过程中
,

始终

把有利于中国的抗 日斗争作为实现这一统一

战线的基础
,

没有单纯从保卫苏联的角度来

考虑问题
。

中共曾多次强调指出
,

中日矛盾

是中国人民面临的主要矛盾
,

无论将来日本

南进或是北进
, “

其西进以求消灭中国是必然

的
”

⑥
。

因此
,

中国共产党不能因国际形势

的某些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战略重点
,

并要坚

定地确立
“
以 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

外援的方针
”

⑦
。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 签订之后
,

共产国

际改变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

略
,

中共也同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一样按照

共产国际的观点将欧战定性为
“

第二次帝国

主义战争
” 。

导致中共接受这一理论的原因有

多方面的因素
,

其中除了共产国际的崇高威

望
,

以及中共对欧洲的事务尚缺乏足够的了

解等原因外
,

最主要的因素还是以下三个方

面
:

首先
,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起因
,

确

是帝国主义集团对世界霸权的争夺
,

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全部特征当时尚未完全充分暴露

出来
。

其次
,

随着欧洲形势的紧张
,

英
、

美

等国当时正加紧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
,

企图

以牺牲中国来稳住日本
。

这就严重危害了中

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

使得中共认为英
、

美帝

国主义国家 已最终拒绝了与苏联和包括 中国

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结成反法西斯的抗敌同

盟
,

而是决心组成自己单独的帝国主义战线
。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

是由于中国的半殖

民地地位
,

决定了中国抗 日战争无可争议的
J

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
。

苏联和共产国际不但

不可能要求中国共产党像欧洲各国党那样奉



行反战政策
,

反而因为强调日本进攻苏联的

危险
,

而要中国通过加强抗 日统一战线来推

动国民党政府积极抗战
,

以便把 日本牢牢地

拖在 中国
。

因此
,

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
,

虽

在实行统一战线政策的目标侧重点与具体策

略手段上有着微妙的差异
,

但双方在总的战

略方针上还是并行不悖的
。

这也决定了中共

虽然接受了那一时期共产国际的新政策
,

但

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遭到太大的损失
。

从苏德条约的签订到德苏战争爆发
,

中

国共产党一直沿用 了共产 国际提 出的反对
“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
”
的口 号

,

并为了解释

苏联的外交政策
,

反击国内外反苏
、

反共势

力的挑拨和攻击
,

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
。

然

而仔细研究一下中共的观点
,

就可发现中共

与共产国际之间在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上仍有

着相当的差别
。

在欧战爆发后不久
,

毛泽东

曾经作了一次题 为 《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

争 》 的内部讲话
,

主旨是向广大党员解释共

产国际的新策略
,

其中也沿用了
“
法西斯国

家与民主国家的划分
,

已经失掉了意义
” ,

要
“

特别反对英帝国主义这个强盗魁首
”

⑧等共

产国际的理论观点
。

但就在这篇演说之中
,

毛

泽东对欧战爆发的直接起因却做了与共产国

际 口径不同的解释
。

共产国际认为
:

只是在

苏德条约签订之后
,

英
、

法因为
“
已无法再

希望德国发动反苏战争了
” ,

所以才
“

转向以

武装斗争反对主要的帝国主义对手的道路
”

⑨
。

而毛泽东则认为
,

实际上英
、

法在苏德

条约签订之前就 已经下决心对德开战
,

所以

才没有与苏联订立军事协定
。

它们
“

拒绝了

苏联参加在内的真正反侵略的统一战线
,

而

自己单独组成了反革命的统一战线
” , “

不是

证明别的
,

只是证明张伯伦 已经决心作战了
。

所以大战的爆发
,

不但是希特勒要打的
,

而

且是张伯伦要打的
,

因为如果真要避 免战争
,

就一定要苏联参加才行
。 ”
毛泽 东的这 个分

析
,

并不完全符合实际
,

但其中值得注意的

是
,

与共产国际突出英
、

法的反苏阴谋不同
,

他在这里更多地强调了英
、

法与德国矛盾的

尖锐性和它们打垮德国的决心
。

这就表明了

毛泽东在一般地谴责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
,

并没有只突出强调它们在反苏
、

反共方面的

共性
,

而是坚持了他一贯重视研究帝国主义

之间矛盾的科学分析方法
.

由于这一指导思

想
,

毛泽东和中共 中央十分注重观察研究世

界战局的演变
,

及时把握可能发生的矛盾变

化
,

并从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利益出发根据

这些变化不断调整中共的内外政策
。

当法国

战败投降之后
,

中共中央及时指出
;

日本与

英
、

法之间的矛盾必然急剧上升
, “
英美法 已

不复是引诱中国投降的重要因素
,

英美虽想

牺牲中国保存南洋
,

但日本已不能听命
,

我

们可以利用英美法与德日意两个帝国主义阵

线之间的冲突
,

特别是 日美在太平洋上增长

着的矛盾
。 ”

L而
“

英美为了对抗 日本南进
,

便由劝和中 日的远东慕尼黑政策转到利用中

国牵制 日本的政策
。 ”

L我们虽然
“

不能同意

加入英美集团
” ,

但
“
也不要骂英美与英美

派
”

L
,

并且
“
在宣传中必须指出利用帝国

主义相互间的矛盾与投入一派帝国主义怀抱

两者的区别
” ,

表明
“

我们并不反对站在独立

战争的立场上
,

利用英美的借款
。 ”

帅中共中

央的这些指示表明
,

中共当时虽然仍继续把

欧战看作是
“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
” ,

但已经

开始注意了利用英
、

美的问题
。

这里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
,

远在美国参战之前
.

美国国内

的孤立主义仍然甚嚣尘上的时候
,

毛泽东等

中共领导人就 已经敏锐地认识到美国与德
、

日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为帝国主义国家间的

主要矛盾
。

在一九四 O年七月
,

毛洋东就 已

经指出
:

事实上
“

美国是门罗主义加上世界

主义
, `

我的是我的
,

你的还是我的
。 ’

它是

不愿放弃大西洋与太平洋上的利益的
。 ”
所

以
,

战争是不会很快结束的
。 “

假令英国屈服
,

亦尚有美国的海上霸权
” ,

而
“

德
、

愈与 日本
,

不破坏英
、

美的海军
,

是无法管理英
、

法
、

荷
、

比的殖 民地的
。 ”
因此

, “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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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可供革命利用之矛盾
” ,

我们则
“
必须利

用之
”

@
。

事实果如毛泽东等所料
,

日本很

快于同年九月南下进占法属印度支那
,

同月

与德
、

意正式签订 《三国同盟条约 》
,

从而最

终 不可避 免地 走上了与美国武装对抗的道

路
。

其间虽因德国威胁的增长
,

美国对日妥

协的倾向一度有所上升
,

但双方在太平洋上

的争夺终究无法调和
,

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也

最终完全破产
。

客观形势的这种发展变化
,

已

预示着中
、

英
、

美三国必然在对 日问题上形

成同盟
,

中共也必须调整 自己对英
、

美的政

策
。

一九四O 年十二月
,

毛泽东起草了 《论

政策 》 的党内指示
,

明确表示
:

在对待帝国

主义的问题上
, “
须将侵略中国的 日本帝国主

义和现时没有进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
,

加

以区别
; 又须将同 日本结成同盟承认

`

满洲

国
’

的德意帝国主义
,

和同 日本处于对立地

位的英美帝国主义
,

加以区别 ; 又须将过去

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 日时的英

美
,

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

时的英美
,

加以区别
。

我们的策略原则
,

仍

然是利用矛盾
,

争取多数
,

反对少数
,

各个

击破
。 ”

L这一原则的提出
,

标志着中共实际

上已经开始按侵略战线与反侵略战线划分世

界阵营
,

事实上放弃了反对
“

第二次帝国主

义战争
”

的对外政策
,

并重新开始了建立国

际反 日统一战线的探索
。

(二 )

苏德战争的爆发和珍珠港事件的发生
,

彻底改变了世界战争的形势
,

完全澄清了世

界上两条对立战线的格局
,

也使中国共产党

开始从理论上重新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进

行再认识
。

由于在思想理论上和行动上已经

有所准备
,

所以中共能够十分及时和顺利的

实现了向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

的转变
。

在德国入侵苏联的第二夭
,

毛泽东

就向全党发出了 《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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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线 》 的指示
,

指出
: “
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

界的任务 是动员各 国人民组织 国际统 一战

线
,

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
,

为着保卫苏联
、

保卫中国
、

保卫一切 民族的 自由和独立而斗

争
。

在 目前时期
,

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

西斯奴役
。 ”
并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

主要任务是加强和建立国内
、

国际的两条统

一战线
,

这包括
: “
坚持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

,

坚持国共合作
,

驱逐 日本帝 国主义出中国
,

即

用此以援助苏联
。 ”
同时

“

在外交上
,

同英美

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 日法西斯的人们联

合起来
,

反对共同的敌人
。 ”

L七月十二 日
,

毛泽东又 在一份党内指示 中直接了当地指

出
: “
在 目前条件下

,

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
,

或是否资产阶级
,

凡属反对法西斯德意 日援

助苏联与中国者
,

都是好的
,

有益的
,

正义

的
; 凡属援助德意 日反对苏联与中国者

,

都

是坏的
,

有害的
,

非正义的
。

在此标准下
,

对

于英国的对德战争
,

美国的援苏
、

援华
、

援

英行动及可能的美国反 日反德战争
,

都不是

帝国主义性质的
,

而是正义的
,

我们均应表

示欢迎
,

均应联合一致
,

反对共同的敌人
”

L
。

这个指示 表明中共 已经开始改变了对 当时

英
、

德之间战争性质的看法
,

初步肯定了英
、

美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起的进步作用
。

在太平

洋 战争爆发之后
,

中共中央又及时发表了

《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 》进一步明

确肯定英
、

美抵抗 日本是
“
为了保卫独立 自

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
”

L
。

正式确

认了帝国主义国家在某种特定环境下进行的

战争也具有解放战争的性质
,

从而根本上改

变 了对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的认识
,

完

全突破了按国家的阶级性质划分世界战线的

传统观念
。

宣言发表的当 日
,

中共中央发出

党内指示
,

要求各级组织
“

在各种场合与英

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
”

L
。

根据这

一指示
,

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了对英
、

美人

士的统战工作
,

成功
、

地争取了大批美国在华

军政人员
,

进而改变了美国政府对中共在抗



战中的作用和地位的看法
,

对于以后约束国

民党政府的反共行为
、

制止新的反共高潮的

发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三 )

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在抗 日战争时期的

国际战略思想
,

可以发现两个十分重要的特

点
。

一是在观察国际事务时始终注意全面考

察世界各种矛盾的发展变化
,

努力从中发现

一切于我有利的可能
; 一是在积极争取外来

援助的同时
,

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的思想
,

坚

持以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 日斗争作为建立和

发展对外关系的标准
,

坚持把争取胜利的希

望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

由于坚持了这两

条原则
,

使我党在当时波濡云诡
、

扑朔迷离

的复杂的国际环境 中一直保持 了头脑 的清

醒
,

从而多次避免了在紧要关头遭受重大损

失
。

在 《苏 日中立条约 》 签定之后
,

中国国

内的反共势力曾掀起了一阵反共
、

反苏的喧

嚣
.

广大人民群众也有不理解的怨言
,

一度

给中共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局面
。

但是 由于我

党早已确立了独立 自主坚持长期抗战的持久

战略
,

从未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苏联对

日作战之上
,

因此
,

中共中央和中共广大党

员并未因这一冲击而陷入思想混乱
,

反而从

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大局出发对苏联的

这一行动表示了充分的理解
,

并向群众耐心

妥善地做了解释工作
。

同样
,

当德军侵苏初

战得手之际
,

国内外的很多人都认为 日军必

定会乘虚北上
,

日本关东军也举行
“

特别大

演习
”

摆出了一副进攻的姿态
,

这在当时也

给中共造成 了很大的压力
。

一方面
,

共产国

际多次来电
,

强烈要求八路军立即向东北采

取攻势
,

以牵制 日本可能的北进
; 另一方面

,

国民党政府也幸灾乐祸
,

妄图借此机会压迫

我军向北收缩
。

而中共中央领导人依照自己

对国际形势的认真研究和分析
,

认为根据 日

本与美
、

英矛盾的激化
,

苏德战场态势的演

变
,

以及 日
、

德之间战略目标的不同
,

可以

得出日军南进的可能大于北进的判断
。

因此
,

中共中央虽然从最坏的情况出发做了一定的

准备
,

但是并没有盲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

立

即出兵东北
。

而是从我军实际情况出发
,

对

与苏军配 合作战的问题采取 了既做 积极准

备
、

又取稳妥慎重的长期斗争方针
,

避免了

一次可能的重大损失
.

L上述两个事例证明
,

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国际事务时
,

注重于对世

界全局的把握
,

而没有简单地只从苏联与帝

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这样一个单一的角度来

观察世界
,

更没有把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希望

完全建筑在苏联 力量的基础上
。

正是由于做

到了这一点
,

中国共产党人在抗 日战争和 以

后的革命斗争中通过正确判断世界主要矛盾

和始终坚持独立 自主的方针
,

圆满地解决 了

如何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根

本利益正确结合在一起的问题
,

从此开始建

立了一套独具特色地
,

以爱国主义与国际主

义相结合为原则
,

以反侵略
、

反霸权为基础

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
。

在迄今为止的数十年间
,

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政府在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中
.

始终坚

持实事求是的分析判断世界主要矛盾
,

坚持

以反帝
、

反霸为划分世界阵线的主要标准
.

不

断发展完善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
、

策略思想
,

为争取和捍卫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最根本

利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

这一基本经验至今

仍具有指导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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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 》 出版

我系黄宗 良教授和林勋健
、

叶 自成两位副教授共同主编的 《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和

理论 》 一书
,

已于今年 9 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

参加编写的还有沈青兰
、

唐士其等

8 位教师
、

研究生
。

这是多年来结合教学集体进行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

全书共分 4 编 ( 14 章 )
,

分别叙述了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产生及其在 19 世纪的发

展 ; 19 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
第二次世界大战至 80 年代的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走向新世纪的社会主义
。

从内容看
,

有这样几个特点
:

( l) 对科

技革命与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内在联系给予足够的重视
。

前三编的第一章都着重论述

了当时的科技革命对产业结构
、

阶级结构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影响
; ( 2) 不仅系统

地论述了世界社会主义产生
、

发展
、

变化的历史
,

对 90 年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新情况和

发展趋势也作 了评述
,

并就若干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 ( 3) 不仅论述了科学社 会主

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运动
,

对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
,

如民主社会主义
、

民族社会主义以

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也作了适当的评介
。

(仁 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