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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长期抗战。” 南京国民政府曾经陆续出台了一些国防措

施， 例如将全国划分为 10 个战略区、 对军队进行整编、
修筑江防海防要塞、 制定 《兵役法》 并实行征兵制、 训练

民兵、 沿海工厂内迁等。 这些措施中比较有实际意义的是

沿海工厂内迁， 当时迁厂 639 家， 涉及设备 116000 吨、
工程技术人员 12000 人， 这些军需工业后来基本保证了

全面抗战时的军需。
然而， 南京国民政府的这些局部措施不能从根本上扭

转中国 “有国无防” 的历史局面， 蒋介石治下的中国仍然

属于 “有国无防”。 从国防工业的基础看， 中日经济实力

悬殊巨大。 全面抗战爆发前， 中国年产钢仅几十万吨， 而

日本年产钢 600 多万吨。 中国当时连自行车都不能制造，
而日本可年产汽车 1 万辆以上， 还可制造飞机和军舰。

国防工业之悬殊， 导致国防力量之巨大的落差。 全面

抗战爆发前， 中国海军总吨位 5.9 万吨， 而日本海军总吨

位 120.4 万 吨， 20 倍 于 中国。 中国 海军 最大 的 巡 洋 舰

4300 吨且已有 40 年舰龄， 日本海军的主力巡洋舰 3.2 万

吨且拥有航空母舰 6 艘。 甲午战争时期， 中国海军尚能与

日本海军一决雌雄， 而到了抗日战争爆发时， 中国海军已

经无力与日本海军一搏。 中国海军在江阴、 淞沪、 湖口等

战役中遭受重创， 为了免于船舰资敌， 海军凿船自沉， 以

水道堵塞战的方式阻挡日军进攻。 积贫积弱， 有国无防，
一至于此。 对于中国海军而言， 这是何等的悲壮！ 对于中

国政府而言， 又是何等的耻辱！
中国空军的状况略胜于海军。 在全国各派军阀中， 奉

系空军拥有飞机 200 多架， 是最强的一支空军劲旅。 可是

“九一八事变” 中， 奉系空军不战而灭， 除留在南苑机场

的 8 架飞机外， 其余全部成为日军的战利品。 抗战爆发

前， 中国空军拥有飞机 600 多架， 其中战机 300 多架， 型

号大多陈旧。 日本空军陆航、 海航共拥有飞机 2000 多架，
其中战机 1700 余架， 型号先进。 中国空军与日本空军激

战至 1937 年 11 月， 仅 5 个月不到时间， 中国空军主力损

失殆尽， 可供作战的飞机仅剩 30 余架。
中国陆军的主力由原直系、 奉系、 皖系等军阀军队构

成， 蒋介石将军队整编为 180 个师。 中国军队承继军阀的

传统， 以人头数取胜， 但人数虽多， 却缺乏训练、 素质不

高。 以 1929 年为例， 全国军队 200 万， 国防经费 3 亿元，
基本上为人头费所消耗， 根本无力顾及国防建设。

中国军队除缺乏正规而严格的军事训练外， 更缺乏精

神养成。 日本军队注重质量而不是数量， 士兵经过严格军

事训练， 特别重视近战。 一个训练有素的日军士兵在近战

拼搏中甚至可以对付我军一个班。 在精神养成方面， 日军

以武士道精神、 军国主义精神教育训练士兵。 战争初期，
日军士兵死打硬拼， 宁死不降。 在武器装备上， 中日之间

相差一个等级， 即日军淘汰的武器往往是我军较好的武器。
日军在战场上投入了大量坦克， 而国民党军许多士兵甚至

从未见过坦克， 在战场上发生过用枪托砸坦克的事。
军队素质和装备的悬殊， 造成战争结局的悬殊。 抗战

初期， 中国军队经历的大会战有 14 次， 中国军队尽管作

战英勇， 但伤亡要比日军惨重得多。 淞沪会战中， 日军投

入 9 个师团、 2 个旅团约 20 万人， 另出动飞机 200 多架、
坦克 200 多辆。 而中国军队共投入 73 个整编师， 数倍于

日军， 却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 往往上午投入一个新整

编师， 到下午就伤亡 2/3， 形不成战斗力。 在这场会战中，
国民党军伤亡达 18 万， 旅以上军官阵亡者有 28 人， 许多

士兵甚至还没有登录到花名册就战死沙场了。
中国军队顽强拼搏， 粉碎了日本 “3 个月灭亡中国”

的计划。 1938 年 10 月， 日本速战速决战略破产， 被迫停

止战略进攻。 中国坚持持久抗战， 抗击和牵制了日军主

力。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 日本陆军 51 个师中有 35 个师被

牵制在中国战场， 占其陆军总兵力的 70％。 中国战场打

破了日本的 “北进” 计划， 遏制和迟滞了日本 “南进” 步

伐， 使日德在中东会师的战略计划成为泡影。
“九一八事变” 到 “卢沟桥事变” 的 6 年是日本大规

模侵华战争的预演， 也是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 6 年局部

抗战与 8 年全面抗战， 时间上下关联， 只是空间扩大， 不

应当分割， 中国 14 年抗战的说法比 8 年抗战更科学一些。
中国 “有国无防” 的历史教训是非常惨痛的。 14 年

抗战， 时间何其久也， 损失何其大也。 中国虽然取得了抗

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但军民伤亡 3500 万以上 （其中军人

伤亡 380 余万）。 中国直接经济损失 1000 亿美元以上， 间

接经济损失 5000 亿美元以上。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背景下取得的。 如果没有美国的原子

弹， 没有苏联红军出兵东北， 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可

能还需要 2 年左右的时间， 并付出至少 100 万人以上的伤

亡代价。 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 “有国无防” 或国防不强

的历史绝不能重演。

中国在抗战中的大国崛起及其历史启示

□廖大伟， 东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所

长、 教授

中国抗战艰苦卓绝的坚持， 不

仅对正义世界做出了贡献， 同时也

赢得了国际形象与大国地位。
中国坚持抗战 4 年之后， 太平

洋战争爆发， 从此中国战场的作用

迅速凸显， 中国的国际地位也随之

上升。 美国总统罗斯福很快致电蒋介石， 建议成立包括泰

国、 越南在内的中国战区， 请蒋介石出任战区统帅， 蒋介

石欣然接受。 1942 年元旦， 中国又与美国、 英国、 苏联

领衔签署了 《联合国家共同宣言》， 成为反法西斯同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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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强。 蒋介石日记写道： “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
中、 美、 英、 苏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 于是我国列为四强

之一； 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 越南、 泰国亦

划入本地区内， 国家之声誉及地位， 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

有之提高。” ［1］

国际地位的提升， 百年来的民族诉求也迎刃而解。
1943 年 1 月， 中美、 中英签订新约， 废除了两国在华特

权， 随后比利时、 挪威、 加拿大、 瑞典、 荷兰、 法国、 瑞

士等国也签订新约， 废除了在华特权。 中外不平等条约体

系的终止， 对一直想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来说意义深远。
1943 年 11 月， 蒋介石出席中、 美、 英三国首脑会

议， 不久签署了 《开罗宣言》。 《开罗宣言》 决定， 日本

窃取的中国台湾、 东北、 澎湖列岛等战后必须归还中国。
1944 年 4 月 25 日， 关于成立联合国的大会在美国旧金山

正式开幕， 50 个国家的 2822 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

美、 英、 苏、 中四个大国的首席代表轮流担当主席， 以

中、 英、 法、 俄、 西五种语言为正式语言。 6 月 25 日，
各国代表开始在 《联合国宪章》 上签字， 最先签字的是中

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顾维钧， 中共代表董必武也签了字， 接

着是苏联、 英国、 法国代表签字， 其他国家的代表随后

按英文字母顺序签字， 东道主美国则最后签字。 1945 年

9 月2 日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
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统帅首先在受降书上签

了名， 然后是中国、 苏联、 英国等国代表依次签名。
这些事例反映了什么？ 反映了世界当年有求于中国。

这个过程标志着什么？ 标志着一个现代意义的国际大国正

在崛起。 中国在抗战中的大国崛起， 不是无缘无故的， 是

付出巨大惨痛的代价的， 是做出实实在在可歌可泣的贡献

的。 据统计，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 中国军队共毙伤日军

100 余万， 歼灭伪军 100 万余。 中国抗战不仅拖住了日本

陆军， 延缓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即使太平洋战争爆发之

后， 中国战场依然牵制着相当部分的日本陆军， 使其不能

完全脱身， 陷于两面作战， 由此为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战

略反攻赢得了时间， 同时也有效阻止了日军北上攻击苏联

远东地区， 有力配合和支援了其他反法西斯战场。 这一切

都是在敌强我弱极为艰苦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一切都是中

华民族用生命和财产换来的。 8 年间， 中国军队伤亡总数

超过 400 万， 因战争造成的平民死亡累计达 3000 万左

右， 而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计算。 当然， 中国

的抗战得到过其他国家的支援和帮助， 但战争主要的牺牲

者和受害者还是中国人。 况且， 从另一个角度看， 这样的

援助也是相互的， 比如中国也派遣了 10 万远征军入缅作

战， 并且十分英勇惨烈。 所以说， 中国的抗战胜利极其伟

大， 中国在抗战中的大国崛起来之不易。
需要强调的是， 中国在抗战中的大国崛起并不是古代

辉煌的重新开始。 古代中国曾经是个大国， 曾经富强发

达， 用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的话说: “在近代以

前时期所有文明中， 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

达、 更先进。 它有众多的人口， 有灿烂的文化， 有特别肥

沃的土壤以及从 11 世纪起就由一个杰出的运河系统联结

起来的有灌溉之利的平原， 并且有受到孔学良好教育的官

吏治理的统一的等级制的行政机构， 这些使中国社会富于

经验， 具有一种凝聚力， 使外国来访者羡慕不已。” 李约

瑟也认为: “中国的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

洲， 特别是 15 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从宋元至明初， 在

世界重大科技成就中， 由中国人创造的约占 58%， 直到

18 世纪前， 中国总体经济水平一直位于世界前列。” 但是

古代的大国与现代意义的国际大国不是同一个概念， 因为

18 世纪以前， 世界总体上还是相对隔绝的， 那时的国际

社会只限于某一区域， 某一范围， 空间相隔较远的国家，
尤其东西之间还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 所以古代

的大国不过是地区大国， 偶尔势力扩大到较远的地区， 但

终究不具有真正国际大国的意义。
17、 18 世纪， 西方先后完成政治转型和工业革命，

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 但中国却停滞不前了， 渐渐落

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 当中国卷入世界体系之后， 天朝大

国一下子相形见绌， 由自大渐渐自卑， 从云端跌入谷底，
国运之惨， 屈辱之深， 达到难以复加以至令人发指的地

步， 不要说谋取一个大国地位， 就连平等的待遇也不能

及。 只有到了抗日战争的中后期， 中国才开始崛起， 才得

以一个崭新形象和大国风范立足于世界， 受到国际社会的

重视和认可。 当抗战最终取得胜利， 中国自是更加扬眉吐

气， 不仅成为联合国四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而且收回了台

湾、 东北、 澎湖列岛等国土， 真正实现了一个大国崛起的

梦想。 可是这样难得的转机， 这样良好的开端， 蒋介石、
国民党却没有很好的珍惜。 抗战胜利后， 蒋介石自大了，
国民党堕落了， 政府官员腐败了， 结果专制独裁造成了内

战， 大国崛起的历史进程戛然而止， 国民党失去了大陆，
最终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实行改革开放多年的中国现

在又开始了大国崛起的漫漫进程。 前不久美国一家研究机

构发布世界 15 件大事， 把 “中国崛起 ” 列为头条， 说

“中国跃升至新的经济高度已经改变了国际秩序， 而且还

在改变国际秩序”，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

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是的， 中国的重新崛起是事实， 但

是同抗战时期相比， 如今的崛起无论是背景、 实力、 理

念、 路径、 信心、 高度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当年中国的大国崛起是在战争年代， 具有以牺牲为代

价， 以贡献换影响的印迹， 过程并非常态， 道路比较特殊，
自身实力也未达到大国的程度， 所以蒋介石在得知中国名

列世界四强之后， 会有 “惭惶” 的感觉。 如今的崛起则是

大势所趋， 属于水到渠成， 因为中国自身的实力与国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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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高度， 而且中国坦坦荡荡， 走的是

和平崛起的道路， 并不谋求世界和地区霸权， 也不对世界和

地区和平构成威胁， 因此中国的重新崛起不必看他人眼色。
当年的抗战捍卫并恢复了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 凭着

自信与自尊， 找回了自强自立并且能够贡献世界的感觉，
找回了丢失已久的团结一致、 不畏强暴、 共克时艰的民族

精神， 树立了大国崛起的信心。 如今中国的信心更足了，
只要我们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进一步发展国力， 进一步

增强广大老百姓的幸福感， 将社会发展的丰硕成果公平地

进行分配， 然后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贡献世界， 影响国际

社会， 支持和帮助人类的公平正义事业， 那么即使有人妒

忌也无所谓， 即使有人不情愿也无奈。 更何况， 当年并肩

抗日的两大政党已经再次握手， 相信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和两岸的共同崛起有所作为。
我们纪念抗战， 不仅是回顾中国人民抗战和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历史， 更是要牢记历史， 不忘过去， 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 我们纪念抗战胜利， 目的是以史为鉴， 面向未

来， 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推动新世纪的世界和平事业。

参考文献：
［1］ 古屋奎二. 蒋总统秘录 （第 13 册） . 台北： 中央日报

社， 1977： 15.

褒奖全体抗战老兵有利于两岸统一

□秦维宪， 《探索与争鸣》主编、 编审

自抗日战争胜利以降， 每隔 5
至 10 年， 海内外华人都会以各种

形式纪念一番， 这多少反映了我们

中华民族不忘国耻、 反思历史、 展

望未来的情怀。 近年来， 随着我们

充分肯定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同

共产党军队的敌后战场在整个抗战

期间并驾齐驱、 同仇敌忾的作用， 从而在铭记悲壮历史的

基础上， 升华到展望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 共创中华辉煌

的高度。 我认为， 正是基于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

作， 建立了全民族抗战统一战线， 才取得了中国自鸦片战

争以来的第一次民族自卫战争的伟大胜利的史实， 现在我

们应以全面、 正确的历史观去关爱、 优抚、 奖励全体抗战

老兵， 力促海峡两岸早日统一。
然而， 我们某些地方政府尚缺乏从民族复兴高度看问

题的战略眼光， 在对待抗战先烈， 或者抗战老兵的遗留问

题上不尽如人意。 下面， 先引用一篇笔者亲身经历的为一

名抗战先烈奔走的文章 （《一位抗日先烈遗孀的夙愿》， 原

载 《解放日报》 2005 年 8 月 12 日， 转载于 《作家文摘》
2005 年 8 月 23 日、 《湘声报》 2005 年 9 月 23 日）。

在纪念抗战胜利 60 周年的日子里， 尘封在我心底的

一位抗日先烈遗孀， 不禁又掀起了我情感的波澜。
1994 年 5 月， 我撰写的 “八·一三” 淞沪抗战上海抗

敌后援会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 战时服务团团长、 上海市

文史研究馆馆员姜豪先生 （他今年已 98 岁高龄） 的传记，
在一家杂志发表后， 他在抗战期间的一段经历被 《文摘旬

刊》 转载， 不料竟触动了远在四川省双流县的罗念蓉老太

的心弦。 从此， 我与老太及家属频繁通信， 共同为弄清一

位抗日先烈的身份问题而努力。
罗老太是一位在 “八·一三” 抗战中壮烈捐躯的下级

军官的遗孀， 当时因战斗惨烈， 无法知道她丈夫阵亡的情

景。 以后岁月流逝， 世事纷繁， 更无从查实其详情了。 罗

老太读了拙作， 旋向姜豪发函， 请求他帮助查找丈夫的战

友； 又给我写来长信， 介绍她丈夫的情况。
罗老太的丈夫蒲华暄， 系四川华阳县 （1966 年并入

双流县） 桐子乡广福村人， 于 1924 年在成都考上黄埔军

校， 毕业后编入湘军。 1937 年 7 月， 部队离开长沙赴沪

征战。 蒲华暄时任陆军 73 军 （军长王东原） 15 师 （师长

汪之斌） 85 团 3 营上尉营副。 “八·一三” 战役打响后，
位于宝山的多个战场均打得悲壮、 激烈。 如今， 其他各战

场的情况都比较清楚， 惟有 15 师坚守的刘行之战记载很

少。 据天津市政协编撰的一份资料记载： “9 月 30日拂

晓， 敌全线向我猛攻， 展开激战。 由于敌炮火猛烈， 万

桥、 严宅、 陆桥等阵地同时被敌突破， 刘行方面的 15师也

陷入苦战。 该师虽已死伤过半， 仍然不避牺牲死守阵地。”
直至 “八·一三” 抗战失败， 罗老太收到了寄自上海

的噩耗信， 其中有 “刘行之战阵亡， 所有枪支和行李无人

领受” 之句， 方知 15 师几乎全军覆灭。 1947 年， 国民党

政府才办好蒲华暄的抚恤手续， 罗老太在华阳县政府领过

两年抚恤金。 解放后因证明材料散失， 给日后证明蒲华暄

的烈士身份带来了麻烦。
四川省民政厅强调， 要证明蒲华暄的确是 “八·一三”

抗战中牺牲的， 除了南京第二档案馆的记载外， 还必须找

到他的战友来作人证。 为此， 姜豪先生曾向湖南黄埔同学

会、 上海黄埔同学会查询。 我也曾向著名战地记者陆诒、
冯英子， 著名史学家唐振常， 以及一些原国民党将领询

问， 然均无结果。 根据罗老太提供的线索， 那本散失的黄

埔同学影集中有林彪在内， 因而蒲华暄可能是黄埔四期的

毕业生。
屈指算来， 罗老太已年近九旬。 当年， 罗念蓉与蒲华

暄结婚刚一个月， 丈夫就赴沙场了， 故她膝下无子女， 长

期靠蒲华暄的侄儿奉养。 罗老太表示， 查明蒲华暄烈士身

份， 仅仅是为了历史的清白。 岁月无情， 10 年前帮助罗

老太追索丈夫烈士名份的陆诒、 唐振常及几位原国民党将

领已经作古， 姜豪、 冯英子年事已高， 如果我们再不帮助

罗老太实现平生心愿， 怎么对得起蒲华暄在天之灵？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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