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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之前的中國，是一個軍閥混戰、四分五裂、一盤
散沙的中國。毛澤東說過，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
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因此，1935年中共發表著名的
《八一宣言》提出：「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
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
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
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真誠
覺悟。」這一倡議在全國引起廣泛響應。

從此，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呼聲成為勢不可擋的歷史潮流。面
對日本軍隊瘋狂的鐵蹄，作為積貧積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中國
的命運曾經令世人深憂。結果，中國人民經過不屈不撓的殊死血戰，
最終擊敗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實現了二戰期間弱國戰勝強敵的
奇跡，靠的就是兩個字：團結。

70年前的抗戰勝利，開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起點。70年後的
今天，中國從沒有如此接近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過，距離民族復興之巔，
中國仍在過坎爬坡。一個13億人口量級、底子薄弱、發展不平衡的最大發展中
國家，能否最終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並不為外界一致看好。中國這艘後發大船如
何跨過艱難險阻，走出曲折的歷史「三峽」，創造新的奇跡，最終還要取決於中

國人自己，能否求同存異，結成共同意志，能否克服離心力，增強凝聚
力，能否戮力同心，攻堅克難。從某種意義上講，共識是抗戰歷史投向
未來的回音，團結是今天對抗戰勝利70周年最好的紀念。

團結方能制勝團結方能制勝 實現民族復興實現民族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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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寇深禍亟、亡國滅種的危情下，各
黨派捐棄前嫌，各民族攜手而起，各階
層共同抗戰，凝聚成戰勝日本侵略者無
堅不摧的力量。
中國的民主黨派或放棄反蔣，或放棄反

共，都把反對日本侵華作為首要任務。被
國民黨當局逮捕入獄的沈鈞儒、鄒韜奮等
「七君子」，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得以釋
放，出獄後積極投身抗戰事業。

少數民族加入抗日
參加抗戰的少數民族有40多個，東北

地區少數民族的抗日鬥爭開展得最早，
朝鮮族和滿族在東北抗聯中的人數僅次
於漢族，甚至人口只有300人的赫哲族
也有不少人投入抗戰。蒙古族的抗日鬥
爭一開始就在中共領導下，1933年組織
蒙漢抗日同盟軍事委員會，加入抗日鬥
爭。此外，河北馬本齋領導的冀中回民
支隊和山東渤海軍區的回民支隊，海南
黎、苗各族組建的瓊崖抗日獨立游擊縱
隊，台灣由高山族組建的抗
日義勇軍等，亦採取各種形
式打擊日寇，為抗戰作出了
貢獻。

逾千萬農民投軍隊
工人階級一直是抗日鬥爭

的先鋒。他們成立工會、參
軍參戰、罷工遊行、修路運
輸，以各種形式抗日。七七
事變中，地處前線的盧溝橋
和長辛店地區的工人，立即
動員支援抗戰。八一三事變
後，數十萬上海工人紛紛組

織義勇隊、救護隊等踴躍參加支前工
作。全國農民是中國軍隊的主要來源，
八年提供壯丁1,200多萬人，提供徵購
糧食2.5億噸。此外，愛國工商業者、
知識界名流和青年學生，或捐資捐物，
或成立救國團體，或以筆代槍，或投筆
從戎，通過各種形式參與抗日。

地方軍閥放棄紛爭
面對日本軍國主義的鐵蹄，盤踞各地的

大小軍閥、軍事集團都放棄紛爭，團結一
致抗日，同仇敵愾。以陳濟棠、李宗仁為
首的西南實力派集團發動「兩廣事變」，
要求北上抗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
安事變」，力促團結抗戰，有力地促使蔣
介石國民黨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
政策，下定團結抗戰的決心。
台兒莊戰役時，原西北軍張自忠在內

戰時，與龐炳勳結下仇恨。但是，當龐
部在臨沂被日軍包圍，處於危難之時，
張自忠奉李宗仁之命主動率部星夜增

援，擊破日軍。他們
這種不記私仇，自覺
服從全民族抗戰大局
利益的凜然大義，至
今為後人所銘記。

不分黨派階層
全國上下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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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病夫居然奮起了，睡獅果
然醒了。從前只是一大塊沃

土，一大盤散沙的死中國，現在是有血
有肉的活中國了……」1939 年 7 月 7
日，朱自清以《這一天》為題撰文，紀
念抗日戰爭爆發兩周年。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從
全國各地趕來的中國軍隊以傷亡25萬人
的巨大代價，奮力抵抗3個月。美國總
統特使埃文思．卡爾遜觀戰一個月後致
信羅斯福總統說：「我簡直難以相信，
中國人民在這樣危急的時刻是那樣齊心
協力。就我在中國將近十年的觀察，我
從未見過中國人像今天這樣團結，為共
同的事業奮鬥。」

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之際，中國的

老百姓，地不分東南西北，人不分男女
老幼，業不分工農商學，紛紛揭竿而
起，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共赴國難：
在「重慶大轟炸」期間，九龍坡華岩寺
青壯僧人組成「僧伽救護隊」擔負起抗
日救護重任；在湖北武漢，台兒莊大捷
的喜訊傳來後，連乞丐都手舉着牌子
「行乞捐款抗戰」；在雲南騰沖，由老
弱婦孺組成運糧隊支援遠征軍，每人背
着幾十公斤糧袋，不少人胸前還兜着嗷
嗷待哺的嬰孩，有的甚至在途中餓死，
也不肯吃一粒軍糧……

內外一心 散沙成團
抗戰期間，中國2,100萬軍民或戰死

或被殺死，1,400萬人受傷。漂泊海外
的1,100萬華僑和全國人民一起，以不
同方式為祖國捐飛機、坦克、汽車、
藥品，不少人則直接奔赴前線。據統
計，八年抗戰，各地華僑共捐款13.2
億元，還不包括對抗日根據地的捐
款。著名華僑蟻光炎在動員泰國華僑
抗日時說：「我們都是中國人，救國
人人有責。」
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在《不可征

服的人們》中寫道：「人們所熟悉的把
中國比喻成『一盤散沙』」的說法不再
成立了……中國將通過這段危機的年代
而成為一個覺醒的民族。」

震懾日寇 扭轉形勢
中國空前的民族覺醒更改變了侵略者

的預期。「九一八」事變元兇板垣征四
郎認為，四分五裂的中國不過是在一個
自治部落的地區加上國家這一名稱而
已。戰爭第六年，日本國內興起了「支
那再認識」的口號，日寇終於坦承對中
國的認識不夠。
1945年8月，日本政府被迫宣佈無條

件投降，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反抗外
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這更是一
次全民族覺醒的精神勝利。

京郊宛平盧溝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前，屹立着一座4.5

米高的巨型雕塑「盧溝醒獅」。這象徵着四億五千萬同胞在抗日戰

爭中的空前覺醒。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在這裡打響的槍炮

聲，徹底喚醒了沉睡已久的東方「睡獅」。全中國不願做奴隸的人

們行動起來，共赴國難，最終實現了中華民族反抗外敵入侵的第一

次完全勝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北京報道

基於對中國「一盤散沙」的誤判，日本侵略者曾叫囂「速戰速決」，三

個月滅亡中國，而等待他們的卻是中國近代以來從未有過的全民族大團

結：國民黨與共產黨共禦外侮，主張各異的政治派別並肩抗日，操戈對峙

的軍事力量同仇敵愾，矛盾尖銳的對立群體攜手救亡……中華兒女眾志成

城，共赴國難，粉碎了日寇的侵華美夢，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完勝，更令中

華民族的凝聚力得到空前的錘煉和升華，為當下的民族復興留下了寶貴的

歷史性啟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在抗擊日本侵略的初期，中國並不被國際社會看好，
「中國必敗」的預判大行其道。隨着抗戰的演進，中國
全民族抗戰的不屈意志令世界刮目相看，促使美英改變
觀望和綏靖政策，轉而支持中國抗戰。中國不可征服的
民族威力成為鼓舞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精神楷模，處於
納粹轟炸中的英國首相邱吉爾，甚至提出「效法中國」
的口號，以鼓舞英國民眾作戰。

英蘇提倡效法中國
中國全面抗戰爆發之時，英美等國認為積貧積弱的中

國很快將變成法西斯鐵蹄下的第二個埃塞俄比亞，因而
不願因支持中國而同日本對抗，對日本的侵略不過作些
「溫和的指責」。法國總理達拉第曾對中國駐法大使顧
維鈞說，中日戰爭初起時，「絕大多數人認為中國很快
會屈服」。這些誤判的關鍵在於，他們忽視了此時此刻

中國的重要變化：面對日本侵略者的，是一個覺醒了的中華民族。中國軍民血戰到底的
不屈意志，一掃積弱不振的民族形象，成為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精神楷模。
1940年8月以後，英國處於德國飛機狂轟濫炸之中，首相邱吉爾為鼓勵英國人民作

戰，提出「效法中國」的口
號。1941年10月，德軍兵
臨莫斯科城下，斯大林為鼓
舞蘇聯軍民士氣，同樣提出
「效法中國」的口號。

記者：有種觀點認為，近代以來，中國
有過多次救亡圖存的覺醒運動，如辛亥革
命、五四運動等，但都不徹底，直到1937
年的抗日戰爭爆發，真正完成了全民族的
覺醒。能否介紹一下當中原因和過程？

史桂芳：1898年的戊戌維新到1911年
辛亥革命，只是統治階層部分高層人士的
覺醒；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則主要是
中國知識分子的覺醒。中華民族的全面覺
醒是伴隨着外敵入侵越來越深重、民族危
機越來越嚴峻的過程逐漸形成的。此前中

國面臨的民族危機是戰敗、求和、割地、
賠款的噩夢，但此次遇到的日本法西斯這
個敵人，遠比以往更為險惡，他的既定目
標是滅亡中國。於是，所有中華兒女都意
識到了步步逼近的亡國滅種的危險。在這
最危險的時刻，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精神
空前高漲，民族意識在全體中國人之中形
成，覺醒達到空前的程度。

統一戰線啟發民智
記者：在中華民族全面覺醒的過程中，

中國共產黨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史桂芳：中國共產黨始終發揮着巨大

的凝聚作用。在「九一八事變」爆發
後，在中共的領導和愛國志士、愛國青
年的推動下，吹響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第
一聲號角；「西安事變」爆發後，中共
又從民族大局出發，全力促進事件的和
平解決，為全民族抗戰奠定了基礎；特
別是中國共產黨捐棄前嫌，積極倡導建
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匯集各族各界群
眾組成民族解放大軍，促進中華民族的
覺醒和團結，弘揚中華民族自強不息、
百折不撓的民族精神，為中華民族的徹
底獨立和解放奠定了堅實基礎。應該
說，是中國共產黨啟發了民智、完成了
對普通民眾的動員，致使日本侵略者面

對的不再是少數仁人志士的孤軍奮鬥，
而是整個中華民族用自己的血肉築起的
新的長城。

推動未來民族復興
記者：重溫抗戰時期的民族覺醒史，

對當下有什麼現實意義？
史桂芳：中國目前是世界上唯一沒有

統一的大國。回顧抗日戰爭的歷史，我
們深深地感到中華民族萬眾一心、團結
一致，就能克服一切艱難險阻。民族復
興是海內外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我們
要發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
以百折不撓、堅韌不拔的意志完成歷史
賦予的神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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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掃積弱形象
贏得世界尊重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史桂芳：
亡國危機喚醒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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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日本侵略者的進攻，中國大片國土淪
陷，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蔣

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越來越不
得人心。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冒死
在西安發動兵諫，呼籲蔣介石聯共抗日。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轉換中國時局
的樞紐，為第二次國共合作拉開了序幕。

民族為先 紅軍更名
「盧溝橋事變」的爆發是日本全面侵華戰
爭的開始，也吹響了中國全民族抗日的號
角。事變發生當天，毛澤東、朱德、彭德懷
等紅軍將領致電蔣介石，表示「紅軍將士咸
願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7月9日，
彭德懷等率紅軍全體指戰員致電蔣介石，要
求「改名為國民革命軍，並請授命為抗日前
驅」。
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國民黨遞交了《中
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的宣言》。8月18
日，蔣介石在紅軍改編問題上同意中共方
案。9月22日，國民黨中央社正式發表中共
的《共赴國難宣言》。次日蔣介石發表談
話，正式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

正面敵後 共滅日寇
「一年半以前，中國還面臨着再次爆發大

規模內戰的威脅，而現在，幾個旅行中的英
國人卻感覺到，眼前這個國家比歷史上任何
時候都顯得更團結。」這是七七事變發生近
兩個月後，戰火中的中國給予西方的印象。
而國共合作的實現，是全民族抗戰得以實現
的關鍵。
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組織了一

系列大戰役，一次投入兵力數十萬規模的會
戰達22次，特別是抗戰初期的淞滬、忻口、
徐州、武漢等戰役，給日軍以沉重打擊，消
滅了日軍大量的有生力量。中共領導的八路
軍、新四軍、東北抗日聯軍、華南游擊隊等
抗日武裝活躍在敵後戰場，先後進行大小戰
鬥12萬次，發動了平型關戰役、奇襲陽明堡
機場、百團大戰等，消滅了大量日偽軍，有
力地支持了國民黨軍隊正面作戰。

兩黨配合 奪取勝利
正如毛澤東所說：「沒有正面主力軍的英

勇抗戰，便無從順利地開展敵人後方的游擊
戰爭；沒有同處於敵後的友軍之配合，也不
能得到這樣大的成績。」同樣，敵後戰場的
開闢，拖住了大量的日偽軍，從戰略上有力
地配合了國民黨的正面戰場。國共兩黨，相
互配合，共禦外侮，成為全民族團結、奪取
最終勝利的中堅力量。

綜述之覺醒篇覺醒篇團結篇團結篇綜述之

宋氏三姐妹宋靄齡、宋慶齡、宋美齡分別被形容為「愛
財」、「愛國」、「愛權」，雖然這種簡單比較並不全
面，但足見姐妹三人政見之迥異。七七事變後，多年未見
面的三姐妹捐棄前嫌，攜手站在抗戰第一線，成為中國人
團結抗戰的一段佳話。
盧溝橋事變後，上海500多團體召開了上海市各界抗敵

後援會成立大會，二姐宋慶齡、大姐宋靄齡等人在中國婦
女抗敵後援會擔任理事。之後，小妹宋美齡在南京成立中
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宋慶齡和宋靄齡是這個團
體的上海分會理事，結成抗日同盟。

捐車捐藥尋美援助
抗戰爆發後，宋靄齡組織人力把糧食運進難民區，又花

錢買了3輛救護車和37輛軍用卡車送給醫院和紅十字會
等。
上海淪陷後，宋慶齡遷居香港，1938年在港成立「保

衛中國同盟」，幫助設立晉察冀國際和平醫院、延安國際
和平醫院等多家醫院，向八路軍、新四軍提供藥品支援。

抗戰初期，宋美齡冒死奔赴前線慰勞將士。武漢會戰期
間，宋美齡四次到前線，五次遇險。在赴美治病期間，訪
問白宮，並在國會發表演說，尋求美國援助，這也是美國
歷史上著名的國會演講之一。
1940年3月底，三姐妹聯袂飛赴戰時首都重慶，視察防

空設施、醫院、兒童保育院等，並前往重慶中央廣播電
台，經由NBC廣播網向全美發表演講。宋氏三姐妹的重
慶之行，被視為中國團結抗戰的象徵。

宋氏三姐妹 結盟成佳話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在盧溝橋打響的槍炮聲，喚醒了東方「睡獅」。
圖為駐守在宛平的國民革命軍第29軍緊急赴戰。 資料圖片

■淞滬抗戰期間，第5軍第
261旅全體官兵在「不滅倭
寇，誓不生還」的誓詞上簽
名。 資料照片

■■守衛盧溝橋的守衛盧溝橋的 2929
軍士兵軍士兵。。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守衛在古長城守衛在古長城
上的八路軍戰上的八路軍戰
士士。。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宋家三姐妹宋靄齡(左)、宋慶齡(右)、宋美齡 (中)蒞臨重慶
視察防空洞。 資料圖片

■1937年8月，陝西省涇陽縣雲陽鎮，
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召開紅軍改編
誓師抗日動員大會。 網上圖片

■2014年7月7
日，首都各界隆
重紀念全民族抗
戰 爆 發 77 周
年，國家主席習
近平和兩名國共
抗戰老兵及兩名
學童一起為「獨
立自由勳章」雕
塑揭幕。

資料圖片

■1937年7月7
日，日本侵略軍
發動了盧溝橋
事變，槍炮聲徹
底喚醒了沉睡已
久的東方「睡
獅」。圖為抗戰
勝利 70 周年前
夕，一名青年在
盧溝橋祭先烈。

資料圖片

編者的話編者的話：：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7070周年周年，，雖然日本侵華的烽煙已經散去雖然日本侵華的烽煙已經散去7070年年，，但關於這場戰爭的民族記憶並沒有消逝但關於這場戰爭的民族記憶並沒有消逝，，其歷史意義更其歷史意義更
是穿越時空是穿越時空：：它使中國人民走出百年來的精神低谷它使中國人民走出百年來的精神低谷，，激發出空前的民族覺醒激發出空前的民族覺醒；；它使全國上下眾志成城它使全國上下眾志成城，，凝結成前所未有的民族大團結凝結成前所未有的民族大團結；；它它
讓中國以巨大犧牲讓中國以巨大犧牲，，痛悟到痛悟到「「落後就會挨打落後就會挨打」」的國力較量的國力較量；；它昭示着中國抗擊日寇歷時最長它昭示着中國抗擊日寇歷時最長、、牽制日軍兵力最多牽制日軍兵力最多、、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
利作出重大貢獻的大國作用利作出重大貢獻的大國作用；；它見證了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復興的轉折點……為此它見證了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復興的轉折點……為此，，本報今明兩天推出四個整版綜述報道本報今明兩天推出四個整版綜述報道，，追溯追溯7070年前的年前的
歷史人物歷史人物、、事件及場景事件及場景，，重溫抗日戰爭勝利留下的寶貴遺產重溫抗日戰爭勝利留下的寶貴遺產，，探尋勝利給當下民族復興帶來的啟示探尋勝利給當下民族復興帶來的啟示。。

民族精神振奮 抗戰最大勝利
「朝曦入牖來，鳥喚昏不醒」。十八世紀後半葉西

方工業革命的馬達轟鳴，沒有驚醒大清帝國「天朝上
國」的迷夢，此後列強把戰火燒到東方，中國飽受外
辱，屢戰屢敗，任人宰割。日本發動「九一八事
變」，關東軍不過萬人，而中國駐東北的軍隊有25萬
人之眾，卻因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讓東北淪喪、城
破人亡。

戰爭是對一個民族生命力、凝聚力、戰鬥力的重大考
驗。毛澤東就抗日戰爭指出：「這個戰爭促進中國人民的覺悟和團結的程度，
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的一切偉大的鬥爭沒有一個比得上的。」面對民族存亡的
空前危機，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像火山一樣迸發出來。

一個民族不想被滅亡，精神首先要警醒。如果說，鴉片戰爭是民族覺醒的啟
蒙發軔，甲午戰爭是民族覺醒的重大轉折，抗日戰爭則是民族覺醒的總爆發，
成為中華民族由衰轉興的精神拐點。

一個民族興衰，首先是精神的興衰。日本明治維新時期著名的思想家福澤諭
吉說過，一個民族要崛起，第一是人心的改變。目前，中國國力日隆，不斷崛
起，令人刮目相看。與此同時，一些國人信仰空虛，道德迷失，物慾橫流，缺
少愛國情懷、民族擔當、社會責任。民眾價值追求能否跟上，精神品質能否升
華，成為中國崛起能否成功的關鍵所在。只有精神的覺醒，方免中國於
滅亡；唯有精神的崛起，才能令中華民族復興於世界東方。這是抗戰勝
利對於今天的重要啟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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