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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人类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周年。这场用数千万生命换来的胜利，不仅

终结了法西斯主义在全球的肆虐，更以鲜血浇

筑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然而，历史的硝

烟尚未散尽，新的挑战已然浮现——历史修正

主义暗流涌动，霸权主义与阵营对抗威胁和

平。在新的十字路口，唯有擦清历史的镜子，

坚决捍卫真相，深化团结协作，方能守护胜利

果实，开创人类命运的光明未来。

历史转折：二战胜利改写
人类命运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正义与邪恶、光明与

黑暗的大决战。从中国到世界，无数仁人志

士前仆后继，紧密团结在反法西斯大旗下，用

艰苦卓绝的战斗改写了 20 世纪人类的前途命

运，开辟了人类社会由战到和、由乱到治的历

史转折。

——摧毁法西斯政权，消解东西方战争

策源地。

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秉持以公正培育

正义、以理性巩固和平的理念，先后举行纽伦

堡审判、东京审判，以无可辩驳的证据对德、

日 法 西 斯 政 权 罪 孽 深 重 的 战 犯 进 行 正 义 审

判，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对根除法西

斯主义起到积极作用，为维护战后秩序奠定

了法理与道义基石。战后，盟国还以空前的

决心对两国实施和平改造，推行一系列非军

事化、民主化改革，使其转变为战后和平体系

的参与者。

——坚持“物归原主”，为领土“原所有者”正

名。

《开罗宣言》宣布，日本所窃取于中

国的领土 ，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

等 ，归 还 中 国 。《波 茨 坦 公 告》重

申 ，开 罗 宣 言 的 条 件 必 须 实

施，日本的主权必将限于

本州、北海道、九州、四

国及盟国所决定其

他 小 岛 之 内 。

《开罗宣言》

《波茨坦公告》等重要国际法文件，维护了包括

中国等战争受害国的权益，为处理战后领土主

权问题提供了依据。

——确立新理念新秩序，为战后世界和

平的维护奠定基础。

80 年前，为了避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

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国际社会将社会制

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搁置一旁，创立联合

国，并将“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发展国际间

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

好关系”“促成国际合作”等宗旨写进《联合国

宪章》，使其成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的遵循。这些创举为人类团结与发展进步翻

开了新篇章。

——新兴和平力量壮大，形成多元的国

际社会。

二战胜利后，伴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

空前衰落，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席卷亚非拉地

区。20世纪 50年代至 70年代初，以亚非拉独立

国家为主体的第三世界成为世界上一支举足轻

重的力量，深刻改变了国际格局。第三世界的

崛起推动了战后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极化

趋势的发展，有力制约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为维护战后世界和平提供了保障。

逆流涌动：错误二战史观
危害世界稳定

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和启示录。忘记历

史注定重蹈覆辙。令人遗憾的是，总有一些

人患有历史健忘症，淡化、歪曲甚至否认二战

胜利成果。种种错误言行，严重伤害了受害

国人民的感情，破坏了战后来之不易的和平

局面，必须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在欧洲，极右翼势力有所抬头，他们公然

为纳粹罪行翻案，美化法西斯主义，甚至否认

大屠杀的存在，在公开场合宣扬种族主义思

想。东欧一些国家的政客否定苏联是“解放

者”，而称之为“占领者”，还出现大量摧毁苏联

红军纪念碑的现象。美西方一些国家围绕二

战历史挑动争议，意图虚化、矮化苏联在二战

期间的形象，进而动摇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的

地位，引发俄罗斯的强烈反弹和坚决反击。

在亚洲，日本政客罔顾历史事实，屡屡参

拜靖国神社，企图为军国主义招魂。为了模

糊和歪曲侵略历史，日本右翼通过文学、影

视、纪念活动等形式强化其在二战中的“受难

记忆”，妄图以“受害者意识”取代“加害者身

份”；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日等场

合，日本政客反复强调，日本是“唯一遭受核

武器打击的国家”；直到今天，日本政府和媒

体仍将“8·15”称为“终战日”，而非“战败日”

和悔罪的日子。军国主义是政治的，更是思

想的、文化的以及社会心理的。战后的日本

没 有 完 成 彻 底 清 除 军 国 主 义 余 孽 遗 毒 的 任

务，这是亚洲的真正危险所在。近年来，日本

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推动军力建设，甚

至以种种借口图谋发展进攻性武器，试图恢

复所谓“军政大国地位”，严重危害地区和平

稳定，必须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美国作为二战战胜国，在对待日本的问

题上未能坚守正义。二战后，美国为扶植日

本对抗中苏，对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采取

姑息纵容的态度。东京审判中，美国便包庇

一些本应受到严惩的日本战犯，使他们逃脱

了正义的审判，为日本日后否认侵略历史埋

下隐患。美国为维护全球霸权，加紧推行所

谓“印太战略”，极力拉拢日本当局，对其“军

事松绑”，已成为地区和平的最大乱源。

铭记历史：坚定捍卫世界
和平

“不尊重历史的人，注定要重犯历史的错

误。”80 余年前，面对经济大萧条、法西斯主义

上台、军事扩张大行其道，国际社会尤其是

英、法、美等西方大国在经济上以邻为壑、高

筑关税壁垒，在政治上采取“只顾自己、不管

他 人 ”“ 只 看 眼 前 、无 视 长

远 ”的 绥 靖 政 策 ，最 终

引致二战全面

爆 发 ，

在历史上留下不光彩的一页。

今 时 今 日 ，人 类 再 次 走 到 了 十 字 路 口 。

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到逆全球化浪潮愈演

愈烈；从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多点爆发，到霸

权主义甚嚣尘上……延续至今的战后和平受

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我们

更有必要对历史正本清源，深刻汲取二战的

惨痛教训，这不仅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人类

社会的未来负责。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参与者和

贡献者，中国始终是战后秩序的维护者，始终

坚定不移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近年来，中国在多个国际场合阐述“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

议、全球文明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 3个维度

指明人类社会前进方向，表达中国政府和人民

同世界并肩前行、携手共进的坚强信念。

光明每前进一分，黑暗便后退一分。二

战的胜利不是凭空得来的。当法西斯的魔焰

肆虐全球之时，是中国、苏联、美国、英国等众

多国家相互支持、共同抵抗，才最终力挽狂澜

战胜法西斯轴心国集团，重建战后的和平与

秩序。当今中国提出的理念、倡议和方案，都

是在回答人类和平与发展最紧要的问题，是

在守护国际社会的公道正义，体现了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为实现各国共同

安全与发展提供可行之径，为变乱交织的世

界照亮前行之路。

牢记历史，面向未来。在这个反思战争、

祈祷和平的特殊年份，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目

的就是要永远铭记那些为赢得和平付出的巨

大牺牲，唤起世界各国人民对历史的记忆和

对和平的坚守，让任何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的

言行在阳光下无处藏身，让永不再战、持久和

平的信念深入人心。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擦清历史的擦清历史的镜子镜子，，走好未来的路走好未来的路
—坚定捍卫二战胜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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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磺岛上的旗帜硫磺岛上的旗帜
1945年 2月 23日，硫磺岛折钵山上，美国士兵竖

起星条旗的那一幕凝固成黑白照片，成为二战太平

洋战场惨烈战斗的注脚，标定了正义与邪恶的清晰

分野。遗憾的是，80 年后美国国防部长却称硫磺岛

战役中的日军“英勇”。日本军国主义的负隅顽抗与

抗击法西斯战士们的舍生忘死，从来不是同种性质

的“英勇”。美政客历史认知的严重错位，不仅是对

鲜血写就的二战史的亵渎，更是对日军暴行下万千

英灵与冤魂的二次伤害。

日本向中国投降日本向中国投降
1945年 9月 9日，中国战区受降现场，侵华日军

总司令冈村宁次往投降书上盖章时由于手抖，把章盖

歪了。从白山黑水间第一声抗战枪响，到长江两岸焦

土千里的拉锯；从华北地区百团大战的恢弘壮举，到

长沙城头三度飘起的残破战旗……中国人民 14年浴

血山河的坚定抗战，让侵略者心惊胆战。称霸亚洲野

心的彻底破灭，侵略者无比沮丧；为犯下滔天罪行接

受审判的担心，更令他们心神难安。发动侵略时的疯

狂和战败后的惶恐对照鲜明，发人深省，充分昭示了

多行不义必自毙以及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历史公理。

联合国制宪会议
“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

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彼此以善

邻之道，和睦相处，集中力量，以维持国际和平及

安全……”1945 年 6 月 26 日，美国旧金山，来自

50个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宪章

见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历程，成为二战

后和平与繁荣的重要保障。八十载春秋流转，

“我联合国人民”的意志正遭到单边主义和霸权

主义的侵蚀，人类再次来到十字路口，更有必要

去回顾宪章序言里的铮铮誓言。

历史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世人更好认识

和平的珍贵。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血战硫

磺岛、联合国制宪会议召开、日本向中国投

降……当我们翻开一张张泛黄的二战老照

片，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浴血奋战、矢志和平

的历史记忆一下子鲜活起来。以史为鉴，我

们方能凝聚起捍卫和平与正义的磅礴伟力，

让和平永驻，让正义长存。

历
史
，
永
志
不
忘

■
王

敏
苏军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苏军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
1945 年 1 月 27 日，波兰南部凛冽的寒风中，

苏联红军攻入奥斯威辛集中营。焚尸炉里的亡

魂，终得以见到人类文明战胜野蛮的曙光。然

而，今天有一些势力刻意歪曲历史，强行将解放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功劳从苏军转移到美军头上，

甚至不惜捣毁先辈立起的苏联烈士纪念碑。这

种对历史记忆的篡改值得所有人警惕——每一

块被抹去的纪念碑，都可能成为下一场暴行的奠

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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