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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率先揭开了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持续奋战
14 年，在世界树起了一面反
法西斯战争的光辉旗帜

日、德、意法西斯为争霸世界，对外

发动侵略战争，点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战火，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乃至整个人类

文明造成巨大破坏。为捍卫世界和平

与正义，拯救人类文明，中国人民身先

士卒，展开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并鼓

舞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中国打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

一枪。1931 年，日本蓄意制造九一八事

变，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继而又将侵略

魔爪伸向华北、华中，在世界东方形成

战争策源地，对远东乃至整个世界和平

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为打击日本侵

略者，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挺身而出，首先举

起武装抗日的旗帜。誓死不当亡国奴

的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在东北、华北、华

中吹响民族自卫战争的号角，予日本侵

略 者 以 有 力 痛 击 ，也 使 法 西 斯 侵 略 扩

张、破坏和平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中

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是世界范围内

最先开展的反法西斯战争。

中国开辟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反法

西斯战场。日本为实现吞并整个中国，

继而征服亚洲、争霸世界的野心，经过

充分准备和谋划后，于 1937 年又挑起卢

沟桥事变，开启全面侵华战争。在民族

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人民以“兄弟阋

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和“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展开全民族抗

战，创下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共同抵抗

外 来 侵 略 的 伟 大 壮 举 。 至 1938 年 10

月，中国军民在长达 1800 多公里的战线

上同日本侵略者展开英勇拼杀，战区面

积约达 160 万平方公里，双方投入作战

的总兵力达 400 余万人。中国战场成为

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

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国家创造

了以弱制强的范例。在抗击法西斯侵略

的斗争中，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坚持抵抗

到底赢得胜利，特别是一些弱小国家先

后败亡。反观中国，虽然是一个半殖民

地、半封建弱国，但由于中国共产党所起

的中流砥柱作用，中国人民历经艰难却

始终高举反法西斯战争旗帜巍然屹立于

世界东方。从 1931年到 1945年，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持续 14 年，中国非但没有败

亡，反而赢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以弱

制强的范例。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中

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是对其他联合国家

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

中国是同盟国在亚洲大
陆抗击法西斯侵略的主战场，
是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
力量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是同盟

国在亚洲大陆抗击法西斯侵略的主战

场。美苏等同盟国对日军的作战，加速

了日本法西斯投降的进程，中国对打败

日本法西斯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中国是同盟国中抗击和牵制日军

兵力最多、歼灭日军人数最多的国家。

中国最早开始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战

争时间持续最长；中国抗击、牵制与歼

灭 的 日 军 数 量 也 最 多 。 从 1937 年 至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将绝大

多数兵力用于对中国作战；太平洋战争

爆发后，日军仍有百万以上兵力深陷中

国战场无法抽身。中国军民在抗日战

争中，消灭的日军人数占其整个第二次

世 界 大 战 中 伤 亡 人 数 的 70％ 以 上 ，达

150 余万人。另外，还有约 128 万名日

军在日本战败后向中国投降。为打败

日本法西斯，中国付出了超过 3500 万名

军 民 伤 亡 的 巨 大 代 价 ，直 接 经 济 损 失

1000 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 5000 多

亿美元。

中国为配合同盟国对日作战，抽调

精锐之师出兵缅甸。攻占缅甸，是日本

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重要战略目标。英

国首相丘吉尔认为：“缅甸如丧失，那就

惨了”“在同日本人交战的军队当中，中

国军队算是最成功的”。为顾全大局，

中国政府克服自身抗战面临的极大困

难，抽调 10 万精锐之师组成远征军入

缅，支援英军作战。其后，根据同盟国

协商的计划，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先后

在缅北、滇西对日军发起战略反攻，减

轻了盟军在印缅地区的作战压力。从

1942 年春至 1945 年春，中国在缅北、滇

西共投入约 30 万兵力，消灭日军 6 万余

人。缅北、滇西对日作战的胜利，极大

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

中国积极支持亚洲其他国家和地

区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在抗击法

西斯侵略的斗争中，中国不仅义无反顾

地肩负起大国责任，而且积极支持与团

结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进行反

法西斯斗争。中国为大批的朝鲜、越南

等抗日志士和革命者提供武装抗日的

条件，使其能在中国组建抗日武装或加

入中国的抗日武装，展开抗日斗争，并

为其培训从事抗日斗争和争取民族解

放斗争的骨干力量。为团结和壮大亚

洲反法西斯力量，1941 年中国共产党在

延安组织召开由日本、印度、朝鲜等国

家和地区 130 余名代表参加的“东方各

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成立了“东方

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1943 年开罗会

议期间，在中国的坚持下，《开罗宣言》

将保证战后朝鲜独立的内容写入其中。

中国是同盟国在亚太地区对日作战

的战略基地。由于中国人民坚决抵抗日

本侵略，加之地理条件等方面的有利因

素，中国成为同盟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

基地。为保障同盟国的对日作战，中国

将成都、昆明、柳州等空军基地、第一线

野战机场提供给盟军使用，并调集大批

军队保卫这些基地、机场，派出众多的地

勤人员为盟军服务。同时，中国向美英

苏等同盟国提供大量战时急需的锡、钨

等战略物资及军事情报，从人力、物力、

财力等方面有力支援了同盟国的反法西

斯战争。诚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得

到了同盟国及世界各国人民的援助。

中国与同盟国在反法西
斯战争中形成了战略配合，为
彻底打败法西斯和建立战后
国际新秩序作出历史性贡献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影响着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

进程和走向，是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的关键因素。同时，中国在推动建立国

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创建联合国及构

建战后国际新秩序等方面都发挥了重

大作用。

中国遏止了日本“北进”，推迟了日

本“南进”。为实现“北进”苏联、“南进”

南洋的争霸世界的战略目标，日本采取

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并企图速战

速决，一举吞并中国，再“北进”或“南

进”。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

日本陆军主力和一部分海空力量始终被

牢牢“钉”在中国战场，使得日本没有更

多兵力“北进”苏联，并一再推迟“南进”

计划，进而从战略上策应和配合了苏联

的卫国战争，也为美英等国争取了对日

战争准备时间。同时，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还挫败了日本征服中国、以中国作为

其“南进”兵站基地的图谋，并使日本在

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进军印度洋，以配合

德国向中东和高加索进军，进而实现两

国在中东会师的图谋化为泡影。

中国为同盟国“先欧后亚”战略的

实施发挥了战略支撑作用。太平洋战

争爆发后，美英等同盟国决定实施“先

欧 后 亚 ”战 略 ，集 中 力 量 首 先 打 败 德

国。但这一战略的实施，有一个重要前

提，即在对日作战方面必须保持亚洲、

太平洋战场局势的稳定，这就更加凸显

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中的战略地位。由此，同盟国设立

了中国战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亦紧密融为一体。中国

人民的顽强抵抗，极大削弱了日军能够

用于太平洋战场作战的兵力，有力策应

了盟军的作战。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

民在持久抗战中逐渐夺取了战争主动

权，转入对日军的战略反攻，使战争形

势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也从根

本上解除了同盟国实施“先欧后亚”战

略的后顾之忧。

中国积极倡导与推动建立国际反法

西斯统一战线，是创建联合国和构建战

后国际新秩序的四大国之一。为争取一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击法西斯的侵

略，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与推动下，中国

在世界东方率先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中国还积极倡导与推动建立国际反

法西斯统一战线，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

后，以领衔国之一的身份签署《联合国家

宣言》，促成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

建立。这为同盟国夺取反法西斯战争最

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战争后期，

中国以反法西斯战争四大国之一的身份

参与联合国的创建和战后国际新秩序的

构建。中国也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中国贡献
■潘泽庆

中 国 古 代 兵 家 名 将 历 来 强 调“ 践

墨随敌，以决战事”“知彼知己，百战不

殆”“知彼知己，兵家大要”，把量敌、料

敌 作 为 用 兵 的 前 提 和 取 胜 的 首 要 条

件，凸显了中国古代兵学对判断敌情

的高度重视和深刻认知。无论战争形

态如何演变，知敌研敌始终是战场制

胜的基本功。从中国古代兵学中汲取

料敌智慧，对于打赢未来战争仍然具

有重要意义。

强调斥候为先，主动料敌。中 国

古 代 兵 学 认 为 ，用 兵 之 要 ，必 先 察 敌

情 ；常 胜 之 家 ，必 先 悉 敌 情 。 只 有 在

战前预先全面地掌握敌情，才能作出

正 确 的 决 策 。《百 战 奇 略》提 出“ 凡 行

兵 之 法 ，斥 候 为 先 ”，《六 韬》言“ 凡 帅

师之法，当先发远候”，要求必须主动

作 为 ，采 取 各 种 侦 察 手 段 获 取 敌 情 ，

《司 马 法》还 提 出“ 凡 战 ，间 远 观 迩 ”，

即用间谍获取远方敌情、用抵近侦察

详 细 了 解 近 处 敌 情 的 具 体 方 法 。 未

来作战，战争样貌深刻改变，但“侦察

为先”的理念没变，作战中，应把主动

感知战场、深入洞察敌情作为定下作

战决心前的第一要务，灵活运用技术

侦察与人力侦察相结合、远程监视与

抵 近 侦 察 相 结 合 等 方 式 ，实 施 自 主 、

高效的侦察行动，全面准确获取敌兵

力 部 署 、武 器 配 置 等 关 键 情 报 信 息 ，

为 达 成 战 场 单 向 透 明 、定 下 正 确 决 心

奠定基础。

强调察情从宽，全面料敌。《孙子兵

法》强 调 要 从 主 孰 有 道 、将 孰 有 能 、天

地 孰 得 、法 令 孰 行 、兵 众 孰 强 、士 卒 孰

练、赏罚孰明七个方面对敌我情况进行

计 算 比 较 ，《管 子》中 强 调 判 断 敌 情 要

做到“人之众寡，士之精粗，器之功苦，

尽知之”。从中可看出，中国古代兵学

强 调“ 料 敌 从 宽 ”，要 求 判 断 敌 情 不 仅

要从最广泛的角度分析、还要从最复杂

的 局 面 进 行 预 测 ，才 能 确 保 有 万 全 之

策。现代战争更是复杂巨系统，作战中

更 要 对 敌 情 进 行“ 全 景 式 ”扫 描 和 研

判，既要关注物理域，又要关注信息域

和 社 会 域 ；既 要 了 解 对 手 兵 力 兵 器 数

质 量 等 有 形 因 素 ，也 要 了 解 对 方 战 争

思想、将帅特点等无形因素，方能把握

敌方态势的总体和全貌。尤其面对充

满 不 确 定 性 的 未 来 战 场 ，要 把 敌 情 研

判的思路放宽，把对手想狡猾、把情况

想 复 杂 、把 态 势 想 全 面 ，才 能 在“ 不 可

能”发生时措置裕如。

强调审知虚实，辩证料敌。中国古

代兵学认为“能料知敌情，审其虚实者

胜”，强调应从虚实正反等方面辩证地

看待敌情，如《孙膑兵法》提出“故善战

者 ，见 敌 之 所 长 ，则 知 其 所 短 ；见 敌 之

所不足，则知其所有余”，《六韬》言“必

见其阳，又见其阴，乃知其心。必见其

外 ，又 见 其 内 ，乃 知 其 意 ”。 即 敌 情 判

断要运用辩证思维，不仅看到敌强点，

也要看到其弱处，透过现象看清本质，

达成“知虚实而知所击”。为此，正如

《十一家注孙子·计篇》所言：“校量计

算彼我之优劣，然后搜索其情状，乃能

必胜，不尔则败”。未来作战，应以辩

证 的 矛 盾 思 维 去 审 视 敌 情 ，正 确 认 识

利与弊、进与退、强与弱、虚与实、攻与

守、众与寡等矛盾形式，辨明真假，客

观 分 析 敌 我 强 弱 优 劣 ，判 出 敌 强 中 之

弱、劣中之优，准确揭示敌人真面目，

从而实施针对性有效性的作战行动。

强调以近知远，前瞻料敌。中国古

代兵学强调“料敌计险，必察远近……

将之道也”。认为判断敌情要“以近知

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并提出具有

操作性的相敌之法，如《孙子兵法》中提

出：“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

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要

求分析敌情必须考虑当前的情势和以

后的发展，从近的推知远的，从看见的

推 知 看 不 见 的 ，这 样 才 能 把 准 敌 情 变

化，及时定下正确决心，始终掌握战场

主动。战争是“活力的对抗”，未来作

战，战场态势更加变幻莫测，敌情始终

处于动态变化中。要有见微知著的判

断力、洞幽察微的审视力、前瞻预判的

预测力，善于察迹索情、见末知本，合理

联想，获取敌情；不仅要关注敌情即时

状态，更要对敌情发展进行超前认识和

判断，增强决策筹划和行动的前瞻性和

针对性。

强调形敌乃知，用谋料敌。战 争

中，想要获取敌情并非易事。中国古代

兵学就强调要运用谋略手段获取敌情，

《投笔肤谈》中言“能形敌而得其情者，

兵之妙也”“不得其情，形之乃知”，《兵

经百篇》还提出“以北诱，以利饵而识

情；撼而惊之，扰而拂之而识度，察于事

也”，描述了通过欺骗佯动调动敌人获

取敌情的具体方法。未来作战，敌我双

方隐蔽伪装与欺骗干扰技术更加先进，

获取真实敌情面临更多挑战，获取情报

充满谋略博弈，要求指挥员发挥主观能

动性，充分运用谋略智慧、善用战术技

术手段，“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

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

之……”通过火力佯动、兵力佯动等欺

骗引诱手段，诱使、迫使敌人暴露真实

企图和实际部署，从而掌握敌情，增强

敌情判断的主动性。

从中国古代兵学中汲取料敌智慧
■刘媛媛

“木桶原理”是指通过整体均衡，

避免“短板”掣肘，如今已被广泛应用

于各领域。用好“木桶原理”无疑能够

促进战斗力建设，但是不能盲目陷入

“短板”误区，而应多维度分析其内在

特殊关联，从而提高战斗力建设质效。

发展战斗力“长板”。“木桶原理”蕴

含的“长板效应”，强调的是木桶即使有

短板，若倾斜角度得当，长板越长、越

多，装水也会越多。这一效应投射到战

斗力建设上，则为挖掘优势潜能以形成

非对称能力。现代战争实践告诉我们，

战场上既要强调体系对抗，又要注重发

挥“长板”优势。因此，战斗力建设既要

传承传统“长板”这一“看家本领”，更要

聚焦资源整合与效能聚合，形成新的

“长板”这一非对称优势。要紧盯作战

对手弱点与战场变量，推动战法创新与

技术迭代，尤其要确保新质战斗力高对

手一筹、快对手一步。

补齐战斗力“短板”。“木桶原理”蕴

含的“短板效应”，揭示的是水桶的实际

容量取决于最短的而非最长的木板。

未来战争，打的是一体化联合作战，讲

究体系制胜。部队战斗力建设中，如果

短板问题不解决，就会发生“短板效

应”，一个弱点、一个短板就可能严重影

响整体军事实力。当然，从辩证的角度

看，短板既是薄弱点，也是增长点。所

以，战斗力建设重在立起问题导向，坚

持在补短板、强弱项上狠下功夫，瞄准

强敌找差距，盯着体系补短板，努力消

除短板弱项，才能实现体系优势。

强固战斗力“底板”。“木桶原理”

蕴含的“底板效应”，是指底板不牢木

桶将无法盛水。基础训练是一切军事

活动的“底板”，关乎部队战斗力建设

水平的巩固和提升。不论训练内容如

何升级、战法训法如何创新，抓实基础

训练仍是基本要求。我们要清醒认识

到，越是面向实战，越要一点一滴打基

础；基础训练一旦不扎实，战斗力“大

厦”就难言稳固。因此，战斗力建设必

须坚持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把

基础训练各项指标搞细、搞实，严格按

照训练大纲要求，把新装备、新单元、

新模块对应的一招一式、一枪一炮反

复练、练反复，全面夯实战斗力基础。

严实战斗力“桶缝”。“木桶原理”蕴

含的“桶缝效应”，是指木桶盛水之效非

独系于木板长短，更在桶缝密合。若接

缝不牢导致漏水，纵是板长亦难蓄得住

水。战斗力建设亦如是，胜负既取决于

单元硬实力，更依托体系协同之效，可

以说是无战不联、无联不胜。所以，战

斗力建设应立足现代战争坐标系，编实

力量，深研战法，以一体化联合训练为

引领，在近似实战环境中精练指挥协

同、验证战法成果、磨砺综合保障，让战

斗力要素模块精准接合、紧密连接，贯

通战斗力跃升的“最后一公里”，让“桶

缝”更加严实，攥指成拳。

由“木桶原理”看战斗力建设
■赵治国

主动权是军队胜战的命脉，为了

赢得战争的胜利，作战双方都力争主

动，力避被动。在信息化智能化战争

条件下，把握作战主动权有了新的要

求、新的内涵、新的特点。

新能制旧，作战主动权基于新。

“物新则壮”，新的本质要求是通过新

旧“代差”实现战争胜势上的“维差”。

作战样式要新。随着战争形态的加速

演进，作战样式涌现出新形态，未来作

战将呈现“技术主导、全域联动、智能

渗透、非对称扩散”特点，相较于传统

作战样式具有降维打击的作战效能。

要通过不断加强科技赋能、智能赋能、

算法赋能，推动作战样式创新变革，占

据作战样式新优势，赢得未来战争主

动。作战理念要新。作战理念是对战

争本质、战争规律以及作战方法的理

性认识，结合战争实践、时代发展，科

学预见未来战争、做好未来战争的战

争设计，不断创新作战理念，发挥先进

理念对战争实践的指导作用，引领未

来战争。作战装备要新。通过系统性

优化研发流程、资源整合及技术创新，

促进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发，缩短装备

研发迭代周期，同时加快新型武器装

备适配速度，深度挖潜其作战潜力，凭

借武器装备的新优势，实现武器装备

性能、技术参数上的硬制胜。

快能制慢，作战主动权赖于快。

“兵之情主速”，快的本质要求是通过

争得速度的优势，形成“快制慢”态势，

进而赢得主动。作战准备要快。“凡事

预则立，不预则废”，要强化官兵“战争

在今夜打响”的忧患意识、扎实开展战

备实案实训、做好物资调配补充等工

作，做到全面、细致、周到，先敌一步完

成作战准备，形成对敌作战准备“预置

优势”。作战布局要快。要综合考虑

战略目标、敌我态势和战场环境等因

素，充分预想作战可能情况，精心设计

作战计划、兵力部署、协同方案等，先

敌一步完成作战布局。抢占时空要

快。“取利乘时，间不容息”，作战中要

发挥兵力、火力、速度优势，抢抓关键

时机、抢占关键节点，塑造以点破面态

势，实现较高作战效费比。

精能制粗，作战主动权源于精。

“兵不在多而在精”，精的本质要求是

通过技术赋能实现作战兵力的精细化

编组和作战过程的精细化控制。精确

计算与规划。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的“战场精算”，要求对资源消耗、作战

风险、行动效果等进行动态量化分析，

避免传统作战中“不惜一切代价”的粗

放模式，以最小成本实现作战目标。

比如，通过智能算法优化火力分配，减

少冗余打击。精准感知与打击。借助

多元传感器融合、智能弹药和无人平

台，实现目标识别、跟踪和毁伤的全程

精确控制。例如，智能化弹药可基于

实时数据调整轨迹，使打击误差降至

厘米级。精细协同与保障。依托网络

信息体系实现跨域资源的无缝链接，

例如后勤保障通过智能预测需求、动

态匹配资源，实现“点对点”精准投送，

避免传统保障的滞后性和浪费，以实

现作战集约高效。

优能制劣，作战主动权成于优。

“以己之长攻彼之短”，优的本质要求

是“聚优制胜”，强调塑造全局胜势，

通过体系融合、效能释放和资源优化

等手段形成可持续的压制能力，构建

多方位的战略优势系统。形成作战

体系优势。通过构建技术支撑下的

跨域协同网络，打破武器装备平台界

限，缩短杀伤链闭环时间；通过广泛

采用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实现作

战单元自主组网动态重构，压缩体系

恢复时间，实现向“系统涌现”的体系

转变。形成作战效能优势。未来作

战，依靠数量规模取胜的概率越来越

小，凭借质量效率制敌的特点越来越

明显。因此，要针对作战对象精准释

放作战效能，实现效能倍增，形成“瞬

时 多 维 高 强 度 ”的 压 倒 性 优 势 。 比

如 ，通 过 AI 辅 助 提 高 战 场 目 标 识 别

的准确度，通过全域联动的“杀伤网”

替代线性“杀伤链”，实现多域力量同

步释放，提高打击精准度毁伤度。形

成资源配置优势。未来战争，资源配

置将向“动态优化”转变，要聚焦资源

配置实时优化，将资源合理配置，实

现 单 位 资 源 产 生 作 战 效 果 最 大 化 。

比如，通过智能系统合理配置各类保

障资源，发挥资源配置优势，让每一

份保障资源都得到充分利用，最终实

现从“后勤保障”到“战力引擎”的有

效跃迁。

善
于
把
握
作
战
主
动
权

■
张
保
帅

群 策 集

谈兵论道
挑灯看剑

习主席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拯
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是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辟了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
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
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引

言

编后
“ 兵 者 ，诡 道 也 ”，战

争 是 充 满 不 确 实 性 的 领

域。用兵之要，必先察敌；常胜之家，必

先 悉 敌 。 备 战 打 仗 ，首 要 的 是 备 准 对

手、备实对策，决不能大而化之、笼而统

之。敌情不清，对敌人一知半解、模棱

两可，训练就没有针对性，仗一旦打起

来 ，就 无 异 于“ 盲 人 骑 瞎 马 ，夜 半 临 深

池”，肯定要吃亏。毛泽东同志曾指出，

摸清了自己部队的脾气，又摸清敌人的

脾气，指导战争就比较有把握，就能打

胜仗。只有对敌人进行全维透视、系统

研究，熟悉对手的“昨天”、清楚对手的

“今天”、预判对手的“明天”，按准敌人

的脉搏，找准敌人的命门，才能做到料

敌如神、未战先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