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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世界反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东方主战场，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

决定性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走向。

1931 年，日本悍然发动侵略中国东北

的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打响

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1937 年，日本

发动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七

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倡导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奋起抗击，在东

方 开 辟 了 第 一 个 大 规 模 世 界 反 法 西 斯 战

场。在日本战略进攻、中国战略防御期间，

中日双方投入总兵力达 400 余万人，战线长

达 1800 多公里，战火遍及中国十多个省区，

战区面积约 160 万平方公里，被卷入战争的

中国人口达 4 亿之多。

中国抗日战争牵制了日军主力，遏制

了日军“北上”“南下”计划，打破了德意日

瓜 分 全 球、称 霸 世 界 的 图 谋 。 日 本 的“ 北

进”“ 南 进”计 划，既 是 日 本 法 西 斯 的 既 定

战略企图，也是轴心国联盟制定的战略协

同计划。抗战期间，中国战场抗击和牵制

了 日 本 2／3以上的陆 军 兵 力 和 部 分 海 空 军

力 量，牢 牢 捆 住 了 日 本 法 西 斯 的 手 脚，使

其 陷 入 长 期 战 争 的 泥 潭 而 不 能 自 拔 。 中

国的持久抗战，遏止了日本侵犯西伯利亚

的“ 北 进 ”计 划 ，使 苏 联 得 以 避 免 两 线 作

战；牵制和推迟了日本进攻南洋的“ 南进”

步 伐 ，粉 碎 了 日 本 与 德 意 法 西 斯 东 西 对

进、称霸全球的战略图谋。

中国战场是亚太地区盟军的重要战略

支点和后方基地，是最终战胜日本法西斯的

决定性力量。中国不但在世界东方率先建

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为建立国际反法

西斯统一战线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中

国战场作为亚太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

战略基地，为同盟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

军事情报，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有力支援了

同盟国的反法西斯斗争。在规模空前的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抗日战争开展时间

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

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是当之无

愧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欣 华）

《中苏联合抗击法西斯胜利
70周年档案展》召开

本报讯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苏

联卫国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

年，中国国家档案局和俄罗斯联邦档案署

共同举办的《中苏联合抗击法西斯胜利 70

周年档案展》于 2015 年 8 月 25 日在京开幕。

中国国家档案局局长李明华、俄罗斯

联邦档案署署长 A.A.阿尔基佐夫出席开幕

式，并先后致词。

70 多年前，由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

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空

前的灾难和浩劫。为了捍卫国家独立和尊

严，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中苏两国人

民在患难中携手合作，相互援助，联合抗击

法西斯势力，结成深厚的战斗友谊，并最终

赢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苏联卫国战争

的 胜 利，为 捍 卫 世 界 和 平 作 出 了 杰 出 贡

献。本次展览通过展示中俄两国档案馆珍

藏的档案文献和历史图片，真实再现这段

可歌可泣的历史。

展览分为七个单元:苏联声援中国抗

战；中苏互援战略物资；苏联支援中国抗日

战争；中国支援苏联卫国战争；中苏战时文

化交流；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展览内容全面反映了中苏联合抗击法

西斯的历史过程，主要包括：（一）苏联对中

国的支援。具体涉及：在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中，苏联人民给予了中国人民的道义声

援；苏联援助中国武器装备；苏联向中国派

遣军事顾问，并组成了援华志愿飞行队，帮

助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1945 年 8 月，苏联

红军开赴中国东北战场，同中国军民一道

对日作战，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终胜

利提供了重要支援。(二)中国对苏联的支

持。具体涉及：中国人民给予了苏联极大

支持，中国的农矿产品源源输往苏联，特别

是钨、锑、锡等稀有矿产品，成为苏联重要

战略物资；中国各界声援苏联卫国战争，募

捐支援苏联红军；中国共产党向苏联提供

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在军事上策应苏联

卫国战争；中国人民的一批优秀儿女直接

投身到苏联卫国战争中，为苏联卫国战争

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中国战地记者深入苏

德战场第一线，撰写并发表了大量有关苏

联卫国战争的报道。(三)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苏联卫国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胜利。具体涉及：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盟国

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纽伦堡

审判；东京审判。

中国国家档案局局长李明华在展览

开 幕 式 致 词 中 表 示：档 案 是 历 史 的 真 实

记录。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铭记历

史，是 为 了 开 创 未 来 。 让 我 们 一 起 总 结

历 史 积 淀 的 经 验 教 训，寻 找 开 创 明 天 的

智慧。让中苏联合抗击法西斯这段历史

成 为 中 华 民 族 和 俄 罗 斯 民 族 共 同 的 记

忆，让 和 平 与 发 展 成 为 人 类 文 明 进 步 永

恒的主题。 （海 青）

浅谈阅兵式中的正步

■ 王峰 陈德勇

9 月 3 日，在我国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期战争 70 周

年纪念大会上，将有来自陆、海、空、二炮、武警部队和俄

罗斯、古巴、埃及等 11 个外军徒步方队徒手或执枪正步走

过天安门，届时方队整齐划一的动作、威武雄壮的气势，

无疑是吸引观众眼球的众多看点之一。

正步的起源

毋 庸 置 疑 ，阅 兵 在 任 何 国 家 军 队 都 是 倍 受 重 视

的 活 动 。 作 为 一 项 极 其 隆 重 的 军 事 仪 式 ，阅 兵 能 够

深 刻 反 映 一 个 国 家 的 国 威、一 支 军 队 的 军 威 。 正 步

这 种 队 列 行 进 步 伐 的 发 明 地 是 德 国 ，最 早 应 用 于 普

鲁 士 军 队 。 18 世 纪 时，腓 特 烈 大 帝 领 导 的 普 鲁 士 军

队 ，将 起 源 于 中 世 纪 欧 州 的 一 种 腿 高 抬 至 与 地 面 平

行的民间舞蹈步法改为正步，进行阅兵，向外国展示

强盛国家实力，后来逐渐被其他国家效仿。如今，各

个国家、地区的正步步法虽有所不同，但都是在普军

正 步 的 基 础 上 加 上 各 自 的 改 进 ，行 进 时 的 主 要 特 征

均为上身直立，两腿绷直和两脚用力拍地，意在展现

军威。

各国军人的正步

俄 罗 斯 的 正 步 动 作 堪 称 经 典 ，不 仅 仅 因 为 其 历

史悠久、威武雄壮，而且还因为其在发展过程中影响

了 中 国 、朝 鲜 、越 南 等 许 多 国 家 。 俄 军 士 兵 人 高 马

大 ，因 此 其 正 步 动 作 十 分 夸 张 。 俄 罗 斯 正 步 的 特 点

是 踢 出 时 腿 要 与 地 面 成 90 度 直 角 ；前 摆 时 小 臂 水

平，位 于 下 颚 高 度，通 过 检 阅 台 向 右 看 时，头 要 上 扬

30 度，以体现自豪感。目前，俄国军队的正步可以说

是 最 传 统 的 。 英 国 也 有 所 谓 的 英 式 正 步 ，他 们 把 这

称为“ 皇家海军式”，特点是手臂抬高到与地面平行，

向 前 挥 臂 不 弯 曲，步 伐 较 慢，几 乎 一 步 一 顿 。 印 度、

巴基斯坦等大致都是沿袭英式正步。朝鲜式正步要

求 手 臂 放 在 身 体 两 侧 不 摆 臂 ，双 腿 踢 得 尽 可 能 高 的

笔直砸向地面。双腿夹角要超过 90 度。因为体格不

够，又要依照苏式踢腿和跨步标准，身高远远不及俄

国 人 的 朝 鲜 军 人 踢 起 正 步 来 就 显 得 蹦 蹦 跳 跳，过 分

活泼。

我军正步的由来

开 国 大 典 上 ，当 时 解 放 军 各 兵 种 并 没 有 统 一 的

队 列 行 进 标 准 ，很 大 一 个 原 因 是 近 代 中 国 引 进 的

军 事 训 练 操 典 来 自 不 同 的 国 家 —— 中 国 海 军 历 史

上 受 英 国 影 响 较 深 ，因 此 ，海 军 方 队 走 的 是 类 似 英

军 的 高 摆 臂 大 齐 步 ；而 陆 军 沿 袭 的 则 是 国 民 党 陆

军 的 小 幅 正 步 ，这 正 是 受 德 军 队 列 训 练 影 响 的 结

果 。 这 种 混 乱 的 情 况 直 到 1950 年 代 ，我 军 系 统 引

进 苏 军 队 列 训 练 之 后 才 有 改 观 。 解 放 军 虽 然 借 鉴

了 苏 联 的 经 验 ，但 还 是 加 了 些 改 动 ，使 它 更 适 用 于

国 人 。 比 如 ，俄 罗 斯 正 步 的 特 点 是 踢 出 时 腿 要 与

地 面 成 直 角 ，而 脚 落 地 时 必 然 产 生 冲 击 ，因 此 行 进

时 跳 跃 感 很 强 ，震 荡 很 大 ，但 这 不 太 符 合 我 们 国 家

的 情 况 ，于 是 解 放 军 将 布 幅 调 整 到 适 合 中 国 人 体

型 的 幅 度 ；俄 罗 斯 军 人 踏 步 时 要 将 下 巴 扬 起 受 阅 ，

彰 显 自 豪 感 ，下 巴 抬 起 视 线 就 自 然 略 微 向 下 ，俄 罗

斯 军 人 受 阅 时“ 傲 视 天 下 ”的 气 质 就 来 源 于 此 ，也

不 太 适 合 人 民 子 弟 兵 ，后 改 良 为 稍 显 内 敛 的 下 颚

微 收 ，正 直 平 视 稍 向 上 。 正 步 在 我 国 经 数 次 改 良

后 的 动 作 流 畅 而 严 整 ，尤 其 讲 究 手 臂 、腿 动 作 的 整

齐 划 一 ，气 势 无 与 伦 比 。

（作者系武警北京总队作战勤务处参谋）

1941 年，在中国空军最困难的时候，一

支美国航空志愿队来到中国，同中国人民一

道浴血奋战抵抗日军。这支队伍就是历史

上赫赫有名的“飞虎队”。

“ 飞 虎 队 ”全 称 为“ 中 国 空 军 美 国 志

愿 援 华 航 空 队”，正 式 名 称 为 美 籍 志 愿 大

队，创 始 人 是 美 国 飞 行 教 官 陈 纳 德，于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中 美 日 开 战 前 夕 成 立 ，由

高 薪 聘 请 的 美 国 飞 行 人 员 组 成 的 雇 佣 兵

性 质 的 空 军 部 队 在 中 国 、缅 甸 等 地 对 抗

日 本。

“飞虎队”在中国的不到一年时间内，正

是中国空军消耗殆尽、苏联援华基本取消的

时候。面对几乎向日本侵略者洞开的天空，

“飞虎队”虽无力为中国撑起可靠的防空伞，

却以一己之力，在天空中证明了反侵略力量

的存在。

“我热切地希望‘飞虎队’的标志永远高

悬！请永远记住：她是太平洋两岸两个伟大

民族在战争和和平时期向共同目标奋进的

象征。”陈纳德将军在回忆录的结尾部分如

此写道。

日前，外交部副部长张明表示，当年与

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美国“ 飞虎队”老兵、

苏联红军老战士等，9 月 3 日将来华参加纪

念活动。

张 明 表 示 ，中 国 政 府 还 专 门 向 所 有

曾 经 为 中 国 人 民 抗 日 战 争 胜 利 作 出 牺 牲

和 贡 献 的 国 际 友 人 发 出 了 邀 请 。 中 华 民

族 是 重 情 义 、懂 感 恩 的 民 族 。 对 于 70 年

前 那 些 不 远 万 里 来 到 中 国 ，直 接 参 与 或

支 持 中 国 抗 战 ，甚 至 付 出 宝 贵 生 命 的 国

际 友 人，中 国 人 民 始 终 铭 记 在 心，须 臾 不

敢 忘 怀。

据 了 解 ，由 于 年 龄 和 身 体 等 原 因 ，他

们 中 间 绝 大 多 数 已 经 不 能 来 华 参 加 纪 念

活动，但还是有来自 15 个国家的 100 多位

国 际 友 人 或 抱 病 来 华 或 由 其 遗 属 代 表 出

席，其中既有当年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

美 国“ 飞 虎 队”老 兵、苏 联 红 军 老 战 士、日

本籍八路军老战士等，也有在南京大屠杀

中 为 遭 受 残 害 的 中 国 民 众 提 供 过 帮 助 的

友人，还有中国人民熟知并深切爱戴的白

求恩大夫、柯棣华大夫的亲属。（何 宗）

美国“飞虎队”的中国情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