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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期中国共产党对外战略的演变
———从反法西斯到反帝再到反法西斯

曹 希 岭

( 鲁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烟台 264039)

摘 要:抗日战争前期，由于共产国际战略转变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战略依次表现为反法西斯统一

战线、反帝革命战线、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样三个阶段。前后两段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战略都是正确的，中间

阶段的反帝革命战线，则是在对国际格局某些误判基础上，产生的不利于中国在国际上最大限度孤立自己民

族敌人的战略，对争取英法美等国对中国的国际援助是不利的。从国际道义和中国抗战的最大利益出发，抗

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应该独立制定自己的方针政策，始终奉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对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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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前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战略虽

然有独立自主的趋向，但更大程度上还是受到

了苏联与共产国际战略转变的重大影响，先后

呈现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反帝革命战线、反法

西斯统一战线的对外战略，这种演变有其合理

性，也有其不足，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整风前

的对外战略没有完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不

适当地依赖苏联，这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完全成

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结果。

一、全面抗战前两年的反法西斯统一

战线战略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

大会，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

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政策，但 1935 年 7—8 月召

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反法西斯统

一战线政策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战略也随之

转变。曼努意斯基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

总结》报告中指出: “无产阶级必须集中一切力

量，以反对最凶恶的死敌———法西斯主义，在反

对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务需

把主要的火力去反对目前战争挑拨者与罪魁的

那些国家。在这些斗争中，无产阶级必须利用

资本主义营垒中的一切矛盾———各帝国主义列

强在国际舞台上的矛盾，各国内部各派资产阶

级相互间的矛盾。”［1］791 即共产党要利用帝国主

义国家的矛盾，拉拢、联合英、美、法，反对德意

日，建立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随后

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

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即《八一宣

言》) ，除首次提出“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的口号外，还明确主张“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

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

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

立友谊关系”［1］524。1935 年 12 月瓦窑堡会议提

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建立反

日的国际统一战线，与英美等国发展某种联盟

关系。1937 年 3 月 1 日，毛泽东在和史沫特莱

谈话中谈到: 我们正在寻找友军，中国决不能自

处孤立。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建立太平洋

联合战线，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2］660。
当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也主张采取

联合英国反对日本的策略。
1937 年 7 月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立

即主张抗日的中国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

主要依靠苏联的援助，同时争取英、美、法对中

国抗日的同情与支持。1937 年 7 月 23 日，中共

中央在宣言中要求“立刻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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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同英

美法 苏 等 国 订 立 各 种 有 利 于 抗 日 救 国 的 协

定”［3］297。国际和平阵线指的就是英美法苏，法

西斯侵略阵线自然就是德日意。洛川会议上确

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要求“与一切反对日

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

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

略阵线”［3］329。
全面抗战开始后，苏联出于自身战略利益

与安全的考虑，首先对中国抗战给予了巨大的

军事援助，甚至派空军飞行员直接参战。英法

美等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对中国的抗战

给予了一定的同情与支持，当然这种同情与支

持无法与苏联相比。1937 年 10 月 6 日，美国国

务院发表声明，谴责日本对华侵略违背了国际

关系的基本准则，要求日本终止侵略，从中国领

土撤军。在中国的要求与英美的推动下，国际

联盟通过决议谴责制裁日本，支持中国，并要求

各成员国考虑给中国以援助。1937 年，法国向

中国提供 500 万美元贷款，美国则购买了中国 1
亿 5 千 万 美 元 的 白 银 以 增 加 中 国 的 国 际 购 买

力。1938 年美国贷款给中国 2500 万美元，1939
年英国两次贷款给中国 4000 万英镑。全面抗

战爆发后前两年，这种以苏联为主、英法美为次

对中国抗战的支持，确乎也证明了建立广泛的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确性。
1938 年 9 月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后，苏联与

各国共产党对英法政府牺牲捷克、绥靖希特勒

德国表示反对。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

做的报告《论新阶段》中，一方面指出中国抗日

战争与世界反侵略反法西斯的斗争是不可分离

地结合着，因此“各民主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

援助中国的，主要是其人民同情中国，苏联的援

助则更加积极”［3］639。同时毛泽东在报告中也

指出英法政府不太可靠，可靠的只有其人民。
1939 年 1 月 20 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

英译本序言》中提出要求英美援助中国的抗战，

反对日本侵略的主张。毛泽东为了说服英、美、
法援助中国抗日，指出如果中国战败，英、美也

不能安枕，因此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自己。
1939 年上半年，国共矛盾冲突凸显，共产国

际与中 共 认 为 国 民 党 反 共 是 其 对 日 投 降 的 准

备，而国民党对日投降又是英法美政府施压的

结果。1939 年 6 月，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

批评英法美对日本侵华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方

针，一开始鼓励日本发动对华战争，供给日本军

需品，同时又对中国抗战给与一定援助，提供贷

款及军需品，希望中日双方被严重削弱后逼交

战双方搞远东慕尼黑阴谋。毛泽东还指责英法

美在欧洲也纵容德意的侵略，尤其希望苏德开

战。
1939 年 7 月 29 日，《中央关于反对东方慕

尼黑阴谋的指示》认定存在主要由英国政府策

动东方慕尼黑阴谋的严重可能性，指示全党“揭

破张伯伦政策是拥护日本侵略中国、反对中国

抗战的政策，这政策只有助长世界法西斯侵略

国的侵略”［4］150，要求英国改变政策，继续支持

中国抗战。这些指责表明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看来，英法美已经不再是世界反法西斯侵略与

中国抗战事业的可靠盟友，而是不怀好意的潜

在的敌人和破坏者。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这种联合英、

美、法抗日、反法西斯侵略的政策更是发生了根

本变化。

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的反

帝革命战略

1939 年 8 月 23 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

订，苏联对外战略由联合英法组成反法西斯阵

营一变而为与德国妥协谋求自身的安全。在随

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的同情和偏

向明显在德意一边而不是反法西斯的英、法一

边。1939 年 8 月 31 日，莫洛托夫公开表示苏联

要把昨日的仇敌———德国化为今日的友邦。
苏联对外战略的巨大转变直接对共产国际

以及各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产生了立竿见影的

影响，各国共产党此后都放弃了原先的建立反

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共产党拒绝

支持反法西斯侵略的战争。法国战败投降后，

法共《人道报》竟指责戴高乐继续对德抗战是为

他的英国主子效劳。1940 年下半年在英国单独

抗击德国侵略的艰难时刻，英国共产党组织了

一个“和平理事会”，反对丘吉尔政府抵抗到底

的政策。中国的情况不同于英法两国，苏联和

中国的战略利益都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抗

日。但苏联对外政策的巨大转变使中国共产党

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进而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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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在对外战略判断上出现了偏差。
1939 年 9 月 8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

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 “目前的这场战争是

帝国主义战争，非正义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所有

参战国的资产阶级都是有罪过的。任何一个国

家的工人阶级都不会支持这场战争，更不要说

共产党了。”［5］284中共中央回电表示完全拥护共

产国际的新的策略路线。共产国际、中共中央

把欧洲爆发的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称之为第二次

帝国主义战争，即交战双方都是非正义的战争。
但是它们同时仍把日本对华战争看成是侵略与

反侵略的战争。也就是说，不论在欧洲还是在

亚洲，由德意日法西斯强盗挑起的战争其性质

本来是一样的。这两场战争都是一方正义、一

方非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但当时的共产国际

与中共却对两者的性质做了完全不同的界定: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应该支持; 而波兰、
英法的反法西斯战争是非正义的，不应该支持。
这种区别对待其实是缺乏根据的。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后，斯大林委婉地纠正了当时的错误

认识，他指出: “和反轴心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不同，它一开始就带有反法西斯战争、解放战争

的性质，它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恢复民主自由。
苏联参加反轴心国的战争，加强———并且确实加

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和解放性

质。”［6］473

既然一开始就把战争的性质弄错了一半，

那难免对战争中的敌友、主要敌人以及共产党

的策略的认识出现一些失误。
1939 年 9 月 14 日，毛泽东在演讲中重复了

共产国际对当时世界大战的定性，指出: “过去

关于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划分，已经失去

了意义”，争取同所谓民主国家“建立统一战线

的时期，已 经 过 去，这 种 可 能 性 现 在 已 经 没 有

了”。今后共产党要努力的是“变帝国主义战争

为革命的国内战争，建立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人

民统一战线”［7］。
1939 年 9 月 24 日，毛泽东在和斯诺的谈话

中重申了 9 月 14 日演讲的基本观点，他明确否

认英法民主国家与法西斯国家在性质上有什么

区别，预言随着欧洲战争的爆发，“在张伯伦的

领导下，各所谓民主国家的政府正在组织广大

的战线，企图把意大利和日本也拉进去。它们

企图借此先打败德国，然后进攻苏联”，“张伯伦

正在组织世界战线，用以包围苏联、抗日的中国

以及德国”［8］143，因此“这些所谓的民主国家成

了反苏、反共、反民主、反人民的运动的中心，成

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运动的敌人”［8］147。在

毛泽东看来，英法为主的世界反革命战线针对

的敌人是苏联、中国和德国，而德国由于放弃了

反苏和反共产国际的政策，因此不再是世界反

革命统一战线的力量。反革命统一战线就是英

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它们的目的是要逼中国

对日投降，打败德国，最后消灭苏联。在这种新

的形势下，共产党原先努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

一战线变成世界反帝、反战争的革命统一战线。
中国理所当然是这一世界反帝、反战争的革命

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这一世界反帝、反战争的

革命统 一 战 线 的 主 要 敌 人 不 是 德 意 法 西 斯 国

家，而是英法等“所谓民主国家”。“这个革命统

一战线现在应包括以下的成分: ( 1) 资本主义国

家里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 2) 半殖民地国

家和殖民地国家里的反帝力量，包括无产阶级

和一部 分 资 产 阶 级; ( 3 ) 苏 联。”［8］148 1939 年 9
月 28 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 中国抗战的外

援来自苏联、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和殖民地、半

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不包括英法美政府。对

于帝国主义战争的交战各国，中国应该严守中

立，毛泽东明确反对中国应该加入英法集团的

主张。
可见，在毛泽东看来，原本是中国抗日盟友

的英法美不仅不再是抗日的盟友，反而成了中

华民族 解 放 的 主 要 敌 人。此 后 将 近 两 年 的 时

间，中国共产党再也没有提过要争取英法美政

府援助中国抗战。其实，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抗

战的同情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1940 年美国贷

款给中国 4500 万美元，并对日本实行全面的经

济制裁。1941 年初，美国又贷款给中国 1 亿美

元，此时美国开始取代苏联成为中国抗战的主

要援助国。
在 1940 年 1 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

毛泽东又断言:“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之

间的斗争已经进一步尖锐化，中国不站在这方

面，就要站在那方面，这是必然的趋势，难道可

以不偏不倚吗? 这是梦想。”［9］690 他的结论自然

是联苏反帝，而不是联苏反法西斯。这里的反

帝，就是反对英法美。当时由于苏联入侵芬兰

导致英法美对苏联的严厉制裁，进一步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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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与英法美的矛盾。
稍后斯大林与共产国际又怀疑英法美在中

国和日本勾结，策动远东慕尼黑阴谋。1940 年

2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团报

告的决议》中说: “英、法、美帝国主义者想利用

中国富源来维持欧战，以部分地承认日本在中

国占领的代价来吸引日本到英法同盟方面从而

促使日本和中国来反对苏联。”［4］637 在共产国际

看来，英、法、美一心要毁灭苏联，先是搞慕尼黑

阴谋，想利用德国进攻苏联，结果《苏德互不侵

犯条约》的签订粉碎了他们的阴谋; 现在又想搞

东方慕尼黑阴谋牺牲中国满足日本的要求，利

用日本与中国做反对苏联的工具，因此要迫使

中日停战。总之，英、法、美才是苏联与共产国

际最大的死敌。
随着 1940 年 6 月下旬法国的战败投降，共产

国际与中共中央认为帝国主义战争阵线已大为削

弱，萌生了世界革命胜利的希望。1940 年 7 月 7
日，《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时局宣言》中

说:“由帝国主义战争所引起的空前的经济危机

与政治危机，正在袭击全人类的生存，必然要引起

世界革命的爆发，革命危机正在一切被压迫人民

与被压迫民族中间深刻地酝酿起来，我们是处在

一个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4］4117 月 13 日，毛泽

东在《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中指出: “革命是不

可避免的”，“德、意战胜英、法，等于打断两条帝

国主义锁链，而新的帝国主义锁链，则可能在刚刚

套上或来不及套上就被打断。资本主义战线可能

在三处被冲破———欧洲、印度与中国，这就等于基

本上冲破整个资本主义战线。”“目前是世界革命

的前夜。”［10］288 在毛泽东看来，德意战胜、英法失

败几乎已成定局，这就会像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中的战败引发十月革命那样引发欧洲以致印度

的无产阶级革命埋葬资本主义。因此，对各国共

产党来说，主要的任务不是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斗

争而是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资本主义

统治很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的战争与革命

的风暴中灰飞烟灭。其实，当时世界反法西斯、反
侵略的斗争正处于最艰难、最危机的时刻，英、法、
荷兰、比利时、挪威、希腊、南斯拉夫与中国人民都

在大力进行反侵略、反法西斯的生死斗争，所谓的

埋葬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在当时的情形下，基本

是不可能的。这种对世界革命形势的判断和认

识，是存在偏颇的。

1940 年 9 月 27 日，德、意、日在柏林签订军

事同盟条约，最后结成法西斯轴心国同盟。既然

德、意集团与英、美集团正在进行生死决战，中国

也在对日生死决战，中国理应联合英美，甚至加入

英、美集团，建立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侵略的统一

战线，但中国共产党却囿于共产国际的反帝革命

战略，不赞成中国联合英美，加入英美集团。认为

加入英美集团就是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放弃

了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战争。1940 年 10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阻止国民党加入英美同

盟。
对于正在与日本强盗生死决战的中华民族以

及中国共产党来说，抗战时期最好的策略就是建

立和发展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自己的民族敌人。
在当时的情形下，反帝革命战略明显不符合中国

的国家利益，也不符合遭到德意日侵略国家的利

益，其实也未必符合苏联的战略利益。中共中央

领导人当然也认识到这一点，为了中华民族的利

益与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共必须对共产国际制定

的反战、反帝革命战略做些调整。1940 年 6 月下

旬以后，中共中央不再继续指责英法美策动东方

慕尼黑阴谋，而是指责德意劝和，诱劝国民党政府

反共投降，开始把德意也视作革命的主要敌人。
1940 年 7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为抗战三周

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提出: “我们可以利用英美

法与德日意两个帝国主义阵线之间的冲突，特别

是日美在太平洋上增长着的矛盾。”［4］419这实际上

已摆脱了以英法美为主要敌人的论调，表明中国

共产党真正从中国抗战的实际出发考虑问题，利

用矛盾，孤立自己的民族敌人。
1940 年 9 月 29 日，周恩来在《国际形势与中

国抗战》中说: “应利用日美冲突反对日本”，“对

德意态度，在欧战上我们是中立的。但在太平洋

上，他们如以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力量支持日寇，

我们则坚持反对。”［11］272利用其矛盾是一回事，与

英美建立反法西斯的同盟是另一回事。当然，从

利用其矛盾到之后与英美建立反法西斯的同盟也

就顺理成章了，只需破除把英美与德日意的大战

看做帝国主义大战的观点与认识即可。
1940 年 11 月 6 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电

报中指出:“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

日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

美集团了，虽然我们也不应该提倡( 因为他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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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战争集团) 。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

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

外交联 络，以 期 制 止 投 降，打 击 亲 日 亲 德 派 活

动”，“如能由上述四种势力的联合与配合好转可

能性还是有的”［4］551。毛泽东看得很明白，蒋介石

如加入德意日集团必然意味着对日投降，对内反

共，日本将会与国民党一起打击中国共产党，然后

再进攻苏联或英美; 蒋介石若加入英美集团则会

继续抗日而不会剿共。两相权衡，对共产党来说，

蒋加入英美集团自然比加入德意日集团有利得

多。此时毛泽东重新提出来联合英美的战略设

想，毫无疑问是非常及时的。
1941 年 3 月 4 日，毛泽东致电廖承志并告知

周恩来: 对国民党参加英美集团或订立中缅协定

一事不必强调反对，对英美援华与中缅联防则不

应反对，可表示听任态度，因此事可使蒋介石难于

投降与难于反共［12］280。
其实，要摆脱苏联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

对外战略的消极影响，在当时的情况下并不是轻

易的事情。因此直到苏德战争爆发，中共中央依

然没有迈出联合英美，将其作为反对日本侵略的

中国的盟友这一步。
1941 年 4 月 13 日，苏联与日本签订《日苏中

立条约》，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达成双方的妥

协，引起中国政府与中国舆论的普遍不满。1941
年 5 月，蒋介石在会见周恩来时清醒地指出: 在日

美冲突中，最后胜利必然属于美国。世界仍然只

有两个阵线，即侵略与反侵略阵线，苏联不可能置

身事外。中国问题，需要美苏弄好，不仅中国要间

接努力，希望美苏也能自己接近。［13］108 在蒋介石

看来，苏联虽然与德国、日本先后签订互不侵犯条

约或中立条约，暂时置身战争之外，但苏联早晚要

成为反法西斯、反侵略阵线的一员，成为英美的盟

邦。仅一个月之后，蒋介石的这一预见就被苏德

战争的爆发所验证。

三、苏德战争爆发后回归反法西斯统

一战线战略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入侵苏联，苏德战争

爆发。据季米特洛夫日记记载，当天，季米特洛夫

与斯大林等人研究苏德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的策

略，决定“各国党应就地开展保卫苏联的运动”。
紧接着，“给美国、英国、瑞典、比利时、法国、荷

兰、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中国的共产党发了指

示”，指示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

战线以保卫苏联，以及要求各国共产党不要再谈

论世界革命的话题［14］45。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

后，6 月 23 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反法西斯的国

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指出: “目前共产党人在全

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

为着反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
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

期，一切力量需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12］309 6
月 26 日，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 “英、美、华都站

在苏联方面，现在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营

的对抗，其前途对苏对华有利。”［12］309

苏德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迅速形成，中共中央的对外策略也随之发生重

大转变。1941 年 7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宣言中

指出:“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
美及其他一切反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

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拥护国民政府对德

意绝交的正确行动。”［13］156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

正式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次日，中共中央

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宣称:

“这一 太 平 洋 战 争，是 日 本 法 西 斯 为 了 侵 略 美

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而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的

战争，而在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起而抵抗的一

方面，则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

解放的战争。”［12］344中共中央一改原先认为英美

与德意日的战争是帝国主义大战的说法，开始

承认英美的战争也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了。宣

言接着指出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全世界一切

国家和民族已划分为进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

线与反侵略的反法西斯阵线，中国政府与中国

人民当然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为最后

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
至此，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战略又回到原先

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上来，完成了否定之否定

的转变。当然，苏联与各国共产党在中间阶段

放弃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也有其迫不得已的

理由。从共产国际七大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签订，尽管苏联与各国共产党真诚地奉行这一

战略，但当时的英法政府却由于自私短视而对

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三心二意，甚至希望将

法西斯祸水东引，从而导致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难以建立。苏联权衡利弊，为了自身的安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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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只好不顾世界和平与反侵略的大局，暂时与

法西斯德国达成妥协。苏德战争爆发后，不论

是苏联与各国共产党一方，还是英美一方，都坚

定地奉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使世界反法

西斯统一战线迅速建立，直到最后打败法西斯

轴心国同盟。事实证明，从 1933 年希特勒上台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对苏联、共产国际与英

法美西方国家而言，奉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

策都是最有利、最明智的选择。苏联曾经一度

放弃了这一方针，如果仅从苏联自己利益上考

虑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它通过共产国际要求

各国共产党、尤其是正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

的中国共产党也放弃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则

是没有道理的。这也证明各国情况千差万别，

要求各 国 共 产 党 奉 行 同 一 方 针 实 在 是 强 人 所

难。
抗战前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战略，由于受制

于苏联的战略利益和外交政策，与中国抗战的大

局和国家利益并不总是吻合一致。从共产国际七

大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从苏德战争爆发

到抗战结束，苏联与共产国际前后两段的建立世

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无疑和中国抗战的大

局和中国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这两个

时期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对外战略和政策都是正

确的。而在这两个阶段之间，共产国际和中国共

产党都曾一度放弃了国际的反法西斯、反侵略统

一战线的方针，改而奉行反帝革命的策略，不论对

世界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正义事业还是对中国人

民抗日救国斗争都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由于

中国的情况与英法不同，日本长期以来都是俄国

和苏联在远东的巨大危险和主要敌人，所以苏联

与共产国际在放弃了反法西斯、反侵略统一战线

的方针的同时，却依然坚定支持中华民族的抗日

大业。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国共产党如果完全

从中国抗战的实际出发，那就应该在 1935—1945
年这 10 年里始终不渝地坚持奉行反法西斯、反侵

略的国际战略而不应该有所改变或反复。但在当

时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下，中国共产党

也只能随着共产国际战略的转变而转变，这就极

大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
独立自主原则，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胜

利的基本经验之一。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

真正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但在延安整风运

动清除教条主义错误倾向、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之前，独立自主的原则仍时时被干扰，如王明

在全国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及稍后放弃反法西斯

统一战线战略。在这两个问题上，共产国际和斯

大林脱离中国的实际制定了错误的方针，王明、博
古等教条主义者当时在党中央还有很大的权力和

影响，甚至曾挑战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他们机械照

搬共产国际的指示，更难辞其咎。由于当时中共

党内还有个别领导人对共产国际和苏联指示盲目

遵从，毛泽东即便不赞同这一做法，也很难完全扭

转，只有经过延安整风，清除了对共产国际和苏联

经验的盲目迷信，打倒了教条主义，中国共产党才

真正坚定不移地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一切从中国

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制定中国革命的路线方

针政策，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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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nglish and the Belt and Ｒoad's Discourse System Construction

LIU Ｒui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Ludong University，Yantai 264039，China)

Abstract: China English is the product of English localization in China and is used to express Chinese
distinctive cultural information with the standard English as a core．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with Chi-
na English as a carrier is the exact practice of constructing the Belt and Ｒoad'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and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China English can help es-
tablish the basis of popular wil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Ｒoad，spread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Belt and Ｒoad，clarify“Chinese solutions”on global governance，and promote the language
service abili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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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the Foreign Strateg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Earlier Stage of Anti-Japanese War:

From Anti-fascist to Anti-imperialist and back to Anti-fascist

CAO Xiling

( School of Marxism，Ludong University，Yantai 264039，China)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in the earlier
stage of Anti-Japanese War，the foreign strateg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ndergoes the following three
stages: anti-fascist united front，anti-imperialist revolutionary front and anti-fascist united front． The strategies
of anti-fascist united front are correct in the first and third stages． Based on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interna-
tional pattern，the anti-imperialist revolutionary front in the second stage is not beneficial to China's isolating
the national enemy to the limit and obt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aid from Britain，France and America． Starting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orality and justice，and the best interests of China's Anti-Japanese War，the Commu-
nist Party of China should independently make its own policy and always pursue the foreign strategy of anti-fas-
cist united front．

Key words: foreign strategy; anti-imperialist revolutionary strategy; anti-fascist united fr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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