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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
日子。

1945年9月2日，泊于东京湾的
密苏里号战列舰，在包括中国在内
的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在投
降书上签字。随军记者朱启平目睹
了这一幕。签字完毕，一看表，时间
正是9点18分。

从“九一八”那个悲惨的时候，
到 9月 2日的胜利时刻，战败者乘船
远去的“落日”余晖中，英勇悲壮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结束，第二次世
界大战落下帷幕。9月 3日，四万万
中国人民举国同庆，庆祝属于自己
的胜利。

有人说，短暂的20世纪也是“战
争的世纪”。在这个充满苦难的百
年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席卷欧、亚、
非三大洲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4 年
烽火，吞噬了上千万人的生命。时
隔21年，伤口还未愈合，更大规模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波及6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人口4/5被卷
入，1.9亿人因战火而伤亡。

“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
烧”，这句源自前南斯拉夫电影《瓦
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台词，成了描
述二战气息的经典语言。那场给人
类带来浩劫的战争已永远地成为了
历史，但灼热的历史依旧在燃烧，战
争的阴霾从未在这个星球上彻底散
去。

近 70 年来，世界一直处于漫长
的“战后时期”：战争的土壤没有被
彻底清除，挑战公理正义的右翼势
力正在复活；改善全球治理的努力
虽 在 加 大 ，多 边 协 商 机 制 依 然 脆
弱。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一直与
捍卫用几千万人生命换来的胜利成
果息息相关。

雨果曾说，历史是过去传到将
来 的 回 声 ，是 将 来 反 映 过 去 的 倒
影。站在新世纪的第二个 10 年回
望，为什么一战的惨痛教训未能避
免二战的发生？怎样杜绝20世纪人
类浩劫的重演？生活在这个星球上
的人们，如何进入理解和互信的良
性循环，找到和平与发展的光明之
路？

（二）“想获得和平必须了解
战争”，历史学家这样总结。

西方有个流行的比喻：第一次
世界大战是上半场，第二次世界大
战是下半场，中间二十多年是“幕间
休息”。

1919 年巴黎和会上签订的《凡
尔赛和约》，成为一战后国际体系的
重要基础。整个会议被英、法、美三
国把持，它们与日本等国瓜分了同
盟国集团此前的势力范围。而包括
中国在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
的利益，则沦为牺牲品。

以分赃为目的的“和会”与“和
约”，注定无法彻底清除引发战争的
根源、实现真正持久的和平，却为
德、日法西斯后来发动二战埋下祸
根。没有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没有
民主化的国际制度，弱国、小国和穷
国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强权
政治的横行只会进一步刺激侵略的
贪欲。

历史证明，在炮火难以撼动的
旧国际体系下，一场更为可怕的战
争已经播下种子。法国元帅福煦在

《凡尔赛和约》签字后说：“这不是和
平，而是 20 年的休战。”列宁更是一
针见血地指出：“靠《凡尔赛和约》来
维持的整个国际体系、国际秩序是
建立在火山口上的。”一战结束后20
年，武装人员比 1913 年差不多翻了
一番；国与国之间的对抗和种族仇
恨仍旧根深蒂固。

二战爆发前，从来不坐飞机的
英国首相张伯伦，专门坐飞机去德
国与希特勒签订协定，然后在世人
面前举起记录《慕尼黑协定》的那几
张白纸，高声宣布说他与法国总理
达拉第“为世界赢得了一代人的和
平”。结果不到一年时间，第二次世
界大战爆发。战争以空前残酷的方
式，给人们带来无比沉重的启示。

（三）法西斯主义给世界带
来巨大灾难，给人类文明造成空
前浩劫。诗人保罗·策兰在名作

《死亡赋格》中描述犹太人被迫
一边奏舞曲一边掘墓的场景，成
为烙在人类历史上再也无法抹
去的创痕；纳粹德国用种种残酷
手段，造成了欧洲几千万人死
亡，集中营里的暴行让哲学家阿
多诺感叹“奥斯维辛之后，写诗
是野蛮的”。

而在东方大地上，日本侵略者
肆意屠杀中国军民，强行掳掠劳工，
蹂躏和摧残妇女，进行细菌战和化
学战，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等一系列
灭绝人性的惨案，犯下了令人发指
的罪行。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
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按1937

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
1000 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 5000
多亿美元。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
黑暗、自由与专制的人类命运大决
战。从法国的诺曼底海滩到太平洋
上的中途岛，从苏联的库尔斯克到
美国的珍珠港，从埃及的阿拉曼到
中国的台儿庄，在人类历史上没有
任何一个时刻，世界人民能如此紧
密地团结在反法西斯的大旗下，中
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与世界人民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彻底改变了世界的
走向，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关键一步。

这关键的一步，是人类文明价
值的彰显。反映二战的纪录片《夜
与雾》，以令人震撼的镜头体现对战
争的反思：人类不应该两次踏进同
一条河流。经过两次战火的洗礼，
更多人意识到，狭隘和极端只会将
人类拖入灾难。从二战开始，自由、
民主、平等、公正、和平等基本价值，
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持久而深刻
的影响。

这关键的一步，是世界进步力
量的兴起。自1840年被坚船利炮叩
开大门，中国几乎无约不损、无战不
败，更至山河破碎、神州陆沉。抗日
战争的胜利，才让拿破仑所说的“东
方睡狮”睁开了双眼，开启民族复兴
的序篇，最终完成“中国人民从此站
起来了”的历史转折。古老中国的
命运，折射的是战争胜利对旧时代
列强争霸国际体系的强烈冲击，展
现的是亚非拉各国谋求民族解放、
独立发展的广阔道路，彰显的是中
国等发展中国家塑造人类共同未来
的巨大能量。

人类历史潜流深沉，关键的转
折却往往只有几步。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是正义的胜利、和平的胜利、人民的
胜利，是中华民族永远值得纪念的
胜利，也是世界各国人民永远值得
纪念的胜利。

（四）八年抗战八年泪，一寸
山河一寸血。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
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
尽的宝藏，流浪，流浪。”一首《松花
江上》，满是山河沦陷的痛楚，更饱
含亿万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
恨。

正如毛泽东在二战尚未全面
爆发前的判断：“伟大的中国抗战，
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
世界的事”。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抗战持续时间
最长，牵制和抗击了日本陆军三分
之二以上的总兵力，中国战场歼敌
占日军二战期间伤亡人数的 70%，
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援了欧洲和太
平洋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
战争。

1945 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
情咨文中表示，美国“忘不了中国人
民在 7 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
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
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苏联著
名将领崔可夫元帅在其回忆录中感
慨：“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日
本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
血泊中。”

没有谁能否认，如果没有中国
的浴血奋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
史将是另一种写法。在生死存亡的
最后关头，不甘屈辱的中华儿女共
赴国难，中国的命运与亚洲的命运，
与世界和平的希望紧紧联系在了一
起。

而这一次战争，也改变了中国
的命运。以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展
现中国抗战的荷兰导演伊文思曾
说，“我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
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
敢！”

抗战爆发后，北京密云县一位
名叫邓玉芬的母亲，把丈夫和5个孩
子送上前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
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庄户人家写下这
样一副对联：“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
立，百折不挠争取民族解放”；横批
是：“抗战到底”。这是中华儿女同
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怒吼，是中
华民族抗战必胜的宣言。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母亲
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场，男女
老少齐动员。从气贯长虹的平型关
大捷到浩气凛然的台儿庄会战，千
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
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

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中华民
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高度。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
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
放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重
大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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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卢沟桥畔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
幕时，习近平总书记如此评价抗日
战争的重要意义。

2014 年 2 月 27 日，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将 9月 3日确
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
日，将 12月 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以此铭记中国
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艰苦
卓绝的斗争，缅怀在抗日战争中英
勇献身的英烈和所有为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人们，表明
中国人民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领土
完整和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让这
段不屈抗争的历史，成为我们民族
的集体记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力量之源。

（五）英勇悲壮的抗日战争，
凝聚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民
族精神，也展现了中国人民崇尚
和平的宽阔胸怀。

一年前，一部题为《对照记：犹
在镜中》的纪录片，让尘封了半个多

世纪的犹太摄影师沈石蒂在上海的
传奇故事呈现在世人面前。二战期
间，上海接纳了近3万名欧洲犹太难
民，中国人民的仁爱与善意给予他
们活下去的希望。

战后，国民政府曾用中国军舰，
把 200 多万滞留在华的日本俘侨送
回日本。中国人民还收留了2800多
名被遗弃在中国的日本孩子，在自
己缺衣少食的艰难岁月里，给了他
们最温暖的佑护。1978年48岁的战
后遗孤铃木则子回到日本后说：“遗
留孤儿和遗留妇女不应该忘记拥有
两个祖国的骄傲。”

能够理智地将日本军国主义的
罪恶与日本人民分开，正确看待一
个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
国家，对许许多多经受过战争戕害
的普通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但正因为不容易，才更
加清晰地展现出中国人民的精神力
量，更加真实地呈现了中国人民对
战争与和平的思考。

1944 年 9 月，美国敦巴顿橡树
园 里 ，各 国 代 表 规 划 战 后 世 界 。
一位美国代表认为，“为了世界其
余部分流过鲜血的四个大国”，有
权奠定未来国际组织的基础。中
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
事 国 之 一 ，联 合 国 的 制 度 安 排 体
现了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贡献。

二战后，中国加入了130多个政
府间国际组织、300多个国际多边条
约，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

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从倡导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倡导建设持久
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从主张
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
的立场和政策，到主张以和平方式
解决国际争端，从提出互信、互利、
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到提出理
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正如
习近平主席所言，60多年来，中国始
终坚持和平发展的理念，努力“更好
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这是一个度
尽劫波的国家对世界的承诺和贡
献。

（六）“ 不尊重历史的人，
注定要重犯历史的错误。”二
战后近 70 年来，整个世界都在
努力避免一次新的世界大战。
但一些国家却总是想给战争的
记忆贴上封条，突破战后的各
种国际规则和制度，在隐瞒、
遗忘与歪曲中，重新走上历史
的老路。

今天的和平，不是在一片空地
上构建的大厦，而是在战后秩序这
个基本框架中建设起来的。离开
这一框架，突破这一框架，得来的
不 会 是 和 平 而 只 能 是 战 争 危 险 。
确保二战以来国际秩序的成果，是
亚洲和平和世界和平的基础，一丝
一毫都马虎不得，一砖一瓦都动摇
不得。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
告》等国际法律文件为基础，才谈
得上遏制并清除法西斯主义思潮
的生存土壤。

然而，近年来，日本国内右翼势
力屡屡制造事端，引来国际社会强
烈不满。所谓“钓鱼岛国有化”，挑
战的是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
篡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美化的
是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
侵略历史；妄图修改和平宪法、强行
解禁集体自卫权，威胁的是来之不
易的和平局面。

二战结束已近 70 年，这些闹剧
仍不断在日本上演，充分表明，日
本建立的所谓和平体制并没有对
军 国 主 义 的 复 活 形 成 有 效 的 遏
制。现在，安倍政府又要借修改宪
法来实现重新武装，日本不仅要做
政治大国，还要做军事大国，怎能
让爱好和平的亚洲和世界人民放
心？

《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是
构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
根据这两个文件，钓鱼岛及其附属
岛屿作为“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
土”，必须归还中国。因此，钓鱼岛
及其附属岛屿不仅是岛屿的归属问
题，更关系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的成果还要不要捍卫，二战后的
国际秩序还要不要坚持，联合国宪
章的宗旨和原则还要不要遵守？这
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大原则问题。
中国在这些问题上与日本较量，坚
持要求归还被日本窃取的中国领
土，为的就是要确保战后秩序，不给
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任何可乘之
机。

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危险倾向
已经有所警觉。美国《时代》周刊
指 出 ，日 本 正 扩 张 自 己 的 军 事 影
响 ，梦 想 建 立 一 种“ 新 的 世 界 格
局”；《华尔街日报》则将安倍称为

“亚洲最危险的人物”；英国前驻日
大使休·科塔齐更是撰文警告“玩
火者很可能引火烧身”。越来越多
的人清醒地看到，对日本右翼势力
的纵容和绥靖只会放虎归山、贻害
无穷。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其回忆
录中谈道：1945年日本战败后，昨天
还很残暴的日本军人整齐列队，将
新加坡的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如
此“敏捷”的转身，使他“心里泛起一
阵寒意”。和平，在日本就好像双脚
踏在一块浮冰之上，虽然一夜间换
了站姿，但对于脚下一直在融化的
基础，这么多年却始终视而不见。
二战后，日本能否走和平道路，能否
取信于亚洲人民，最重要的一个“量
度”，就是日本能否自觉接受战后国
际法规和国际秩序，遵守战后和平
宪法。日本政府应充分意识到，只
有清醒地面对历史，深刻反省战争
的罪行，并且采取实际行动清除军
国主义的思潮，才能重新赢得世界
人民的尊敬。

69年前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
件投降，但在伴着电波杂音播出的

《终战诏书》中，并未出现“投降”的
字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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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实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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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完成清理的任务，这是亚洲的真
正危险所在。

（七）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
曾说，“把历史变为我们自己的，
我们遂从历史进入永恒”。

回望历史，20 世纪是人类发展
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个百年。从农
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又飞速跨进信
息社会；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进
化”，在这个短短的百年里完成了，
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领域，人类文
明都达到了空前的辉煌顶点。

然而，也就是在这个世纪，两次
世界大战接踵而至，人类陷入前所
未有的分裂与杀戮之中，文明的灯
火一度被战争风暴吹得七零八落。
音乐家梅纽因沉痛地说：“如果一定
要我用一句话为 20 世纪做个总结，
我会说，它为人类兴起了所能想象
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时也摧毁了所
有的幻想与理想。”

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让
人类开始思考如何才能找到持久和
平之道。国际社会开始尝试通过和
平的手段实现和平，通过用国际秩
序与规则的约束来限制战争的冲
动，通过合作共赢的制度设计来制
约战争。

近 70 年间，尽管局部地区的战
争不断，但多元世界正逐步形成，时
代的不同使得选择和平发展成为可
能。与此同时，全球治理体系尚不
完善，国家政治之间的激烈博弈，冷
战思维、极端民族主义与极端宗教
思想造成的冲突、摩擦仍持续不断，
在一些地区仍有升级的可能。怎样
才能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找到一种
新理念，不断为和平注入正能量？

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当今
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
加强劲，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
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
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
枝独秀，这就要求各国同舟共济、和
衷共济。

十八大以来，中国新一届领导
人在多个国际场合阐述了“命运共
同体”理念。强调这一理念，反映了
中国政府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国与国
关系的新认识，也表达了中国政府
和人民同世界并肩前行、携手共进
的坚强信念。中国梦与非洲梦、亚
洲梦、美洲梦息息相通，中国是全球
化的获益者，更是推动者。

邓小平在三十年前就说过，如
果 说 中 国 是 一 个 和 平 力 量 、制 约
战 争 的 力 量 的 话 ，现 在 这 个 力 量
还 小 。 等 到 中 国 发 展 起 来 了 ，制
约 战 争 的 和 平 力 量 将 会 大 大 增
强。

“山积而高，泽积而长”。随着
更多发展中国家走上国际政治舞
台，人们相信，国际社会将确立一个
更加广泛地体现共同利益的原则，
引导人类走向公正合理、平等互利
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八）20 世纪，1.87 亿人在
140 次战争中丧生，超过以前
所 有 在 战 争 中 死 亡 的 人 数 总
和。同样也是在 20 世纪，人类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上的伟大进
步，也远远超越以往数千年的
成就。

历史不应是记忆的负担，而应
是理智的启迪。今天的人类越来
越坚定地认为：光明每前进一分，
黑暗便后退一分。清除军国主义
泛滥的根源，人类能够拥有改变战
争与和平“交替循环”的智慧和力
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地——
波兰维斯特普拉特半岛上有一条巨
幅标语：永远不要战争。而哲学家
康德在其《论永久和平》中说，永久
和平最终将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降
临：或者由于人类的洞察力，或者因
为在巨大的冲突和灾难面前，除了
永久和平人类别无他选。

我们正处于这样的历史关头，
需要以一代人富有远见的洞察，为
整个人类赢得未来。

“未来是不确定的，但未来是我
们塑造的。”

谨以此文献给在中国人民抗
日 战 争 中 英 勇 献 身 的 英 烈 ，以 及
所有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
出 贡 献 的 人 们 ；献 给 为 世 界 反 法
西 斯 战 争 浴 血 奋 战 的 志 士 ，以 及
所有为人类和平与解放事业奋斗
的人们。

他们的英名不朽，和平的光芒
永在。

让历史照亮人类的明天
——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

任仲平

9月2日，“正义的胜利——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75周年”展览在国家博物馆拉开
帷幕，展出160件（套）珍贵文物和230多张历史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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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 日，《天津抗战纪实》和《把“鬼”变成人——新中国改造日本战犯纪实》两个
主题展览同时在位于天津的平津战役纪念馆开幕。 新华社发

9 月 2 日，《天津抗战纪实》和《把“鬼”变成人——新中国改造日本战犯纪实》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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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 日，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人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69 周年纪念活
动上献花。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