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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即战时中美关系，是中美关系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也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盟国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这一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出版的论著之多，可谓硕果累累。
关于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的关系，是战时中美关系的重要内容，是战时中美合作的主要形
式，在国内外史学界至今未有系统的研究成果问世，加之史料浩如烟海，应该说，这是一个难度很大
的课题，但这又是一个中国学者必须要研究、要突破的问题。
因为这一课题不仅关系到中美战时合作在两国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而且通过中国抗日战场对
战时美国大战略产生的作用与影响研究，可以论证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
韩永利博士的著述（以下简称韩著）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的探索，是极为可贵的。
　　第一，韩著以翔实的史料系统梳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的运行过程，该战略与中国战
场的内在联系以及中国战场对大战略的实际贡献，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界和中美关系史学界前辈
学者未曾系统研究的问题。
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国内外学术界就二战时期中美关系和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
出版和发表了不少著作和论文。
但是，还没有完整评述战时美国大战略确立、实施及与中国抗日战场关系的论著与论文。
直到20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在美国战时外交政策史和军事政策史中论及战时美国大战略时，仍较多
注重美英之间在战略方向上的争执，一般不涉及该战略与中国战场的战略依存关系，即便涉及，也只
谈中国战场的负面问题，忽视中国战场对反法西斯战争战略价值的研究。
对战时美国“先德后日”大战略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清晰、准确、客观地阐明其运行过程。
因此，做好这项工作，对推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二，学术界对美国“先德后日”战略与中国战场战略关系的看法，散见于二战史和中美关系史
的著述和论文之中。
由于受“冷战”思维的影响，大多数评说都囿于“谁丢失了中国”这一命题的总体框架之中，这种以
意识形态划线的研讨，极大地干扰和影响了战时中美关系的学术研究，模糊了人们对战时中美战略关
系的客观认识，不能准确评述中国抗日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实际战略地位。
从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开始，中美学者开始试图突破“冷战”研究框架，出版和发表了许多令
人耳目一新、冷静理智分析战时中美关系的著作和论文，特别是在中美外交关系、租借关系方面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但是，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战场的关系问题仍然是制约战时中美关系研究走向深入的瓶颈问题。
这主要反映在下列几个方面：一是大多数国外学者和有的中国学者在论及和看待战时美中战略关系时
，目光只局限在中缅印战场或国民党正面战场，批评中国“抗战不力”是主调。
这样就把原本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与支撑的反法西斯各战场分割开来，极其不利于人们对战争的整体
认识。
同时，也使这一研究领域多少变得狭窄。
二是一些西方学者在著述中部分谈及这一问题时，在史料取舍上存在偏见，甚至不采用能说明问题的
关键资料，对中文资料则大多不用。
这当然不利于摆脱“冷战”思维，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事学术研究。
因此，韩著就是努力以翔实的史料，恢复因“冷战”思维而被淡化和忽视的战时中美共同反击法西斯
战略关系的主导面，分析战时美国大战略　　与中国抗日战场依存关系的事实，论证中国人民为世界
反法西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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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大战略成功实施与中国抗日战场的
关系做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力求依据翔实的历史资料说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每一个关键阶段，中
国抗日战场都起到了具有世界性战略意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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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永利，1954年2月出生于湖北省沙市。
197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并留校任教。
1982年师从张继平教授，1985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1994年师从胡德坤教授，2000年获历史博士学位。
1990年赴美国研习。
曾任湖北省世界史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武汉大学历史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室副主任，世界史
研究所副所长。
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副教授，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
主要从事现代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
作用、世界现当代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主要学术著作有：《绥靖与抗衡——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远东政策研究》（独著），《第二次世界
大战史纲》（参编），以及译著《二战秘密武器》（主译之一）。
代表性的论文有：《中国持久抗战胜利与法国短期败降的历史启示》，《“先欧后亚”战略与太平洋
战争爆发前美国的远东政策》，《浅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地位》，《美国“先德后日”
战略制定与中国抗日战场》，《美国“先德后日”战略的调整与中国抗日战场》，《美国“先德后日
”战略的初步实施与中国抗日战场》，《略论蒋介石改变美国战略重心的努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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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了让中国拖住日本的南进步伐，美国对国民党可能发动的损害中国抗日战场的内战图谋也表示
明确反对。
皖南事变爆发时，是美国战时大战略正在形成的时期，也是准备走向与轴心国全面对抗的时期。
其战略和政策无论从哪方面，都希望中国维持抗战，拖住日本。
罗斯福政府从斯诺、卡尔逊等人的报告和著作中知道，中国抗日战场不止是蒋介石政府的军队，还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而且生机勃勃。
因此，罗斯福极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
罗斯福的特使居里和派给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在华访问时都对蒋介石申明，美国不赞成中国内
战。
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美国无法大量援华，并批评了国民党的对内政策。
居里和拉铁摩尔还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进行了接触。
　　美国对中国逐渐加大援助的力度自然应该肯定，有利于中国战场的坚持。
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战场的存在是美国首先对付德国战略构想的前提条件，也是美国稳定中国国民党
政府抗战情绪的策略，对中国抗战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我们应注意到，美国的目的是明确的，就
是利用中国拖住日本的后腿，并非是美国下最后决心与日本军事抗衡。
也就是说，为美国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陷日本于中国战场的战略服务。
这就是美国采取有限援华、不能彻底断绝日本战略物资来源和随时准备与日本谈判妥协的双重政策的
根源。
　　1939年末与1940年春，中国国民党政府不断要求美国加强援华的力度，并希望美国对日实行经济
禁运，以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①但是，罗斯福显然没有接受中国要求美国对日实施彻底.　　经济禁运的建议，而是希望通过与日本
“协商”的办法来限制日本南进。
1940年5月底，鉴于德国的胜利，为了使日本不乘机南进，罗斯福就对摩根索说：他“愿意同日本联系
，想法缔结一种联合公约来维护太平洋的和平”②。
1940年9月27日，日本与德、意签署三国同盟条约。
日本签约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乘机南进。
德、意、日以结盟的方式，将东、西方两个敌人明白无误地摆在美国面前，美国不可能在完全无视日
本动作的情况下先解决德国问题。
美国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同时对付这两个敌人，这就引发了美国军政首脑们的激烈争论。
争论的结果是罗斯福采取了一条中间但明显倾向妥协的路线，即保持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的“威
慑”，并视情况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但是不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也不应英国的要求向新加坡派舰
队，决定对日本应做出“慎重与适当的反应”。
罗斯福这一决策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国务卿赫尔与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理由：目前是同日本发生冲突
最为不利的时刻，采取强硬手段会刺激日本削弱美国对付德国威胁的能力。
 7月，日本迫近印度支那北部，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英国关闭了滇缅公路。
英国的这一行动，与美国的暖昧态度和在远东长期实施的双重政策确实有密切联系，如英国驻美大使
洛西恩对史汀生等人所说：英国的行动是因为美国拒绝支持抵制日本的强硬措施，“毕竟你们还在向
日本的飞机供应石油”②。
10月4日，丘吉尔致信罗斯福，说明已重开滇缅公路，同时又担心日本对英国宣战，导致日英在太平洋
上的冲突。
因　　此，要求美国派舰队对新加坡进行“友好访问”，“愈大愈好”，以“阻止战争的扩大”。
③美国并没有派舰队到新加坡。
对于英国方面和摩根索提出的对日石油禁运的计划，罗斯福最后也听从了副国务卿韦尔斯的意见，未
予以采纳。
美国在太平洋方面的行动也严格限制在“国家防卫”的范围，将太平洋舰队留在夏威夷作应急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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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刺激日本。
在与英国远东合作问题上，美国仍然担心英国将美国拖人远东的冲突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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