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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族抗战胜利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海外华侨待遇得到改善

海外侨民待遇如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 抗战期间，中华民族
的英勇壮举赢得了世人尊重， 使华侨待遇
获得改善。

1940

年菲律宾议会通过新移民
法案，规定对外来移民采取一体制度，不再
歧视华人。

1942

年古巴与中国签订友好条
约，规定以后华人赴古，可享受与其他外侨
平等待遇。

美国继
1943

年
1

月签订中美新约后，

罗斯福总统于
1943

年
10

月
11

日向国会
提出咨文，主张废除限制华人法，借以改正
“历史性之错误”。众议院、参议院分别于

10

月
21

日、

11

月
28

日通过本案。 此外，澳大
利亚、新西兰、南非等国华侨的待遇也得到
改善。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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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鸦片战争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的国际地位经历了一个不断下降、触底反
弹、逐步上升的过程，它记录了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曲折前进的历史轨迹。 抗日战
争就是这个历史转变的枢纽，透过它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由衰落到崛起的转折。

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

在中国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过程中，西方列
强总认为中国封闭、落后、高度涣散，中国人愚昧、懦弱、

不思进取。 抗战开始后中国的优异表现给他们以强烈
震撼，大大地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世界大国的通讯社如
塔斯社、路透社、美联社等，主要报纸如《真理报》《泰晤
士报》《纽约时报》等，都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抗战做了赞
扬性的或肯定性的报道。 《真理报》评论说：“毫无疑问，

可以说日本法西斯在对中国实行扩张的历史中，这还是
第一次遭到中国军队的严重抵抗。 ”“中国现在充满了
过去不敢想象的奋发图强的激情。 所有居民都沉浸在
这种气氛中。 ”“任何时候，任何军队，未必能像中国军
队那样，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能坚持战斗。 ”英国的《曼
彻斯特卫报》说：“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不管八路军的
政治方针如何，它具有第一流的战斗力。 我听过既非中
国人也非共产党人的军事专家们谈论这个军队的领导
者朱德将军，说他兼有汉尼拔、拿破仑、格兰特和罗伯
特·李的优秀品质。 ”在外国人眼中，原来的“东亚病夫”

现在成了能征善战的勇士，原来的一盘散沙现在凝结成
了一个坚固的整体，原来愚昧落后的人们现在既聪明又
睿智，中国人的精神大变，中国的面貌大变！

在外国人的颂扬声中，中国人也站出来理直气壮地
驳斥西方人以前对自己的蔑视。

1942

年
4

月
18

日，宋
美龄在《纽约时报》上发表长文《如是我观》，在列举了中
国人在抗战中英勇无比的表现后，要求西方人承认他们
以前对中国的看法不正确。 她说：“西方人往往以为中
国是一个富于美术及哲学风度的民族，必不会表现出斯
巴达式的尚武牺牲精神。 我们的行动和事实，已证明这
种观念是错误的。投降一事，为今日中国字汇中所没有；

成仁取义这句话深深铭刻在我中国每一个国民的心
中。”在此期间，宋美龄访美受到高规格接待是中国国际
地位提高的一个证明。

1942

年
11

月到
1943

年
6

月，宋
美龄出访美国。 罗斯福总统拿出自己的私宅供她居住，

亲自接见她，与她共同出席记者招待会，安排她在议会
两院演讲。宋美龄访美，一时成了美国媒体关注的热点，

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军民用自己英勇抗战的行动赢得了
世人的尊重。

参与解决重大国际事务

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如何，重要一点是看它参与解决
重大国际事务的能力。 抗战期间，随着威望和影响力不
断增长，中国开始参与解决一些重大国际事务。

1942

年
2

月， 蒋介石为调解印度国大党与印英当
局之间的关系而访问印度。 由于国大党的影响，全印度
到处都弥漫着反英情绪。 日本据此认为有机可乘，于是
大肆叫嚣“把英美赶出亚洲”。 缓和国大党与印英当局
的矛盾，说服国大党参加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意义重大。

英国在接到蒋介石将要访印的消息后，至少表面上采取
了欢迎态度。 虽然蒋介石访印的目的最终没有完全实
现，但显示了中国参与重大国际事务的意识。

中国积极支持朝鲜独立。 朝鲜半岛在近代一直饱
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蹂躏，迫切要求独立，中国对此
寄予深切同情。

1941

年
11

月
9

日，中国外长宋子文对
记者宣布：协助朝鲜在战后独立是中国的义务。 随后，

蒋介石批准了《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 中国的
对朝政策对美国影响很大。开罗会议上，在中国提议下，

朝鲜独立问题被列入会议议程。 《开罗宣言》郑重宣告：

“我三大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
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

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与罗斯福还围绕成立远东委
员会、对日本皇室处理、日本对华赔款、对日本军事占领
等十大问题交换了看法，在不少方面罗斯福赞成蒋介石
的意见。 可以看出，中国在解决重大国际问题上有了相
当的话语权。

参与创建战后国际秩序

中国是联合国主要创始国之一。

1943

年
10

月，中、苏、美、英四国共同发表声明，

首次提出了建立联合国的设想。

1944

年，在
华盛顿市郊敦巴顿橡树园举行的联合国筹
备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提出的许多建议被大
会采纳。中国代表团还在调和大国之间矛盾
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1945

年
3

月
5

日，

美、英、苏、中四个发起国联合发出了邀请各
国参加旧金山会议的请柬。成为联合国发起

国之一，令国人十分激动，《大公报》评论说：

“我们八年抗战，牺牲重大，始终不屈，今日
获得此地位，当然不是侥幸。 ”

6

月
26

日签
署《联合国宪章》时，中国因最先进行反法西
斯侵略战争而被列为第一签字国，并被允许
使用中文签字。 在这次会议上，中文被确定
为联合国使用的五种语言之一。 自此，中国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确立
下来。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系
列报道记述了从“七七事变”到“芷江作战”的抗战经历，重温了中华
儿女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时刻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争。 回首过往，

中华民族从沉沦到觉醒的伟大转折， 也是民族精神不断升华的奋进
过程。然而比幅员辽阔更令敌人感到意外的，是一个民族在存亡之际
迸发出的巨大勇气和惊人力量。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
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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