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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生命线》

内容概要

八年抗战，艰苦卓绝，对外交通线发挥了为抗战输血、与盟国联络的关键作用，被誉为战争生命线，
更成为双方的争夺焦点。日军采用军事、外交等多种手段，妄图一举切断中国获得国际援助的海陆空
交通线，迫使中国屈服。中国军民则进行了史诗般的交通线建设和反封锁作战，在盟国的大力支援下
，终于 突破重围，赢得了抗战最后胜利。本书从对外交通与抗战的视角，揭示了若干重大军事与外交
事件的内幕秘辛，通过对抗战交通线重要作用的揭示与反思，更可为深刻理解和宣传一带一路的宏伟
愿景，提供历史的借鉴。
关于本书：
战争胜败的决定权，为何操控在“饥饿”手中？
丝绸古路，何以成为中国参与现代化战争的生命之路？
自居“亚洲英国”的日本，如何一步步完成对中国的全面围困？
中国为何会在加入反法西斯同盟的1942年，面临抗战以来的最大危机？
驼峰航线，怎样以3年近30万次150万小时挑战极限的运输壮举，改写了历史？
本书将为我们揭开尘封许久的历史谜题，为我们全景解密一段可歌可泣的的抗战交通史话。
编辑荐语：
自西北与华南丝绸之路源源而至的军火物资，支撑着中国经受住了孤军而战的严峻考验；
滇缅公路上冒着日军空袭，奔腾不息的运输车流，如同输血的动脉，牢牢维系着抗战救国的必胜决心
；
翻越生命禁区的驼峰航空队，以3年零3个月的极限飞行，为陷入重围的中国，带来了80万吨弥足珍贵
的空中援助；
穿行于滇藏印崇山峻岭中的马帮商团，更是以驿运这一古老方式，昭示着一个古老民族，为了保卫家
园而抗争到底的不屈意志。
部队打到哪里，路就修到哪里。交通干线绵延不绝，抗战信念永不止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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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万民，1943年生于陕西富平，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曾任北大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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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海上交通述略》等论著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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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全视角解读国际交通线为坚持抗战并最终胜利，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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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二十年前，我应《抗日战争史丛书》编委会的约请，撰写了《战争生命线——国际交通与八年抗
战》。该丛书为王桧林教授为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主持编撰，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图书规划，1995年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丛书曾荣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此次再版，为更准确地表达本书
考察的对象，将书名改为《战争生命线:抗战时期的中国对外交通》。八年抗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实
行大规模的切断作战，封锁我全部海岸线，占领越南海防、缅甸仰光等海港，企图从海陆空、东西南
，全方位地断绝我国获得国际援助的对外交通线。对外交通线成了坚持长期抗战的生命线。我国军民
为突破日军封锁，在苏、美、英、法等盟国的援助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对外交通建设与对外交通保
卫战，争取到可贵的武器军火援助，将中国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的各个战场联为一体，为坚持抗战直
到胜利创造了条件。抗日战争中，我国的对外交通线，就是开辟于2000年前的丝绸之路，更是建设“
一带一路”宏伟愿景的核心。今年，恰逢我国人民隆重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又是我国
政府提出的建设“一带一路”伟大战略的开局之年。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以此为契机，再版
该书，是为重温八年抗战期间对外交通被日寇封堵的惨痛教训，更可为深刻理解和宣传“一带一路”
的愿景，提供历史的镜鉴。二十年前的旧作，得以再版，我得感谢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的领
导和编辑同志，特别是该社的青年编辑陈鹏。他以年轻人特有的热情与勤奋，穷数月之力，认真审读
全书，理顺文字，校订引文，补充新史料，吸收新成果，使其能以新的面貌呈现给读者。北京大学宋
成有教授、徐勇教授热心促成本书再版，在此，谨一并致谢。书中存在的不足与缺陷，则是由于自己
学养不够所致。徐万民2015 年5月30日于博雅西园
2、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卫国战争，更是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一次最大的亡
国危机（杨天石语）。为什么这么说呢？请看如下一组数据。1937年开战前夕，国民政府经多年整军
备战，当时中日两国的主要工业指标对比如下：年工业总产值，日本高达60 亿美元，中国仅为13.6 亿
美元；钢产量，日本为580 万吨，中国仅为4 万吨；石油，日本为169 万吨，中国仅为1.31万吨。日本
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军工体系，能够研发并生产大量飞机、舰船、坦克、大口径火炮等重型武器，而中
国则基本依赖进口。至于指挥官的军事素质和士兵的作战能力，同样与日军有显著差距。单看账面实
力，这应该是一场一边倒的较量。况且日本处处以英国为榜样，坚信能够像当年海上霸主英国战胜称
雄欧陆的德国那样，打败军事实力远不如德国的中国。日军“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并非
全无依据的虚言。然而，在现代战争中，静态的武器装备和军队素质的差距，并非最终决定性因素，
战争也已不再局限于参战国之间的实力比拼。早在19世纪，军事史家布洛赫便已经预见到，随着国家
间相互依赖性的与日俱增。“战争爆发后的首要措施，就是针对敌方采取经济上的封锁。所有战争必
然的会具有围城战的性格。”他进一步断言，战争的最终决定权，操控在“饥饿”的手中。换言之，
现代战争，即使参战双方实力有所差距，若不能围困至弹尽援绝，便难以令对方彻底屈服。因此，作
为弱势一方的中国，坚持长期抗战，就必须依靠外来的物资支援。漫长的陆地及海洋国境线，决定了
中国可以从极其广阔的范围和多种交通渠道，获取外来援助。再加上中国巨大的战略纵深，终于形成
了“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对日作战方略。这也正是中国与日本实力相去悬殊，却仍能勉力
抗敌的原因所在。显然，只有外来援助不被断绝，抗战才能坚持下去；而军火供应源源不断的前提，
正是对外交通的畅行无阻。对外交通线，成为名副其实的战争生命线。由于东北和东南一带沦陷较早
，抗战时期对外交通线，主要集中在西南和西北地区。战前及抗战早期，德国和苏联是中国最主要的
军火供应商。大批军火物资，分别通过广州、香港等华南港口和中亚、西北陆路源源而至。此外，部
分英国、法国的援华物资则由缅甸仰光、越南海防等港口输入。装备德式军械，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
而成的国军德械师，是中国近代最强大的陆军，更成为抗战初期的主力部队。除了物资援助，苏联还
派出空军志愿队，穿越西北丝绸之路，直接参与对日作战。千余年来马队与商船奔流不息，见证了中
华民族起落沉浮的丝绸古路，竟成为中国参与现代化战争的生命之路，也击破了日本在短期内结束战
争的战略目标，支撑着中国渡过了抗战初期孤军而战的困局。日本方面也很快意识到对外交通线对于
中国坚持抗战的重要作用，开战后不久，日军参谋本部就提出，为迫使中国屈服，切断国民政府获取
外来援助的渠道，“努力阻止输送、转运的道路，至为重要”，这也成为战争期间一以贯之的，日本
“对华政略战略的指导精神”。1938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单纯以军事进攻消灭中国军队主力，迫
使国民政府投降的计划已经无法达成。夺取国际援华交通线，成为日军的主要战略目标。在这一阶段
，日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沿海港口及陆路交通线的封锁与切断作战。到1941年，华南的广州、南宁、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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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越南的海防等重要港口相继陷落。苏联则忙于应对德国入侵，基本停止了对华援助，西北援华交
通线实际上也已经等同于无。至此，丝绸之路结束了它在抗战中的历史使命。这个时候，唯一畅通的
对外交通线，只有滇缅公路。这是一条完全由云南人民血肉之躯铺就，预计需3年完工，实际从启动
到通车仅耗时9个月，被西方媒体盛赞为“世界奇迹”、“堪与巴拿马运河相媲美”国际公路。
从1939~1942年，在这3年时间里，奔驰在滇缅公路上的运输车队，冒着日军空袭，为中国军民送来了
将近50万吨弥足珍贵的战略物资，更牢牢维系着抗战救国的必胜信念。然而，由于1942年中国远征军
兵败缅甸，最后的对外交通线——滇缅公路也随之丢失，日本完成了对中国全面合围。最直接的影响
，便是军火物资供应突然吃紧，如轻武器弹药从1942年7月的2.5亿发，暴跌至1943年初的4000万发，前
线士兵每两三个人才能分到一支步枪。声名赫赫“飞虎队”，甚至因为燃油和弹药短缺，无法正常起
飞作战。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不是在孤军抗敌的防御阶段，而是在已经加入盟军阵营的1942年，中
国竟然遭遇了抗战以来的最大危机。并不是盟军不给中国提供援助，而是给了援助却根本运不进来！
海陆交通既已完全断绝，唯一的援华途径，便是建立空中交通线，然而此时日军兵威正盛，更掌握了
东南亚地区的制空权，盟国空军不得不另外开辟了一条长达800公里，飞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
气象条件极其恶劣的飞行路线，这就是著名的“驼峰航线”，更被公认为“死亡航线”。驼峰航线危
险到什么程度呢？甚至连日军战机都不敢轻易来袭。即使是在胜局已定的1945年1月6日，因为突然而
至的疾风骤雨，40架执行夜间任务的驼峰运输机，最终仅有14架安全返航。到战争结束，坠毁的飞机
残骸，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绵延了100多公里。美国的《时代周刊》这样写道：“在深山峡谷、冰川雪峰
之间，一路散落着飞机碎片。天气晴朗的日子里，铝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一地段也因此得到了
一个触目惊心的名字：铝谷。据统计，从1942年5月启航到1945年8月抗战结束，驼峰航线共付出了损
失600余架飞机，牺牲近2000名飞行员的沉重代价。但就是这3年近30万次150万小时挑战极限的飞行壮
举，由最初微不足道的730吨月运量，最终将囤积在印度加尔各答港近80万吨的援华物资运抵中国，在
最危急的时刻力挽狂澜，解除了中国因为“饥饿”而战败的危机，坚持到了中印公路（史迪威公路）
的开辟和战略反攻的到来。可以说驼峰航线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历史。纵观八年抗战史，中国在普
遍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够以弱敌强，长期抗战，甚至一度濒临绝境，却能转危为安，最终赢
得这场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围绕对外交通线的建设和斗争，始终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如同《战争生命线》的作者所言，“没有畅行无阻的对外交通，便没有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
3、八年抗战，中国以一落后的农业国抵抗一先进的工业国日本，没有友邦的援助，是难以持久的。
但是，没有发达的国际交通，援助再多也到不了中国，终归无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交通是联
系中国与其他反法西斯国家的纽带。同盟国在全球范围内协调其战略、分配其资源，无不依赖交通的
保障。国际交通成了名副其实的战争生命线。而中国的国际交通又是十分落后的。日本侵略者看准了
这一致命弱点，从战争一开始，就使用了各种战略的与政略的手段，力图切断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全部
联络通道，特别是武器运输路线。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在缅战中失败，日本的对华封锁线从太平洋
延伸到印度洋，切断了中国大部分陆路的与海路的国际交通线。为了粉碎日本的包围战略，开辟和保
卫国际交通线，千千万万运输员工、工程技术人员、军队官兵和民工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斗。他
们用血肉之躯铺筑了一条条新的公路、铁路和航空线，创造了工程建筑史上的奇迹。这是新的长城和
运河，是一个不可征服的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象征。维护国际交通线的斗争又是复杂的外交斗争。要求
友邦提供海上运输的协助，过境运输的便利，帮助中国建设新的国际公路、铁路、航空线等，每一项
援助的获得，都需要反复的谈判和心急如焚的等待。盟国只知利用中日战争以谋私利，从未给中国以
真正平等的待遇。在援华问题上，往往是口惠而实不至，提供一点施舍，便要中国付出代价高昂的回
报。蒋介石曾感慨地说：“对敌国易，对友邦难。受人接济，被人轻侮。此种苦痛若不能大忍，则决
不能当此重任。”日本能完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中日两军力量对比悬殊实为主要原因，但盟国对中
国战场的忽视亦不能辞其咎。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建设新的国际交通线，犹如临渴掘井，进度远远赶
不上战局的变化和战争的需要。在长达两年八个月的被围状态中，中国抗战虽未失败，但也付出了极
其沉重的代价，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严重恶化。在中国战场上，既不可能有斯大林格勒战役
，也不可能有诺曼底登陆。中国能始终拖住日本百万陆军主力，并顽强地将战争支撑到日本崩溃的一
天，这已经是奇迹了。试问，有哪一个盟国在外援几乎完全断绝之后能走到这一步？本书试图探讨国
际交通在八年抗战中的战略地位，中国反封锁、反包围的军事、外交奋斗的成败得失，及其对战争进
程的影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愿这种探讨对正在走向世界的当代中国能尽微薄之力。作者才疏
学浅，书中多有谬误之处，尚祈读者诸君不吝赐教。书中征引的史料主要采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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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和美苏等国公布的大量战时历史档案。北
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资料室的丰富的藏书，也成为作者取之不尽的资料源泉。在写作过
程中，有幸得到北京大学丁则勤教授、《抗日战争史丛书》编委会副主编侯样祥同志、北京大学徐勇
同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同志们的热忱帮助与鼓励，谨此一并致谢。1994年12月于北京大学蔚秀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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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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