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紀念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 70週年 

 

今（104）年是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 70 週

年，八年抗戰是中華民族歷史上規模最大、死傷最多、影響

最深遠的民族保衛戰，抗戰期間共歷經重大會戰 22 次，大

型作戰 1,100 多次、小型戰鬥 3 萬 8 千多次；官兵傷亡 322

萬人，其中包括許多僑胞，共有 268位將領殉國，平民死傷

更在 2000 萬人以上，生命財產的損失相當慘重。然而國軍

不妥協、不投降、奮鬥到底，終於獲得最後勝利並光復臺灣，

先賢先烈的偉大精神將永誌後人心中。 

中華民國政府為了感謝國內外抗戰前輩們的貢獻，從今

年 6月開始，藉由各種場合與時機，陸續頒發「抗戰勝利紀

念章」給昔日的參戰前輩們，目前海內外總計已經頒發了

9,800 多枚紀念章，藉此彰顯他們在抗戰期間的犧牲與奉

獻。 

政府自今年 3 月起即陸續舉行各項紀念活動，也特別邀

集曾於抗戰期間協助我國作戰或保護我國人民的外籍人士

之後人，前往我國共同紀念抗戰勝利 70 週年，證明中華民

國是愛好和平的國家，也是重視歷史、懂得感恩的國家。 

  對日抗戰時，蔣委員長採取的戰略為消耗及持久戰，以

空間換取時間，國軍秉持不妥協、不投降的信念，於戰役中



奮勇堅持，才得以牽制 80 萬裝備精良且訓練有素的日軍，

使日軍無法完全投入太平洋戰場。 

  在我國對日抗戰期間及二戰結束後，美國對中華民國提

供了許多援助，同時展現了堅定的友誼。早在珍珠港事變發

生前的民國 30 年 4 月，美國羅斯福總統為了協助我國對日

抗戰，決定撥交 100 架 P-40 戰機，並准許美軍以志願身分

參加由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將軍組織的「美籍

志願大隊」，也就是著名的「飛虎隊」來華助戰。 

我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接受了許多盟邦的援助，

同時我國也積極對同盟國的勝利做出貢獻。民國 30年 12月

珍珠港事變後，中華民國與英、美結盟抗日，國軍也派遣遠

征軍至國外作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民國 31 年 4 月，國軍

新 38 師所屬的 113 團劉放吾團長率領全團八百官兵，在緬

甸擊潰數倍兵力的日軍，解救了 7,000多位英軍、記者及傳

教士，轟動中外，史稱「仁安羌大捷」，這更是國軍境外作

戰的首次大捷。 

當時國軍至緬甸作戰，締造仁安羌大捷，使得我國地位

提升，並獲得羅斯福總統支持，於莫斯科會議中確立我國在

開羅會議的四強地位，而開羅會議討論的內容，如臺灣、澎

湖及東北四省歸還中華民國，與越南及韓國獨立等也都成為

史實。 

美國總統羅斯福曾經說過：「二戰勝利其中一個關鍵，就

是中華民國全力堅持對日作戰，避免日本與德國會師後將歐

亞戰場連成一線」。這說明了我國抗戰對二戰勝利的卓越貢



獻。 

   近年來，關於「誰領導抗戰」的議題，成為國內外關

注的焦點。長期以來，中共自稱領導抗戰，共軍是「中流砥

柱」，忽視當年國民政府領導全國軍民八年抗戰的歷史與貢

獻，我們感到非常遺憾。 

民國 26年 7月 7日「盧溝橋事變」後，蔣中正委員長在

7月 17日發表「廬山談話」，號召全國軍民：「地無分南北，

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9 月 22 日

公布的「共赴國難宣言」，中共響應政府號召投入抗戰，經

軍事委員會收編為第八路軍與新四軍，之後八路軍改為第十

八集團軍。但幾乎同一時間，中共就確定了「七分壯大、二

分應付、一分抗日」的發展策略。 

在抗戰期間的 22次重大會戰當中，中共唯一參與的所謂

「正面作戰」，是民國 26年 9月太原會戰當中的一場「平型

關戰鬥」，動員了第 115 師 1 個團兵力殲滅日軍 500 餘人的

補給部隊。此後，中共就轉往敵後從事游擊戰，如所謂「百

團大戰」，採取儘量避免與日軍正面作戰策略，保存實力，

併吞地方部隊，甚至攻擊國軍，擴大地盤。 

抗戰八年 268 位殉國的將領中，僅有 1 位前八路軍的少

將副參謀長屬共產黨籍，這與國軍其他 267位將領的慘重犧

牲兩相對照，抗戰是誰領導的，已經十分清楚。更何況所有

的重大會戰與大型作戰都是國軍主導，抗戰勝利後，東京灣

盟軍受降典禮由國軍參加、中國戰區國內外受降典禮也全部

由國軍主持。 



中華民國對日八年抗戰是一個關係國家存亡、深刻影響

國際情勢的重大歷史事件。面對歷史，真相只有一個，面對

歷史要誠實。八年抗戰是由中華民國政府主導，抗戰勝利是

國民政府蔣中正委員長領導全國軍民英勇奮鬥的成果，不容

任何竄改和扭曲。此外，在民國 32 年 11 月 23 日，蔣中正

委員長以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身分，與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

首相邱吉爾舉行「開羅會議」，更足以證明國民政府贏得抗

戰勝利的歷史事實。沒有抗戰勝利，就沒有臺灣光復；沒有

國軍犧牲奮鬥，也不會有今天中華民國自由、民主、繁榮的

生活。中華民國政府有責任將這段國家重要歷史清楚的交代，

並傳承給後代，不容抹煞。 

侵略的錯誤或可原諒，但歷史的真相不能遺忘，因此，

我們紀念抗戰勝利 70 週年的目的不是在歌頌勝利，而是在

譴責侵略、防止戰爭、促進和平。中華民國將永遠扮演和平

締造者與人道援助提供者的角色，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