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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兵东南
亚，迅速横扫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前
锋直指缅甸。缅甸对中、英两国均具重要
意义，从国际国内战略局势出发，中、英决
定在此联合进行对日战争。战争最终以
盟国方面的失败而告终，中国远征军损失
十分惨重。造成这一结局的原因很多，如
盟国间战略战术上的不协调，缅甸地理态
势及人文环境的影响，英军战斗意志薄弱
等，就中方言，两个主要指挥者史迪威和
蒋介石对此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蒋介石对缅甸战场的最初设想

中国远征军大规模入缅，是在日军
已占据缅甸南部沿海地区，英国被迫向
内地退却后开始的。最初，为防止中国
占据缅甸，英国竭力避免中方入缅，直到
日军在南缅攻势甚猛，英军难以抵挡，韦
维尔才同意中国军队大举入缅。英国对
中国远征军入缅表现出的三心二意，预
示远征军在缅作战将不会一帆风顺。

中国准备出兵缅甸，主要是从中国
本身战略利益出发。中国在缅最重要利
益所在即保卫缅甸南部的仰光出海口，
维持海外物资输入运输线。因此，中国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出兵缅甸抱积
极态度，随时等待着对缅甸有宗主权的
英方的邀请。1942年1月底，英方向中国
求援后，蒋介石随即令待命中的第6军向
缅甸出动。2 月 14 日，下达第 5 军入缅
令，准备使用于同古、仰光附近地区，以
保卫仰光为主要责任。显然，当时中国
希望和英国一起，在缅南与敌决战，争取
打垮日军，保卫仰光。

然而，由于英方拖延，中国军队出动
途中，形势发生重大变化。3月8日，仰光
失守，缅甸出海口事实上已被封闭。同
时，在东南亚战场，英美军队全面溃败，
日军控制南太平洋，其海军可前出到缅
南海面，缅南出海口有效性大受影响。
仰光失陷及英美在南太平洋的一系列失
败，对中国方面形成重大心理冲击。在
此背景下，中国的出兵计划不得不随之
发生变化。

3月9日，蒋介石电令“第五军入缅部
队暂缓开拔”。随后，在与刚到任的美国
派遣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谈话时，一改
此前的积极态度，明确表示，仰光失守后，
原定进至同古地区协助英军反攻仰光计
划必须重新考虑，强调此后中国军队在缅
作战“实有应用纵深配备战略之绝对必
要”。蒋介石此时计划：以腊戍、密支那等
缅北重镇为后方，以位于缅北的首都曼德
勒为中心，“集结主力于曼德勒附近，诱敌
深入，待与交锋之后，再反攻突破之”。之
所以如此，主要基于如下几点：

一是对英军在缅甸继续作战的决心
不表信任，担心中国军队倾力前突，后方
空虚，一旦战事不利，将面临孤军深入的
危险。3 月 19 日，蒋与史迪威谈话时指
出，由于指挥难以统一，“他日有撤兵必
要之时，两国军队必陷入绝对混乱之现
象而肇空前之危机”。

二是怀疑中英军队的协同作战能
力。中、英在指挥权和联络上均不协调，
仰光失陷前，中国在指挥权上虽愿让步，
但英方并不愿意指挥中国军队，不愿承
担由此而来的责任。仰光失陷后，蒋对
英方又不放心，不愿将远征军交给英方
指挥。

三是英国长期殖民统治造成当地民
众对英军反感甚至痛恨，中国作为英国
盟军，部队行动必然受到影响，而缅甸混
乱的交通管理也将极大影响中国军队的
机动。在得不到民众支持，又是出国作
战，地形生疏，天时、地利、人和均处不利
时，慎重行事，应属必要。

当然，蒋介石作出这样的选择，还有
其不欲明言的原因。如前所述，中国出
兵缅甸，最重要的是欲保住缅甸尤其是
仰光的出海口，获得盟国战略物资的接
济，仰光及东南亚地区失陷后，这一目标
已难以实现，在英国未表现出坚守缅甸
决心的情况下，中国当然也不愿为英国
作嫁衣，担当防守全缅的义务。

集中远征军在曼德勒地区作战，从
蒋的立场看，还有几方面的有利因素。
曼德勒扼缅北之咽喉，为缅北之屏障，同
时，又是中国经缅北西向印度交通之枢
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保卫曼德勒，既
可使之充当中国大西南地区的缓冲，以
免日军直接威胁，又可保住中国经缅甸
至印度的对外通道，维持获得外援的间
接途径。也就是说，仰光失陷后，守住曼
德勒，即是中国在缅作战的最大利益目
标。同时，一旦作战失利，中国军队以曼
德勒为中心，后有密支那、腊戍等稳固据
点，撤兵也较为容易。另外，从缅甸地形
看，以曼德勒为界，以南多平原地区，以
北则为山地，依托山地作防御战对武器
配备较落后的中国军队也显然更为有
利。正因此，在与史迪威谈话时，蒋介石
一再要求史迪威以准备曼德勒作战为在
缅作战基本要领。

史迪威的思路与蒋完全相反

但是，史迪威的想法一开始就和蒋介
石大不相同。史对中国之行雄心勃勃，指
挥军队建功立业，是史迪威衷心追求的目
标。而他当时对中日两军的素质、特点、
战斗力均未有全面了解，按照他“以最快
的速度轻率地作出最生硬的结论”的个
性，进攻战显然更符合他的选择。

当然，史迪威主张在缅甸进行积极
的进攻作战，更主要的还源自于美、英的
全球战略。美、英以欧洲战场为主要战
场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对保持英国作战
能力的重视当然要远远超过中国。作为
印度屏障，保住缅甸，对防止日本攻印，
减轻英国在印度压力，使其在欧洲战场
充分发挥作用有重要意义。这就是史迪
威所言：“日本已被迫在缅甸动用了可能
派往印度、澳大利亚或其他地方的兵
力。这是中国此时能够把它所拥有的东
西——兵员——贡献给盟国事业的最好
办法。”因此，尽管史迪威对英国在缅甸

的避战退却极感不耐，但仍然接受这一
现实，并多次以中国军队作为英军退却
的掩护。

正因如此，史迪威对蒋介石提出的
缅甸作战意见不以为然，他坚持认为，应
在同古集结中国军队主力，迅速夺取仰
光，取得缅甸保卫战的迅速完全胜利。3
月 9 日，在与蒋的谈话中，他提出要在十
日之内在缅发动大规模反攻。然而，此
时中国军队不过刚刚出动，大部分部队
尚在国内，十日之内反攻的说法近乎天
方夜谭。此后，史迪威事实上也未坚持
马上反攻仰光，并在与蒋谈话时，当面有
条件接受重点防御曼德勒的计划。不
过，当其受命负责缅甸前线指挥并走马
上任后，即把蒋的计划完全置诸脑后，此
后，一直到缅甸战役失败，史迪威实际都
坚持和蒋思路完全相反的进攻战略。中
国远征军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史迪威
的这一战略思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史迪威的错误指挥

在同古展开会战的出发点，旨在迅
速向日军发动反攻，夺回已被日军占据
的仰光地区。但是，从当时战场总体形
势衡量，这种思路已不现实。首先，从盟
国和日本对垒形势看，由于日军已控制
泰国，日军在缅泰长达千里的交界地区
对缅甸形成巨大压力，狭长的地理特征
使缅甸尤其是位于南端的仰光防御需要
从南到北投入极大兵力，在英方并无防
御缅甸决心的情况下，中国要独力担任
这样狭长的防御地带，事实上难以做到，
即使中国远征军夺回仰光，长期固守也
相当困难。

其次，史迪威包括蒋介石对日军进

攻缅甸的决心其实都估计不足。3 月上
旬，根据缅甸方面英军抵抗软弱、中国远
征军开始出动的新形势，日本南方军决
定“捕捉战机，果断作战，迫使曼德勒附
近之敌尤其中国军队进行决战，尽量于
短期内歼灭之”。预定在5月底前基本完
成作战。为此，该军决定除以原第 15 军
继续担任进攻作战外，再将第18、56师团
及第三飞行集团等部增派到缅甸战场，
同时以第38师团及近卫师团各一部为预
备队。日军实际投入作战的部队达四个
多师团，大大超过中国估计的两三个师
团之数，而中国到4月上旬实际可投入曼
德勒及以南地区作战的部队只有5个师，
考虑到日军的空中及火力优势，以及包
括其在与英、美军队作战中表现出的强
大战斗力，这样的兵力对比对远征军十
分不利。

事实上，从双方力量对比看，欲在同
古地区阻击日军并发动反攻的设想近乎
天方夜谭。日后的实际战局进程显示，
中国装备最精良的戴安澜第 200 师加上
庞大的第 5 军直属队在同古抵挡日军一
个师团的进攻即显得十分勉强。因此，
即使按照史迪威的计划，再出动一个师
的兵力投入战斗，也不太可能实现击垮
敌人的目的。在这一点上，长期指挥中
国军队作战的蒋介石当然更有发言权，
他对史迪威直言：“中国军队由于武器、
装备和运输方面的缺陷，须三个师才能
抵挡日本一个师，在这种基础上发动进
攻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些，虽然让人不
无泄气之感，但确是符合当时中国军队
实况的经验之谈。

正是有着上述的诸多考虑及对本身
军队的了解，蒋介石一开始计议的曼德勒
防御战不应视为单纯的消极避战。曼德
勒靠近中国西南地区，“增援与给养之供
给，尚占优势”，在此作战，军队运输、后方
威胁及第五纵队的消极影响都要比缅南
小得多。可惜当时史迪威信心满怀，不能
接受这种稳妥战法，而蒋介石又出于种种
考虑，不敢过分拂逆史迪威，以致部队倾
力南下，选择了成功希望很小的缅南地区
决战。结果在同古既难以集结优势兵力，
对敌实施迅速打击，防御战又未能抵御日
军增兵后的强大进攻，战至3月30日被迫
撤出同古。此后，远征军进退两难，一步
步酿成日后难以收拾之局。

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失败，首先决
定于交战双方的实力对比，当时，中方要
想有效抵抗日军进攻确实困难重重，遭
受挫折并不令人太感意外。不过，即便
如此，史迪威仍然对战争结局负有不可
推卸的责任，他不注意缅甸战场实际，过
多强调进攻，造成中国军队分割使用，疲
于奔命，处处为英军堵漏洞的恶果，加剧
了远征军的溃败和损失。蒋介石在战役
中、后段，因惧怕开罪美国，迁就史迪威
的错误指挥，也应负一定责任。
（篇幅所限，全文有删减。）
黄道炫，中国社科院学者，著有《蒋家王
朝1·民国兴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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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史迪威。（资料图片）

1942年，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