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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般把1945年8月开始的苏联对日作战称为远东战役。但实际情况却是，当时苏军总参谋部并没有给这次重大的战役

行动正式命名。远东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幕，从战役策划到组织实施，反映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深远的政治谋略，

显示出苏军统帅部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履行义务  师出有名 

苏联发起远东战役，既是履行它对反法西斯同盟国所承诺的义务，也有对国家利益的现实考虑。 
苏联在欧洲战场上进行着激烈战斗的同时，在太平洋战场上却保持着中立态势。苏日之间于1941年4月订有《苏日中立条

约》，使两国之间维持着中立关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曾多次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但苏联方面一直没有同意。 
美国要求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最直接的目的是缩短太平洋战争进程，减少美军的伤亡，但这还不是全部。战时担任美国驻

苏大使的哈里曼，在1951年向美国国会作证时，曾透露了美国政府更深层次的意图。他说：“关键的问题倒不在于苏联是否将

参加太平洋战争，而在于是否能及时参战，有助于联合参谋总部关于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的实施。存在的巨大危险是苏联可能

袖手旁观，而等我们牺牲了大批美国人的生命，打败日本之后，红军长驱直入满州和中国北部大片地区。那时苏联人就能轻而

易举地以‘公众要求’为口实，建立满州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了”。简而言之，美国政府害怕苏联“坐山观虎斗”，在适当的时

候下山摘“桃子”。 
随着红军在苏德战场上的节节胜利，苏联决定在打败法西斯德国后挥师东向，对日宣战。在1943年11月的莫斯科三国外长

会议上，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向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谈起了太平洋战争。艾登表示，在德国崩溃和日本崩溃之间，可能有一个相当

长的间隔。莫洛托夫回答说：“间隔不会长。一旦德国投降，即使日本人也会明白他们的真正处境了”。 当然，艾登已经听

出了其中的含义。 
在会议期间的一次晚宴上，莫洛托夫对艾登和美国大使哈里曼说，他们马上要观看一部苏联1938年摄制的影片，描述的是

十月革命期间日本入侵西伯利亚的事。艾登装作吃惊地说：“在我看来，这对于一个中立国是不合适的”。可是，哈里曼不愿

装聋作哑：“我认为完全合适！”说罢，就鼓起掌来。他举起了酒杯，并且事先作了说明：“如果莫洛托夫先生不愿和我祝

酒，我是完全能够谅解的。为我们有并肩对日作战的那一天而干杯！” “为什么不呢？太好了！这一天就会来的”。 莫洛托

夫迅即回答道。 
外长会议结束那天，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美国国务卿赫尔坐在斯大林的旁边。在一个适当的时候，斯大林低声对翻译

说：“注意地听一下，把我下面的话逐字逐句地翻译给赫尔听：苏联政府研究了远东的局势并已作出决定，在盟国打败希特勒

德国、结束欧洲战争之后，苏联将立即对日作战。让赫尔转告罗斯福总统，这是我们政府方面的立场。但目前我们还要保守秘

密”。 赫尔听了这个消息后又惊又喜，他立即向斯大林表示：美国人将怀着感激的心情，永远记住苏联准备帮助他们进行的

艰苦斗争。 
1943年11月28日，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对美英两国首脑说：“一旦德国最后垮台，那时就有可能把必

要的支援部队调到西伯利亚，然后我们就能联合起来打击日本。”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很想苏联参加对日战争，所以斯大

林的表态使他们十分高兴。 
当然，苏联参战是有条件的。1944年12月14日，罗斯福让哈里曼与苏联商谈参加对日作战问题，斯大林提出了苏联出兵的

条件。他摊开地图，对美国大使说：“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南部应当归还苏联”。此外，斯大林还想得到大连和旅顺的租借

权，以及中东铁路，并希望维持外蒙古现状。 
1945年2月8日，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与罗斯福就此进行了秘密商谈。由于美军在太平洋的逐岛作战中付出了很大伤

亡，所以罗斯福迫切希望苏联能够早日出兵。他对斯大林说，日本现在还有陆军400多万人，海军有120万人；美军在太平洋和

东南亚有160万人，英军有60多万。如果这样打下去的话，盟军的损失会更大。斯大林握着烟斗，静静地听着罗斯福的倾述。

他赞同罗斯福的看法，“我们可以订一个出兵的时间表，我看打败了德国，再有三个月的准备，苏联就可以出兵远东”。同

时，斯大林又提出了上述参战的条件。听了斯大林的话，罗斯福显得很高兴。他对斯大林说：“关于苏联在远东的利益，美国

政府会充分考虑的”。罗斯福打算接受苏联对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的领土要求，至于中国东北，罗斯福告诉斯大林，蒋介石愿

意使旅顺和大连成为自由港。应斯大林的要求，苏、美、英三国就苏联提出的条件于2月11日签订了关于日本问题的书面协

定，即《雅尔塔协定》。这个协定最终促成了苏联出兵东北，却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从协定的内容不难看出，斯大林的目的是收复日俄战争中的失地，恢复沙俄丢失的侵华权利。二战后期，斯大林首先考虑

的是确保苏联的国家安全，《雅尔塔协定》正是苏联远东安全战略具体化的体现，它是沙皇俄国安全战略的继承和发展，其核

心就是最大限度地扩大疆域，以空间换取时间。 
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前夕，斯大林和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举行了短暂的会晤。在谈到对日作战问题时，斯大林毫不犹

豫地说道：“苏联政府一定履行对日作战的承诺，我们将于八月中旬参战”。会议期间，由于美国原子弹试爆成功，杜鲁门已

经不希望苏联出兵了，可苏联偏偏加快了行动的步子。 
日本当局曾幻想通过作出重大让步，请求苏联出面调停，以避免向美英无条件投降，但得到的答复却是苏联的宣战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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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向日本发表了如下声明： 
   “美、英、中三大强国今年7月26日促令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已被日本拒绝，因此日本政府请求苏联调解远东战

争的建议已失去了一切根据”。 
声明进而指出，苏联已参加波茨坦公告，并接受了盟国关于参加对日战争的建议。 
苏联政府认为，这是使和平早日来临，使各国人民解除进一步牺牲和苦难的唯一办法。因此，苏联政府宣布：“从8月9日起，

苏联将认为其本身已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来看，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履行了它对同盟国所承担的义务，对战胜日本法西斯做出了贡献，

同时苏联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说的那样：远东战役的结果完全弥补了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损失”。 
万里遣兵  周密部署 

对德战争尚未结束，苏军统帅部便开始筹划远东战役。还在朱可夫指挥红军进攻柏林的时候，就接到了一封来自莫斯科的

电报，要他把在德国境内的第39集团军和第5集团军，以及在捷克境内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和第53集团军调往国内，做好去远

东作战的准备。 
调往远东的部队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就是说要符合远东作战任务的需要，并根据其作战经验确定该调往哪个地区。关于

这一点，什杰缅科大将这样说道：“最高统帅命令总参谋部加强外贝加尔方面军、远东方面军以及滨海集群的司令部和高级指

挥人员，派去更多的是在对希特勒的作战中受过锻炼、而最好又曾在远东服役过的人员。同时最高统帅还吩咐在计划部队的调

动时，首先应把在近似远东的条件下作过战的集团军和兵团调往远东”。  
在指挥官的人选上，斯大林非常慎重，他几乎把苏军优秀的高级将领都派到了远东，其中有三位元帅，即华西列夫斯基、

马利诺夫斯基和麦列茨科夫。华西列夫斯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是二战时期苏军的著名统帅，曾两次荣获“苏联英雄”称

号。他具有丰富的统帅部工作经验，在指挥大兵团作战中显示出了卓越的组织才干。马利诺夫斯基是苏军最著名的将领之一。

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他指挥坦克兵成功地阻击了企图救援被围困德军的曼施泰因军团，并且乘胜追击，一直越过北高加索

大草原。他率部从伏尔加河打到多瑙河，先后解放了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麦列茨科夫则是列宁格勒保卫战的英雄。1943年1
月，在突破列宁格勒德军封锁线时，他指挥的部队在第聂伯河东岸同德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并突破了德军的封锁。斯大林对

他的评价是：“机警的雅罗斯拉夫人，是有办法打败日本人的，因为他在森林地区作战和突破筑垒地域是很有经验的”。从苏

联东部的滨海向中国满州进攻，需要越过一大片原始森林，麦列茨科夫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1945年春，远东苏军只有30个师，并且配置分散，装备也较差。因而，统帅部一着手工作，东调苏军的列车就秘密地开动

了。 
苏联百万大军的调动，横跨欧亚大陆，行程上万公里，仅仅靠一条单轨的西伯利亚铁路，而且部队的调动是在极其保密的

情况下进行的，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特别是苏联远东地区的铁路距边境线最近处仅3公里，日本关东军在边境上完全可以

看到铁路线上的运输情况。但是，日军对苏军调运车辆的估算还不到实际数量的一半。苏军把如此众多的兵力、武器及其它作

战物资从9000至12000公里外的欧洲战场迅速调到远东，又没有被日军发现，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苏军的调动，几乎动用了所有的运输工具。1945年5月至8月，向远东滨海地区和后贝加尔运去了136000节车皮的部队和作

战物资。4月到9月，共发出火车1692列。其中，运送步兵有502列，运送炮兵为261列，运送坦克兵为250列，运送工程兵和其

他部队为670列。在调运高峰的6月和7月，每天晚上发出的火车平均为26列。 
部队到达集结地后，还要行军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向展开地域前进，因此苏军往往要靠两条腿走很长的路。 
为了加速在远东集结部队，苏军从西部调到东部战区时，大量运输汽车都留在了原地。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的坦克甚至也

留在了原配置地域，后来部队在远东车站下车后，即得到了从乌拉尔坦克工厂预先运去的新坦克。 
为了达到进攻的突然性，苏军不仅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而且还采取了一些迷惑日军的行动。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在

向斯大林介绍部队调动情况时说：“我们所有的调动，都是用演习的命令下达的。边防部队仍然在按原计划巡逻。当地驻军也

在正常休假。边防部队仍然像往常一样割草，并且有意在日本哨兵看得见的地方晒干草”。 
“边境上的居民怎么样呢？”斯大林关切地问道。 

   “还没有撤走，但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两天时间就可以全部撤走”。 安东诺夫很有把握地回答了斯大林的提问。 
   “很好”。斯大林满意地点点头。 

安东诺夫接着说：“所有的坦克、汽车、火炮全部进入了地下坑道，上面进行了伪装。我们还采用了严格的无线电控制，

新到的部队一律不准使用电台”。 
为了麻痹日军的情报机构，苏军指挥部不让部队进入居民区，也不要同居民接触，并且禁止做饭和砍伐树木。 
“到前沿观察地形的指挥员一律穿士兵服装，指挥员用的都是化名”。 安东诺夫继续向斯大林介绍说。 
根据最高统帅部的安排，派往远东的三位元帅一律使用化名，他们前往远东时都奉命摘掉了元帅肩章。麦列茨科夫率方面

军司令部到远东时，他们乘坐的特别快车伪装成普通列车。为了防止走漏消息，在列车到站前就挂出“票已售完”的牌子。麦

列茨科夫告诉手下的参谋说，他们将去新西伯利亚。等到了新西伯利亚，他又说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以后又说去伊尔库茨

克。到伊尔库茨克又说去哈巴罗夫斯克，一直到了哈巴罗夫斯克，麦列茨科夫才宣布终点站是伏罗希罗夫市。有一个中校军

官，利用列车在鄂木斯克停车的机会，给妻子发电报告诉了他此刻所在的地点，结果这名军官在党小组会议上受到了审查。当

然，他发出的电报已经被截收了。 
麦列茨科夫的化名是马克西莫夫上将。刚到远东时，他在滨海集群司令部开会，第一次向大家自我介绍说，我叫马克西莫

夫。会后，一位军官走到跟前问麦列茨科夫：“您没听说人们都在谈论麦列茨科夫元帅到我们远东来了吗？”麦列茨科夫只好

说没有听说过。 
在后勤保障方面，苏军建立了200多座大型仓库、若干个野战医院和油库，储备的物资足以供150多万人使用。另外，苏军

还研究了远东战区一些特有的后勤保障问题。考虑到在满州部队必须食用一些在苏联不常见的粮食作物，如高粱、小米等，后

勤机关专门编写了关于这类作物食用方法的说明书，发给各参战部队。 
日本认为苏联在远东地区战争潜力薄弱，西伯利亚铁路运输量有限，苏军对日作战的准备工作，起码到8月底才能就绪。

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在8月的头几天里，苏军在边境地区已集结了160万大军，并且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 
两翼合围  向心突击 

关东军号称“皇军之花”，是日本陆军的精锐，总兵力近100万人，有作战飞机150架，坦克约160辆。尽管日军的现代化

装备不如红军，但由于长期受到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关东军的战斗力仍然不可小觑。 
鉴于中苏边界走向有利于对敌形成包围态势，苏联决定东西夹击，合围关东军的主力。1945年6月底，苏军最高统帅部决

定从两个方向，即由蒙古人民共和国东部突出部和苏联滨海地区实施向心突击，同时在其他各个战役方向上，实施一系列辅助



攻击，一举歼灭日军主力。 
7月30日，苏联任命华西列夫斯基为远东军总司令。远东军由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1方面军和远东第2方面军以及太平

洋舰队组成。后贝加尔方面军65万余人，从蒙古东部向沈阳、长春方向实施突击。远东第1方面军兵力近60万人，从双城子等

地向牡丹江和吉林方向实施攻击。远东第2方面军兵力30余万人，从饶河地域向哈尔滨方向实施进攻，协同上述两个方面军分

割围歼关东军。太平洋舰队的主要任务是在日本海域积极行动，切断关东军与日本的联系，协同陆军在北朝鲜东海岸、南库页

岛、千岛群岛登陆作战。 
这样，在苏军统帅部，一个规模空前的战略性进攻战役计划形成了。其展开正面达5000公里，战役纵深为600至800公里，

兵力多达80个师，158万人。 
远东战区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十分复杂，红军进攻的道路上既有森林覆盖的高山，水深浪急的河流，也有干旱无水的沙漠。

在中苏边界的东面，有牡丹江和兴凯湖，还有太平岭、张广才岭和老爷岭，这三条山脉绵延达400多公里，犹如一堵天然屏障

矗立在中苏边界。此外，这里还生长着大片的原始森林。在中苏边界的北面，有连绵不断的小兴安岭和广大的丘陵地带，还有

流经中苏边界的黑龙江。在西面的中蒙边界，有蜿蜒起伏的大兴安岭，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在大兴安岭的南部分布着浩瀚

的沙漠。 
战前的最后一个夜晚，空气似乎突然变得稀薄了，人们呼吸都显得异常紧张。在后贝加尔方向，星空万里，烤晒了一天的

大地，犹如揭去盖子的蒸笼，热气袭人，静卧在进攻出发地域的部队，感到十分疲劳和干渴。而在黑龙江沿岸和滨海地区，则

是乌云滚滚，雷电交加，倾盆大雨引起了山洪爆发。洪流冲毁了道路，吞噬着前进道路上的一切，似乎象征着苏联红军进攻的

磅礴气势，预示着关东军不可挽回的失败命运。 
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苏军几乎在所有方向上都跨越了国界，强渡了额尔古纳河、乌苏里江和黑龙江，分别从后贝加

尔、滨海地区和黑龙江沿岸进入我国东北境内，在5000公里的正面上展开了强有力的进攻。 
日军主力集中于长春和沈阳地域，因此后贝加尔方面军的任务是，迅速穿过数百公里的沙漠和翻越大兴安岭，寻求与关东

军主力决战。战役一开始，坦克部队在各路打头阵，铁流滚滚，锐不可挡。担任主要突击任务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沿三条

行进路线，开始了它历史上最艰难的行军。蜿蜒数百里的大兴安岭，山高林密，坡陡弯急，有的山口被断崖封闭，有些地段被

大片水洼切断。就在这荒无人烟的山区，部队十分艰难地行进在悬崖峭壁之间。直到8月11日，第6集团军才全部爬上大兴安

岭。下山时，正逢大雨，部队行动非常困难。在战争史上，自从有了坦克后，还没有哪支部队像苏联红军那样，竟然将坦克开

到了崇山峻岭上。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在回忆录中说，“强行穿越兴安岭之役是现代战争中无与伦比的英勇业绩”。12日，近卫

坦克第6集团军全部越过大兴安岭，并急转向南，以每天180公里的速度向沈阳方向挺进。仅三昼夜，集团军就推进450公里，

攻占了鲁北、突泉一线。14日，集团军攻取长春西部重镇洮南。这样，到战役第五天，后贝加尔方面军已前出到东北平原。 
远东第1方面军却是另外一种情形。在这里，日军依托边境筑垒地域顽强抵抗，战斗十分激烈，苏军进展缓慢。担任主要

突击任务的第5集团军正面，是日军的绥芬河筑垒地域。苏军每前进一步，都要浴血奋战，付出巨大代价。方面军司令员麦列

茨科夫收到的作战报告显示，每个筑垒要点都是经过激烈战斗后才被攻占的。与第5集团军并肩突击的红旗第1集团军进攻地

带，是难以通行的原始森林和沼泽地。这里森林茂密，古藤缠绕，到处是沟壑和溪流。苏军通过时，每一纵队都派先遣支队侦

察，标明行进路线。先遣支队的坦克撞断树木，开辟通道。再后面是桥梁分队，负责清理被推倒的树木，架设桥梁，完成急行

军路的铺设。苏军冒雨前进，整整一昼夜才走了五、六公里。到14日晚，远东第1方面军向前推进了120—150公里，先后攻取

绥芬河和密山等筑垒地域。 
担任助攻的远东第2方面军在松花江方向上与日军独立第4军隔江对峙，主要任务是切断独立第4军与关东军的联系，配合

后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1方面军作战。苏军渡过黑龙江后发现，日军除留较小的守备部队外，主力已撤往腹地。为了减轻对

远东第1方面军和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压力，远东第2方面军必须立即追击。但松花江的水位雨后猛涨，沿岸道路被冲毁，到11日
黄昏，苏军才占领富锦县城。盘踞在富锦南郊的日军仍然阻挡着苏军前进的道路，经过多次白刃格斗，到13日晚完全粉碎了日

军的抵抗。远东第2方面军很快占领佳木斯，进而向齐齐哈尔方向发起进攻，有效地牵制了日军。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于是，苏军转入进攻的第二阶段，以更快的速度向前推进。18日，华西列夫斯基给后贝

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1方面军下达了组建快速支队的命令。20日至21日，东西对进的苏军快速支队分别在沈阳、哈尔滨和长春

会合。22日，苏军在旅顺、大连实施空降，25日，占领朝鲜的平壤、咸兴等地。少数日军部队拒不执行关东军的投降命令，清

剿战斗一直持续到8月30日，关东军才被全部解除武装。根据苏军战史资料，远东战役中消灭日军约70万人，苏军伤亡3.2万
人。 

远东战役虽然历时不到一个月，但苏联红军在战役组织的许多方面却是可圈可点。其战役组织的主要特点是：准备充分，

完全掌握作战主动权；从西线向远东实施战略机动，在兵力对比上形成压倒优势；采取一系列伪装和保密措施，达成战役的突

然性；集中优势兵力，正确选择进攻方向；采取东西对进的向心突击，实施大纵深的多路进攻；成立战区指挥机构，实行统一

的后勤保障等。 
对于远东战役，西方的战史学家向来是轻描淡写的，这显然带有冷战时代复杂的国际背景。实际上，这场战役不仅是促成

日本投降的重要因素，而且在现代军事学术史上也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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