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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季芳：古丝绸之路积淀了以和
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
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从这个意义上
说西北国际通道就是近代历史上的

“丝绸之路”，古丝绸之路是以经贸为
主线，西北国际通道是以战时特殊的
经济贸易为主线，苏联给予中国军事
物资，派出援华人员，中国以农矿产品
交换，中苏双方互利互惠、合作对敌，
抗战时期该通道的繁荣就是“古丝绸
之路”的再次复兴，在当下共建“一带
一路”的背景下，研究抗战时期西北国
际通道视域下的中外关系、国家认同
等问题，推动了中国抗战史和西北区
域史的研究，具有学术研究和现实借
鉴的双重价值，对于重新认识人类文
明的发展规律也有重要意义。

从现实价值来看，国家自 2000 年
以来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要
依托亚欧大陆桥等交通干线，发挥中
心城市作用，建成西部有特色的西陇
海兰新线等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带，西
北国际通道正是历史上连接亚欧大陆
的核心通道，也是“一带一路”经济走
廊上的黄金段，深入研究西北国际通
道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国家的西部大
开发及“一带一路”倡议，其现实意义
不容置疑。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刘小雷

从 1937 年到 1941 年，中国战场上
80%的外援物资来自苏联，苏联通过这
条贯穿中国新疆、甘肃的国际大通道，为
中国抗战前线输送了大量军事装备。其
中包括：各型飞机 1200 多架、坦克 82
辆、汽车2000多辆、火炮4300多门、机
枪14000挺及大量武器装备。这些宝贵
的援华物资如同雪中送炭，帮助中国在
最困难的时候顶住了日本侵略者的疯狂

进攻，使中国的抗战从防御逐步转入相
持阶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是一条不该被遗忘的西北国际
通道，备受政界和学界关注。2019年，
西北师范大学尚季芳教授申报了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抗战时期西北国际
通道资料整理及研究”，对此问题展开
了深入系统的探究。近日，尚季芳教授
接受了奔流新闻记者采访。

尚季芳：此项目是我长期研究西北
近现代史而引发的新课题。2016 年我
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西
北抗战大后方文献资料整理研究”，在
系统收集资料的过程中，觉得西北国际
通道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题目。因此
在2019年又以“抗战时期西北国际通道
资料整理及研究”为题申报了国家社科
重大项目，获得国家社科规划办的支
持，2021 年此项目又得到了滚动资助，
目前进展顺利。

该项目吸纳西北师范大学、中国社
会科学院、新疆社会科学院、西南大学、
兰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新疆大学、南

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甘肃省档案馆、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等高校和科研
院所的30多位专家，群策群力，力图搜
集、整理抗战时期西北国际通道的文献
资料，在此基础上对西北国际通道进行
系统全面的研究，包括西北国际通道重
要文献整理、西北国际通道开通与中外
关系、西北国际通道对中国抗战的贡
献、西北国际通道与国家建构、西北国
际通道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
北国际通道与西北社会变迁、中国共产
党与西北国际通道建设等等。通过解
答上述关于西北国际通道的重大问题，
推动西北抗战大后方历史的纵深研究。

尚季芳：西北国际通道是抗日战争
时期通过中国西北接受国际援助及向
国外运输易货物资的重要通道，它不仅
是一条物资运输线，而且是一条中外合
作战胜法西斯的友谊之路。西北国际
通道的打通，一方面将大量的外援物
资、援华人员运入中国，为中国抗战提
供了重要的军事和资金保障，增强了中
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另一方
面中国物资的外运，也为苏联的卫国战
争提供了重要的物资基础。

太平洋战争是1941年爆发的，此后

形成了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在此之前，中
国都是孤立无援的，日本在加紧侵华的
过程中，封锁了中国海运的所有航道，苏
联原定于通过海上运输的援华物资，被
迫需要开辟新的通道，国民政府迫不得
已，在中国共产党的穿针引线下，与共产
国际的大本营苏联展开谈判，并签订了
秘密协议，所以才有了这条西北抗战国
际大通道，当时被称为西北孔道。当时
的淞沪战场，中国军队已经陷入被动，哪
怕是多一支好枪，多一发子弹，都能为中
国士兵增加一分希望。

尚季芳：西北国际通道当时在中苏
都是高度机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
这条曾经功绩显赫的西北援华交通生
命线，尘封了八十余年，鲜有人知。

具体而言，西北国际通道的路线有
陆路和航空线。陆路全长2925公里，苏
联境内 230 公里，中国境内 2695 公里，
从苏联萨雷奥泽克到达中国境内的霍
尔果斯口岸，经乌鲁木齐、哈密至甘新
交界的星星峡、再经安西（瓜州）、酒泉、
张掖、武威，最后到达目的地兰州；中苏
两国之间的空中航线，从阿拉木图起
飞，经哈密到达兰州；中印之间1944年
又开辟了驿运线，该线路从克什米尔列

城出发，翻越喀喇昆仑山进入中国新疆
叶城，从叶城经喀什、阿克苏、乌鲁木
齐、吐鲁番、哈密到星星峡，再转运至中
国内地。

这条通道的修建备尝艰辛。1937
年9月前，新疆段除了乌鲁木齐到哈密、
伊犁有公路外，其他路段是仅供骡马通
行的驿道，卡车通行困难，而甘肃段河
西走廊从西口嘉峪关到东口乌鞘岭的
公路情况也十分棘手，面对如此艰难的
情形，各族人民团结奋战，不畏艰难，共
赴国难，终于在有限的时间内，将西北
通道全线打通，为之后物资的运送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尚季芳：全民族抗战时期，大多数
苏联援华物资，都要经过西北通道运
往抗战前线；从苏联中亚阿拉木图和
西伯利亚外贝加尔前来的飞机和苏联
航空志愿队分别经中国新疆和蒙古国
抵达兰州，在此编组、加油和检查，然
后分遣全国各大战场。据统计，抗战
初期，先后经兰州飞转各地的苏联驱
逐机、轰炸机、运输机约有千架。而中
国偿还苏联的物资羊毛、桐油、钨砂等
也主要汇集于兰州后再运往新疆输出
到苏联。

因此，这条通道不仅是重要的国
际生命线，也是连接中苏人民友谊的
桥梁。

西北国际通道不仅是一条物资运
输线，而且是一条中外合作战胜法西
斯的友谊之路，因这条线路大多与丝
绸之路重合，故将丝绸之路合作共赢
精神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抗战时期
开通的西北国际通道，将大量的外援
物资、援华人员运入中国，增强了中国
政府抵抗日寇的决心，为中国坚持抗
战和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保障；而中
国物资的外运，也为苏联的卫国战争
提供了重要的物资基础。作为抗战初
期中华民族“生命线”的“西北国际大
通道”，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赢
得了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上一切主持
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扬。

这条国际通道究竟有多重要？

记者：尚教授您好，请您介绍一下“抗战时期西北
国际通道资料整理及研究”项目的由来及进展情况？

记者：“西北国际通道”是一条怎样的通
道，当时建立它的时代背景是怎样的？

记者：西北国际通道具体的路线是怎样的？

记者：为什么说西北国际通道是
抗战初期中华民族的“生命线”？

记者：为什么说西北国际通道开
通，迎来了丝绸之路的再次复兴？

西北国际通道，
这条抗战“生命线”很重要！
——对话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尚季芳

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会发现：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
段或鼎盛时期，大西北都扮演着不
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汉唐盛世”的
形成，固然有很多历史原因，但绵
延于大西北广袤地域上的“丝绸之
路”，则是最直接的推动力量之一。

古罗马的制造业、波斯的手工
艺品，以及西域各国的歌舞文化能
够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发芽、开
花、结果，“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发
展功不可没。汉朝以后的2000
多年里，大西北和“丝绸之路”成了
我们国家和民族兴衰的“晴雨表”。

1931年9月18日后，在日军
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
存亡的重要关头，在艰苦卓绝的全
面抗战初期，曾有一条位于中国西
北的国际交通线发挥了巨大作用，
成为当时与国际相连的唯一陆上
通道，对于正在浴血抗战的中国来
说弥足珍贵，无数英魂为了这条抗
战的“生命线”，长眠于此。

尚季芳，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校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
研究方向是中国近代区域经济
与社会史，出版《兰州通史·民
国卷》等著作五部，在权威期刊
发表文章50余篇，还曾荣获甘
肃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等荣誉20余项。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抗战时期西北国际
通道资料整理及研究》科研项
目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