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国民党抗日游击战的几个问题

唐利国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敌后游击战的研究, 近几年才

刚刚起步。现有的几篇文章, 主要是全面地介绍其发展情况, 而一

些具体的问题, 尚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本文拟讨论三个问

题: 一是国民党何时决定采用游击战; 二是抗战防御阶段中国民党

军队游击战的发展情况; 三是国民党游击战思想的主要特征。

一　游击战最初决策于何时

论者一般以 1937 年冬汉口军事会议上蒋介石采纳白崇禧关

于开展游击战的建议, 为国民党军决定采用游击战的开始。① 这种

看法并不十分准确。事实上在此之前, 蒋介石已经注意到游击战的

应用。

七七事变之后, 1937 年 7 月 31 日, 蒋电令察哈尔省主席刘汝

明, 告以平津失陷, 须在敌后破坏铁路, 扰乱敌人。② 1937 年 8 月 2

日, 蒋指示参谋本部:“对于各地敌军后方预先编组别动队, 散伏便

衣队于社会”, 对敌人进行欺骗与破坏活动。③9 月 15 日, 蒋指示甘

981

①

②

③ 吴伯卿, 林养志:《中国现代史资料丛编》第十集《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策手稿汇辑
(一)》, 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22 页。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以下简称《作
战经过》) , 第二册, 第 182 页。

参见: 韩信夫:《试论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场》,《民国档案》1990 年第 1 期; 赵万钧:
《国共两党的两种抗日游击战》,《党史理论》1994 年第 10 期。



省代主席贺耀祖组织宁青与绥远部队“游击阻敌”。① 这些材料, 证

明蒋介石在抗战初发之际已经注意到游击战的运用。他把游击战

看作是牵制消耗敌人, 保存自身战斗力, 维持持久战的一种手段。

他在 11 月 7 日的日记中写到:“保存战斗力, 持久抗战, 与消耗战

斗力, 维持一时体面, 两相比较, 当以前者为重也。此时, 各战区应

发动游击战, 使敌于占领地区疲于奔命也。”② 他这种思想, 在另一

份电文中也有体现, 他写到:“以后作战, 应多用柔性游击战。避实

击虚, 务保持战斗持久力为要。”③

可以断定, 在汉口会议之前, 蒋介石已经开始命令有关人员准

备发动游击战了。实况如蒋纬国主编的战史所写:“抗战初起, 军委

已叠令各战区重视游击战。当日军进攻时, 扰其侧翼与后方, 破坏

交通; 敌人占领后, 主力转移, 亦留置部队于敌后游击。”④ 在汉口

会议决定于山西加强兵力、开展游击之前, 最早沦陷的河北已经开

始了游击战。第一战区的主力于 1937 年 9 月调往晋东, 乃于河北

留置游击部队, 委吕正操为独立第一游击支队司令, 李福和为独立

第二游击支队司令, 孙殿英为冀西游击司令, 军委会又任命张荫梧

为河北民团总指挥。⑤

其实,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 国民党已经考虑采用游击战作

为抗日的手段。1937 年 3 月定稿的 1937 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中之

“作战指导要领”明文规定:“作战期间, 应有专门机关指导民众, 组

织义勇军并别动队, 采游击战术, 以牵制敌军, 并扰乱其后方。”⑥

国民党能够较早注意到游击战的运用并不奇怪。中日两国交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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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 非一战不能解决问题。有见识的国人早已在思考抵御日本侵略

的良策。在敌强我弱、敌攻我守、敌小我大的局面下, 游击战是一种

必然的选择, 许多人的著作言论中均提出过这一点。

只是, 在抗战之初, 敌人的进攻强劲, 国民党主要集中兵力进

行正面抵抗, 而且沦陷区不是十分广大, 游击战自然受到限制, 不

十分引人注目。我们无妨把汉口会议看做是国民党进一步重视游

击战的标志, 但不应忽视游击战思想最初的渊源。

二　抗战防御阶段中国民党军的游击战

国民党正式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高度加以重视是抗战进入相

持阶段以后的事。这之前, 国民党军虽也开展了游击战, 但为论者

所忽视, 现有诸文均言之寥寥带过。① 下文试图简述一下这一时期

国民党军开展游击战的情况。

至南岳军事会议宣布进入第二期抗战为止, 国民党军在敌后

已有正规军近 30 个师, 约 30 万人, 另有地方武装 30 万人, 数量相

当可观。这些部队主要活动于豫北、冀南、冀中、山西太行山区、冀

察、鲁西北、鲁南沂蒙山区、苏北和苏浙赣交界处靠近交通线的山

区。下面分战区介绍国民党军游击战的发展情况。

第二战区。本区是国民党游击战最重要、最活跃的地区。太原

失守后, 汉口军事会议命令第二战区的部队在山西展开游击战。主

力有杨爱源之第六集团军, 赵承绶之第七集团军, 孙楚之第八集团

军, 王靖国之第十三集团军, 共合八个军。另有共产党之第十八集

团军。实力相当雄厚。

1937 年 12 月下旬, 战区拟定游击指导方案, 将山西划为七个

游击区, 分别指定游击方向。1938 年 2 月上旬至 3 月上旬, 国民党

军反击太原失败。军委会于 3 月上旬电令:“分区向山地转进, 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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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 长期抗战。”① 战区长官奉命后布置如下: 东路军, 朱德率八

路军建立太行山根据地; 南路军, 卫立煌指挥第十四、十五、十七、

十九、六十一军及第八十五师, 在中条山吕梁山建立根据地,“并竭

力袭击同蒲路之敌”; 北路军, 傅作义指挥第三十五军、第七十一师

及骑兵第一、二军, 在太原、雁门、大同以西山地建立根据地, 并威

胁敌同蒲路北段; 第九军及第六十六师为游击总预备队, 控置于大

宁、河津附近。②游击战于是全面展开了。需要说明的是, 共产党的

八路军及在南方的新四军的游击展开, 最初也属于战区游击战略

的一部分, 但后来逐渐摆脱了国民党的限制。所以本文论述中不把

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归入国民党战区下的游击战之中。

山西的游击战, 注意与正面战场的配合。徐州会战前后, 卫立

煌奉军委会命令于 5 月 16 日开始扫荡晋南三角地带之敌, 至月

底, 收复所失黄河渡口; 同时, 晋北的傅作义也奉命攻击敌同蒲、正

太、平绥各铁路线。武汉会战前后, 军委会指示“以破坏交通线为目

标”, 南路军指向同蒲路南段, 东路军指向正太路及平汉路北段, 北

路军指向同蒲路北段及大同以西平绥路, 分别展开游击。③ 蒋纬国

所编战史评价说: 第二战区于 1938 年 2 月至 10 月,“发动全面的

游击与反击, 战火遍及晋绥两省, 牵制日军约达 4 个师团的兵力

⋯⋯对徐州会战及尔后之武汉会战协力甚大”。④ 日本方面的材料

也有重要评价:“在第一军地区 (即山西——引者注) , 有力的中国

军退入山西省内的山地, 会同原来盘踞该地的共军, 扰乱我占领地

区, 其威势已不容轻视。”⑤

第一战区。1937 年末, 国民党军已在本战区留置了游击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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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1 月 11 日, 军委会指示第一战区:“以军队联合组织训练

之民众, 施行游击, 破坏敌之后方。”① 1938 年 2 月至 3 月, 敌第十

四师团向我道清铁路进攻, 我第五十三军向陵川、林县游击, 骑兵

第四师与张荫梧、孙殿英、吕正操各部游击队于太行山东南要地实

施游击, 以策应正面战场。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张荫梧部于 1938

年春在大名一带击破敌一联队之役, 白崇禧称赞说:“游击队能攻

破敌一联队, 在当时算是大奇迹。”③

为进一步加强河北游击战, 1938 年 6 月 8 日, 军委任命鹿钟

麟为河北省主席兼第一战区游击总司令, 驻冀县, 统帅中央主力部

队第九十七军。另外, 当时在河北的还有石友三之第六十九军。正

规军构成了国民党军游击队的主力。在 1938 年度, 游击队的积极

活动效果非常显著。“国民政府政令之推行, 仍能普遍于各地, 并加

紧组训民众, 增加抗战力量, 敌欲统治其占领区域之迷梦, 盖已根

本粉碎无余”。④

第五战区。本战区游击区可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山东境内。1937 年 12 月, 日军攻占济南、青岛, 青岛市长

沈鸿烈奉命率领海军陆战队、地方部队于诸城、沂水一带发动游

击; 庞炳勋第三兵团一度收复蒙阴。敌第五师团于 1938 年 1 月沿

胶济路南进, 游击司令刘振东守备沂水, 力战阵亡。敌攻临沂时, 游

击队则袭击敌后, 迫其放弃潍台公路,“于临沂之胜有极大贡

献”。⑤

二是大别山区。本区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 为华中战略要

地。第二十集团军廖磊被任命为安徽省主席。他以立煌县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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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建设大别山根据地, 并于皖东津浦路东之五河、皖北之周家

口、鄂东之麻城, 分设若干游击根据地。该区东窥津浦、西出平汉、

南下长江、北袭陇海, 战守皆宜, 位置重要。

三是苏北地区。李守维之第八十九军及新编第六旅构成本区

主力, 还有省保安旅团、各县保安队等地方武装。韩德勤以兴化县

为中心, 积极建设根据地。

武汉会战前后, 军委会屡次命令第五战区游击配合。5 月 13

日, 军委会电令:“二十四集团军以淮阳为根据地, 向津浦路南段游

击”,“四十八军以沭阳为根据地, 向陇海路东段及津浦路中段游

击”。①6 月 2 日, 又指示第六十九军及第五十七军向津浦路南段游

击。这是战前的配合。会战中期, 又指示第五战区:“以八个师以上

的兵力, 在大别山分区设立游击根据地, 向安庆、舒桐、六合及豫东

皖北方面游击, 尤须积极袭击沿江西进之敌。”“苏北兵团, 应以有

力部队向淮南游击, 破坏交通。”② 于是, 从 1938 年夏至 12 月, 第

五战区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 对武汉会战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除上述第二、第一、第五战区以外, 其他战区也奉命加强了游

击战。如第三战区在武汉会战期间, 第十集团军在沪杭一带, 第十

一集团军在京杭一带, 第二十二集团军在江南铁路沿线游击, 并组

织沿江游击炮队及布雷队, 妨害日军后方之安全与长江航运,“对

策应武汉会战贡献甚大”。③ 第九战区也奉命“以四个师以上兵力,

在九宫山建立游击根据地, 常向敌后方游击”, 策应武汉会战。④

以上情况说明, 在抗战防御阶段, 由于日军正面强大的攻势,

国民党军的主要力量仍是用于正面作战。但正是在这种敌强我弱,

敌攻我守的态势下, 为了配合正面战场, 牵制日军后方, 国民党也

注意到游击战的普遍运用, 国民党军全面展开了游击战。由于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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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快速向前推进, 在身后出现大片日军不能控制的地区, 占领军

的力量分配极不均衡。这种局面十分有利于中国游击力量的发展。

本阶段国、共双方在敌后较好地配合作战,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总

的看, 这时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是积极有效的, 我们不应该忽视。

三　国民党游击战思想的特点

所谓国民党游击战思想的特征, 主要是与共产党相比较而言。

由于两党所处的地位、拥有的力量、信奉的理想、代表的阶级利益

根本不同, 因此分别采取了依靠政府为主导与动员人民为主导的

两条根本相异的政治路线。影响到战略上, 分别确立了依靠正规军

与依靠人民群众两种完全不同的原则。虽然同样展开了游击战, 但

两党战略指导思想却有很大区别。国民党方面更多地带有正规战

的色彩, 这一特征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第一, 国民党的游击战特别强调与正面战场相配合。从以上介

绍的国民党军早期抗战的情况中, 已经可以看出这一点。军委会经

常命令敌后游击队与正面战场配合, 并且常常指示具体的作战方

向。进入相持阶段后, 国民党仍然继承了这一特点。在游击战比较

活跃的 1938 年底至 1941 年底, 几乎每次重要战役, 军委会都命令

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配合。

南昌战役 (1939 年 3 月) : 在战前, 蒋介石 3 月 8 日致电九战

区代司令长官薛岳, 要求:“孔荷宠游击队应确实破坏遮断阳新、通

山、崇阳公路, 阻敌增援。庐山游击队及各县游击队应不断在敌后

方活动, 破坏交通, 袭敌辎重。”① 至 3 月下旬战役开始后, 军委会

又命令第二战区发起攻势以作策应, 对南路军、东路军、西路军、北

路军各有具体的指定目标。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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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枣战役 (1939 年 5 月) : 第五战区刘汝明第五十八军、刘和

鼎第三十九军, 奉命在桐柏山大洪山游击, 保守山地, 阻敌西进。

第一次长沙战役 (1939 年 9 月至 10 月) : 第九战区为加强游

击战, 以湘鄂边区为主要游击区, 设根据地于九宫山, 任樊崧甫为

挺进军总指挥, 辖三个挺进纵队及 14 个挺进支队。①

冬季攻势 (1939 年末至 1940 年初) : 国民党军投入了第二、

三、五、九共四个战区的主力部队, 同时组织第一、四、八战区及鲁

苏、冀察的兵力佯攻配合, 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均积极展开进攻。

枣宜战役 (1940 年 5 月至 6 月) : 4 月, 李宗仁制定第五战区作

战指导:“大别山游击军应以有力部队, 对平汉南段之敌攻击。”“左

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辖第二集团军, 鲍刚游击队、鄂东游击队之一

部, 应对信阳之敌行牵制攻击, 并应准备以有力部队, 协力于襄花

路之作战。”“大别山游击军兼总司令李品仙辖廿一集团军、豫鄂皖

边区游击部队, 除对沿江敌据点及交通并淮南路之敌时行袭击外,

以有力部队对平汉南段之敌攻击, 威胁敌后方。”②

第二次长沙战役 (1941 年 9 月至 10 月) : 9 月 21 日, 军委会电

令第五战区:“应向长江沿岸, 平汉铁路, 襄花、京钟、汉宜公路及荆

宜当面敌人, 发动全面游击⋯⋯并以重点指向汉宜公路, 截断荆宜

敌人后方, 阻敌转移兵力。”③ 9 月 29 日, 军委会又颁布“鲁苏豫皖

游击计划”, 规定:“第五战区应以淮南、淮北部队, 向淮南、津浦、陇

海铁路发动广大游击战破坏遮断敌人交通, 策应长江方面作

战。”④ 此外, 第三战区、第六战区也奉命分别发动游击战策应。

以上情况, 表现了国民党游击战注重与正面战场配合的特点。

这种协同配合, 的确有一定的效果。如第一次长沙会战, 日军就因

为交通被破坏、补给不足而撤退。但由于国民党过于重视游击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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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军的配合, 也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游击战主动、灵活、速决、流

动的特殊要求, 限制了敌后战场的发展。如限定作战方向、限期发

动攻击, 不利于游击队自行决定进退、寻找战机。有时, 国民党军为

了完成作战任务, 不得不进行一些攻坚或死守的战斗, 伤亡大而效

果差。如南昌会战期间, 第二战区发动游击, 而“日军凭坚固守”, 我

方作战效果就不好。①

国民党的游击战之所以有这种情况, 与其总的战略指导思想

密切相关。蒋介石虽然提出了“游击战高于正规战”的口号, 但他却

把游击战看作一种辅助战法。1941 年 10 月, 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

议上, 他训话说:“步兵战, 当然是现代战争的主干, 但补助步兵战

的战法更多, 即如‘第五纵队战’、侦探战、突击战、奇袭战、伪装战、

反间战、游击战与‘国民组织战’等都是。”② 此处很明显地表露了

他把游击战当作一种补助正规战的手段的观念。正是基于此种认

识, 国民党军的游击战较多地注重与正面战场的配合, 而独立性与

主动性却显得不足。

第二, 国民党的游击战主要是依靠正规军, 轻视人民的力量,

不相信地方上非正规的民众武装。在抗战防御阶段, 国民党游击队

的主力就是由正规军构成的。在抗战相持阶段中, 国民党通令所有

战区均以 1ö3 的军队用于敌后, 更提高了正规军的比重。

对地方武装, 国民党则加强整顿, 力求使其正规。 1939 年 5

月, 军委会公布了“游击队调整办法”, 以后又陆续制订了补给、训

练、奖励、纪律等 20 多项命令办法。游击队调整的原因, 何应钦是

这样解释的:“关于游击部队, 本年增编甚多⋯⋯除由正规部队改

充者外, 其余均非正式队伍, 素质多非优良, 现正设法整理。”③ 整

顿的对象是非正规部队。整顿的内容主要有四项:“甲, 规定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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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办法, 统一名称编制, 确定指挥系统与军费⋯⋯乙, 派员分组

赴各战区, 校阅各游击部队, 按照规定核发军费, 严禁征发扰民。

丙, 禁止收编土匪民枪⋯⋯丁, 禁止擅自扩充。”①

1940 年 7 月, 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 何应钦的军事报告总

结了关于游击队调整的八项办法, 还是强调划一编制、“核定指挥

系统”、加强纪律、加强训练等。他再次强调: 严禁“任意收缴落伍官

兵或地方团队枪枝自由扩充。”②

1941 年 3 月至 4 月, 国民党五届八中会全上, 何应钦再次强

调“严明纪律, 限制收编”, 并且报告说, 已开始对某些质量较高的

游击队转为正规军的工作。③

1941 年 6 月, 军委会颁布“整理全国游击队提高敌后游击效

能实施方案”, 命令各区游击队裁减 1ö4, 约 14 万人。何应钦总结

说: 整编之后,“大部分均属正规军参战, 颇收奇正相应之效。”④ 他

并且表示: 遵照蒋介石的手令,“将配属完成之挺进部队, 逐渐归编

正规军”, 而且“此后即不再事增编, 以节军费”。⑤ 尔后, 至 1943 年

6 月, 敌后游击队又削减 16 万多人。⑥ 至 1944 年 4 月, 又削减约 8

万人。至此, 国民党游击官兵约为 27 万人。⑦

从上述整编过程中, 我们看到, 国民党非常重视游击队的正规

化。因为他们把游击战看作正规战的一种形式。蒋介石曾说:“所

谓游击战, 实在是正规战之一种, 一定要正式的部队, 尤其要纪律

好、精神好、战斗力强的正规部队才能够担任。”⑧ 何应钦也曾说:

“自第二期抗战后, 游击战重于正规战, 但担负游击战之主要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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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为开入沦陷区之正规军, 并非依赖民众组合之游击队, 惟对于民

众组织之游击队, 有加强调整必要。”①

国民党注重游击队的整顿, 还暗含着一种私心。因为国民党中

央害怕地方势力发展会形成尾大不掉、枝大披心的局面, 更害怕共

产党力量壮大后会危及他们的统治, 所以在整顿过程中, 不断强调

限制扩充, 还多次限制共产党军队的活动范围, 并尽量把地方部队

收编为正规军, 纳入自己的指挥系统。在抗战后期, 日本败局已定,

国民党为与共产党争夺势力范围, 命令收编的地方部队维持治安,

为国民党抢占了很多地盘。

另外, 国民党游击军的正规化整顿, 有加强纪律的积极意义,

也产生了消极影响。由于强调正规化, 敌后国民党军往往不十分注

重发展军民关系, 不努力于根据地的建设, 这大大限制了其综合功

能的发挥。斯诺曾批评国民党的游击队:“没有独立的军事的、经济

的以及政治的基础, 所以多有瞬息之间即被歼灭。”②

综上所述, 我们一方面应对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发挥的作用加

以肯定; 另一方面, 我们在评价其作用时, 不可过于夸大。刘凤翰先

生的文章否定中共领导的游击战的贡献, 说“敌后战场是国军与国

军游击队打出的天下”。③ 他对国民党抗日游击战的效果未免估计

过高。我引用《华北治安战》中的一句评论做为本文的结语:“国民

党系统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 与中共方面相比较, 则相形见

绌, 不够熟练和妥善。”④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 荣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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