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瓦解敌军工作

周晓东

　　瓦解敌军工作是共产党军队的传统之一。在旷日持久的抗日

战争期间,中共军队瓦解敌军工作经历了八年的磨炼,在实践中取

得了成功经验,理论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完善, 连素以“不可战胜”

自居的日军也不得不为之胆颤。在劣势对优势、以弱小对强大的八

年抗战中,瓦解敌军工作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对这个

问题作以下探讨。

一　中共瓦解敌军的策略方针

　　瓦解敌军,在中国古代就受到许多军事家、政治家的重视。孙

子说:“攻心为上, 攻城次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中国

共产党瓦解敌军的策略方针就是吸收这种传统的兵家思想,在长

期的武装斗争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早在中共建军初时,就提出

并执行了对敌宣传、善俘、释俘的政策。但确立瓦解敌军策略方针

的显要地位, 并赋予其丰富内容,是在抗日战争期间。

1937年 10月,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以伟大的

战略家、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第一次把瓦解敌军工作摆到政治工作

三大原则之一的显要地位。他甚至说:“我们的这种政策是坚持的,

例如日军现已公开声言要对八路军施放毒气,即使他们这样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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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宽待俘虏的政策仍然不变。” 这是因为: “一个顽强的敌人,要

能够打破他与消灭他, 这是需要耗费很大的军事力量的。然而,一

当它在政治上失掉了灵魂, 精神上解除了武装的时候,那就会成为

容易打破与消灭的敌人了。” 毛泽东在抗战初期还预言:“我们的

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瓦解敌军和宽

待俘虏的办法虽然目前收效尚未显著, 但在将来必定会有成效

的。” 罗瑞卿等人也曾论述:“瓦解日本军队对于整个抗日战争的

胜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不但要求在军事上去粉碎敌人,

而且必须依靠在政治上去瓦解敌人。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尚有待

于我们这两个方面之最好的配合啊!”!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抗

战胜利的八年中,中共及其军队在敌军工作方面共发各类文件数

百件, 仅《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抗战卷收录的专门文件就有

102篇。可见,瓦解敌军作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受到

了极端重视。

　　瓦解敌军工作也是中共及其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

1937 年 11月 26日,周恩来在《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一文中指

出: “我以为革命政治工作应分为军队、居民、敌军三方面的工

作。”∀ 罗瑞卿在《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中也把政治工作分为三

方面。认为“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总的最基本的任务, 即在于巩

固部队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团结千百万人民于自己的周围, 协同

军队作战,从政治上影响敌军内部,瓦解敌人的军队,从此三个方

面任务之彻底完成以实现战争总的胜利之全部达到”。# 在《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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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新四军政治

工作组织纲要(草案)》中,都明确规定瓦解敌军工作是政治工作的

三大任务之一。 1939年 1月 2日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

刊词》中指出:“争取敌伪军的工作,久已成为八路军政治工作三个

主要方向之一。” 1940年 7月, 《总政治部给一二 师关于敌军工

作的指示信》指出: “在战争目前的阶段上,开展敌伪军工作,使其

能够获得应有的成绩, 已成为我们目前的中心工作。”! 太平洋战

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又指出:“开展对敌政治攻势,是目前敌后三大

中心工作之一。”∀ 1942年1月 9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认为“敌

军工作是反攻的先锋”。# 同年 7月,陈毅在盐阜区敌工会上说:

“敌军工作是战略反攻的准备工作的中心任务。”∃

　　由上可见,瓦解敌军工作在抗日战争的政治工作中有极其重

要的地位。抗战八年,既是军事斗争的八年,也是政治斗争的八年,

瓦解敌军的八年。

　　但是应该指出,瓦解敌军工作,做为中共在抗战时期的一个重

要策略方针, 它的实施有很大困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日军官兵军国主义思想的根深蒂固。从明治政府建立开

始, 日本就公然推行“日本乃万国之本的国家”、“武力为立国之基

础”、“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等

露骨的军国主义路线,对全国军队、群众和学生实行军国主义教

育,灌输“忠君爱国”、“献身天皇”、“克忠克孝”等思想。人们都以被

征入伍、出征参战、为国牺牲为光荣。军队中经常要举行朝敬皇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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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拜皇城,奉读诏书,精神训话等活动。军人视被俘为最大耻辱,坚

守“与其活着受囚虏之辱,不如战死做护国之神” 的戒律,所以许

多士兵临死时还高呼“天皇万岁”。

　　在政治宣传方面, 日军把对华侵略解释为实行日本精神, 解放

被压迫民族, 建立“大亚细亚新秩序”的“王道东土”, 发扬皇威于海

外的正义“圣战”;把中华民族描绘成下贱、野蛮的劣等民族,而把

自己大和民族鼓吹成独得天佑的最优秀的天之骄子;把我军宽待

俘虏说成是抠心杀头的前奏,恐吓士兵俘虏不得转生轮回等, 诱使

官兵产生仇视恐俘心理。

　　第二,异民族诸因素的阻隔。对异民族军队的瓦解存在着语言

不通, 习惯不同, 风俗不懂, 心理不融等障碍, 影响了对敌喊话、标

语宣传、打入策反等手段的运用。

　　第三,敌我军力的悬殊。瓦解敌军是军事斗争的辅助手段。需

要有一定的军事优势才能得以实施和收效。而抗日战争中我军在

兵力、兵器等方面长期处于不利状态。因此,彭德怀在《第二期抗战

与我们的任务》中说:“这是一个艰难的工作,尤其是敌人在军事上

还有优势的时候。”

　　第四,友军的消极影响。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不重视对敌军

的宣传瓦解。对俘虏不重视、不善待、任意杀戮、弃之不管的情况时

有发生,甚至发生排斥、驱逐反战同盟盟员的事件。美国外交官约

翰·艾默逊 1945年 1月参观了国民党在重庆的日俘收容所后说:

“这与在延安那些快快活活的日人相比,真是鲜明的对照。” 1937

年 10月 6日,八路军《总政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也指出:华军“以

残暴手段对付俘虏,也是使敌临死不缴枪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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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种种原因, 造成了我军瓦解敌军史上空前的困难。从

1937年 7月到 1939年 5月,无一日军投诚,可见瓦解敌军工作的

艰巨程度。针对上述情况, 中共在确立瓦解敌军策略原则的同时,

还制订了一些具体的方针办法, 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多方投入,形成群众运动。

　　1. 军队人人参与瓦解敌军的工作。1937年 10月 6日,中共在

抗日战争中发出的第一个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中,就明确要求发

动官兵参加瓦解敌军工作。为此,全军广泛进行了教育, 使全体官

兵懂得对敌工作的重要性, 保证自觉遵守敌军工作的政治纪律。为

适应形势需要,抗大及其分校和各部队教导队都设立了敌军工作

干部训练队。到 1939年 10月,八路军共开办训练班 20次 , 积极

开展教学日语口号、歌曲活动。如平型关战役后,部队普遍学习“不

杀日军俘虏”、“优待日军俘虏”、“医治日军俘虏”等三句日语口号。

毛泽东同志也在《论新阶段》中号召: “全体官兵一律学习必要数量

与恰当内容的日本话⋯⋯从学几句话起到能够同日军官兵讲一篇

道理为止。” 广大官兵除在火线上进行喊话外,还开展捉俘虏比

赛。三八五旅在百团大战中开展捉俘虏比赛就俘获日军29名。抗

战两年不到, “部队中敌伪军工作已造成相当高度的一种热潮,使

这一工作开始走向群众运动”。 

　　2. 社会处处都有瓦解敌军的力量。瓦解敌军工作一开始,八

路军总政治部就明确了应发动组织和指导群众进行瓦解敌军的指

导思想。《敌军政治工作纲要》也指出:“我们要动员广大群众来参

加困敌、扰敌和对敌宣传等等,瓦解与争取敌人的工作。”!在中共

号召下,无论是敌占区、游击区, 男女老幼都为瓦解敌军做了大量

工作。山东军区某部武装宣传队把从墙上铲下的宣传品, 让老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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筐挑到敌营去,达到宣传的目的。 还有的部队利用敌军官兵喜欢

小孩的特点, 让小孩“捡”传单,送给“皇军”观看。为保护俘虏西村,

冀中“郭大娘被敌人用刺刀刺伤了大腿,被打得几乎断了气。她仍

按照党的指示,一直坚持守候着西村”。 一些伪军的家属也都参

加瓦解工作, 为瓦解伪军起到较大作用。

　　3. 吸收日人加入瓦解敌军的行列。随着日本军国主义谎言的

戳穿, 在华日本革命志士、觉悟了的日本官兵和日俘,纷纷举起反

战的旗帜,加入瓦解日军的行列。他们先后建立了“日本士兵觉醒

联盟”、“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日本

人民解放联盟”等反法西斯进步团体, 实行革命的败北主义,掉转

枪口对对准日本法西斯, 展开有组织的反战斗争,动摇日军的军

心。杉本一夫、野坂参三、鹿地亘、香川孝志、绿川英子等等都是杰

出的反战战士。无论是华北、华中还是华南,无论是敌军内部还是

敌后战场,都有他们工作的影子。在延安工农学校的反战战士就有

300余人。“1945年 7月,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盟员达到 1000多名,

其中还不包括许多参加了各项抗日工作的觉醒了的日本士兵”。 

　　(二)针对不同情况,制订不同政策。

　　适应各种情况的变化, 针对性地做好工作, 是提高瓦解敌军工

作实效的关键。1937年 8月1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关于新阶段的

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提出:要“估计到敌人对象之不同,作战地

区的作战方式的差异, 要求我们对本军、敌军和居民的工作内容和

方式,加以很好的研究和适时的转变”。!

　　1. 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抗日战争中的敌军有着

复杂的成分, 既有日本兵,也有受其胁迫的朝鲜、台湾附庸兵, 还有

大批伪军。伪军又分“满洲”兵、内蒙兵和当地伪军。因此瓦解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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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内容有所不同。对日军官兵是站在国际主义立场,解除其思想

上的敌视态度,煽动厌战情绪, 挑起日军内部矛盾。中心口号是:

“日本军阀是日华人民的共同敌人”、“优待日本俘虏”、“回国去,为

日本人民的自由解放和幸福而斗争!”对伪军则是争取、分化与瓦

解和策略并用。即争取最大多数伪军反正,依据其内部矛盾分化,

孤立铁杆汉奸部队。中心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当日本

兵,不打自己人”、“各民族联合起来, 抗战胜利必属于中国。”

　　2. 针对不同的场合采取不同的方式。敌军驻扎时,主要采取

河漂、“孔明灯”、潜入等方式进行宣传;敌军进攻时, 在预计敌军经

过的区域或到达的居民地, 贴写传单、标语;敌军防御或被包围时,

主要采取喊话、唱歌以及利用弓箭、石块、日用品、慰问袋等夹带宣

传品、通行证、劝降书、优待券、思乡物等形式;敌军俘虏时,开欢迎

会、发宣传品、上教育课、答俘虏问; 敌军死亡时,还送尸体或建墓

标、写碑文。墓标上书写姓名、年龄、原籍、所属部队、埋葬年月日。

碑文上用日语写上鼓动厌战情绪的话,如“停止战争回去吧!”“告

诉地下战友家属, 八路军郑重地埋葬了他”等等。

　　3. 针对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宣传内容。战略防御阶段主要是

消除民族偏见,揭露日本军阀、财阀与工农的矛盾;战略相持阶段

主要是煽动思乡情绪,鼓励下级官兵厌战、反战; 战略反攻阶段主

要宣传俘虏政策,扩大投降、投诚、反正成果。我军还利用新旧年

关、樱花节、端阳节等日本民族节日, 敌伪军内部各种事件,我军及

国际反法西斯战场胜利等各种名目, 有计划、有目的地对敌伪军开

展瓦解工作。

二　中共瓦解敌军的实践及经验

　　中共在八年抗战中瓦解敌军的工作,大致可分为 4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37年 9月 25日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分别发表

《告日本海陆空军宣言》、《告日本士兵书》, 至 1939年 10月 2日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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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军总政治部下达《关于敌伪军工作的训令》。这一阶段为起步阶

段。各部队都依据以往的经验开展了一些敌军工作, 但由于抗战初

期,敌军锐气未减, 再加上我军一些部队在对敌宣传上内容政治

化、公式化、平淡化, 提出一些脱离敌军官兵觉悟程度的要求和口

号,宣传方法上呆板,缺乏技巧和艺术,“收效尚未显著”。但不是没

有效果。敌军从至死不降开始犹豫动摇,从“支那野蛮”、八路“挖心

喂狗”, 转而开始知道八路军不杀俘虏。俘虏人数也从平型关战役

的零数, 突破到 500余人。1939年 2月,日军榆次师团司令部副官

会议上某高级将领也不得不承认:“因为华军的反战宣传, 总觉得

士兵的思想似乎起了动摇, 实在难于指挥。”

　　第二阶段从 1939年 10月 2日至 1941年 12月太平洋战争爆

发。这一阶段为调整阶段。针对第一阶段的情况,中共在《关于敌

伪军工作的训令》、《关于对敌伪军宣传工作的指示》和《对日宣传

标语口号》中,先后总结教训,调整瓦解敌军工作的内容和目标,指

出:“根据日军的现状, 我们对敌军工作方针与直接目的不应过高。

如与日军建立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在日军中建立反战堡垒,希望日

军大批哗变与大批投入华军等等,这是我们的远大目的, 但在今天

尚不可能, 尚不是实际,须经过种种阶段才能达到。” 因此,我军

废止了一些令敌军官兵反感的诸如“踏平三岛”、“杀尽东洋鬼”、

“打倒天皇”、“打到东京去”等口号,提出迎合士兵情绪,贴近官兵

利益的宣传内容。同时制订出一些敌军工作条例和敌工人员守则,

进一步明确了有关敌军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这样,从1939年

下半年开始逐步纠正了过去的偏差。使战斗中的日军俘虏和自动

投诚的数目逐渐增多。1940年秋开始的百团大战,仅第一二九师

就俘虏日军近百名。这一阶段, 向我军主动投诚的日军士兵有 3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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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阶段从太平洋战争爆发至 1943年 3月八路军野战政治

部主任罗瑞卿在《前线》报上发表《把日军工作提高到更加重要的

地位》和《敌伪军工作方针与基本政策》。这一阶段是成熟阶段。太

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战形势发生了重大

变化。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抓住这一时机,连续发出了《关

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应采取的政策指示》和《关于太平洋战争爆

发后对敌伪及敌占区人民的宣传与工作指示》, 全面开展对敌伪的

政治攻势,动员党政军民各种力量,采用形式多样、内容生动的宣

传,向敌伪反复发动大规模的政治攻势,引起敌军的强烈反响,逃

跑、投诚现象经常发生。据晋冀鲁豫区统计: 1941年一年俘虏日军

13 人, 1943年俘虏日军18人,投诚6人。冀南军区在 1943年1至

4月的政治攻势中, 俘虏日军 24人,投诚 2人,逃跑 24人。 政治

攻势被人们称为第二条战线的“百团大战”。这个期间,我军各部队

都摸索了较成功的做法。陈毅、刘伯承、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纷纷

撰文总结瓦解敌军的工作总验。罗瑞卿的两篇文章全面系统地阐

述了我军瓦解敌军的工作方针、政策和规律。1943年 3月中共中

央向全军下发了《关于敌军工作的经验》,指导全军瓦解敌军工作

的开展。

　　第四阶段从罗瑞卿的两篇文章发表至抗战结束。这个阶段为

高潮阶段。我军对敌政治攻势势头更猛,在华日人反战运动也更见

成效。日军厌战、反战和失败情绪日益增长。据军事科学院抗战史

编写组提供的统计数字,抗战第七年日军投诚数字比前两年投诚

总和还多,第八年日军投诚数字是前四年投诚总和, 伪军也纷纷倒

戈反正。到 1945年 5月,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共俘虏日军

4057人,伪军 316378人,日军投诚 212 人, 伪军反正 114597 人;

1945年6月到10月 11日又俘虏日军 2156人,伪军196555人,日

军投诚 534人,伪军反正 69005人;八年抗战共俘虏日军 62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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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军512933人,日军投诚 746人,伪军反正 183632人。瓦解敌军

工作,强烈动摇了敌人军心,削弱了敌军战斗力, 撕碎了“皇军不

败”、“武运长久”的梦想。日本一史学者研究了这段历史后,感慨地

说:“日本在被美国的物质力量战败之前, 早已被中国的民主主义

所战败。”

　　中共瓦解敌军取得巨大成绩, 与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密

切相关。这些成功经验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 设立专门的机构, 强化瓦解敌军工作的组织领导。为了适

应敌军成份复杂、思想顽固、军力强大、民族异差等新情况,抗战一

开始,中共中央设立了敌军工作委员会。1937年秋, 八路军总政治

部设立敌工科( 1940年 6月扩充为部, 下分敌、伪科, 附设日本问

题研究会)。同年 10月开始,八路军从野战政治部到各极政治机

关,均设立了敌军工作部门。师为敌工部, 旅为敌工科, 团为敌工

股,连为敌工小组。新四军成立后,也在各级作战单位建立了相应

的敌军工作部门。 各根据地政权,也建立了敌军工作网, 在县以

上设立敌伪军工作委员会, 由地方社会部与军队敌工部等共同组

织;在接近敌伪军的地区设立敌伪军工作站; 在居民、敌据点或敌

伪军中秘密设立敌伪军工作小组。敌伪军工作委员会负责党、政、

军、民相互交换情报,研究决策, 布置任务, 培养干部,统一领导。这

些机构的设立,为瓦解敌军工作创造了条件,使瓦解敌军工作开展

得更有目的性、计划性和成效性。

　　2. 创立敌后武工队, 坚持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原

则。在瓦解敌军的过程中, 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前提, 政治斗争

是军事斗争的补充,有了军事斗争的政治斗争, 才能巩固和扩大政

治斗争的成果;有了政治斗争的军事斗争, 才能使军事斗争做好准

备和具备条件,保证军事斗争更容易达到目的。罗瑞卿在《敌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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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针与基本政策》一文中说: “不把政治攻势与这些斗争相结

合,那是失策的。” 敌后武工队就是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

进行对敌瓦解、分化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其任务是开展对敌伪的

宣传战,从政治上动摇敌人的军心;在地方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开

展敌区群众工作,发展敌后秘密武装; 开展敌伪军组织的下层工

作,打击敌人,铲除汉奸;掩护交通与进行经济战。武工队是军事斗

争与政治斗争、军队与人民相结合的统一体,在瓦解敌军工作中起

了重要作用。

　　3. 开展宣传攻势,促使敌军厌战、怠战、反战。宣传攻势是瓦

解敌军的重要任务。1938年底,罗瑞卿论述了宣传攻势的重要作

用,他说:“对敌军的宣传鼓动,这是整个敌军工作一个最重要的部

分,也是瓦解敌人一个最主要的手段”。“我们对于敌人宣传的直接

目的,在于从政治上瓦解它与破坏它的战斗力量。因此, 应当从宣

传与鼓动的上面增长敌军士兵的动摇与不满的情绪,把敌军士兵

同他的官长对立起来。”“在今天,我们应当紧紧抓着日军士兵生长

着的厌战、反战及普遍的思乡、思家、思妻情绪,在他们面前,提出

关于这方面最煽动的口号”。 宣传攻势的效果是: 可以澄清战争

的真实性质, 可以煽起日官兵的对立,可以扩大日官兵的不满和厌

倦情绪,可以促进日官兵走上正义之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八

路军总政治部多次指示搞好宣传攻势工作,并提出切合实际的标

语、口号。抗战中, 我军积极做好撒传单、写标语、送书刊、喊口号等

工作。1939年 3月舒同在《晋察冀军区部队最近政治工作概况》中

总结说, 两个月内,四个分区共写标语 21370条,散发传单 79000

份,“凡是接近敌人的房屋、树林、厕所、室内外,差不多满布起来

了,并相当带艺术化”。 我军朴实真挚的宣传引起了日军士兵的

兴趣,有的把标语抄在日记中,有的把传单寄回国内家中。这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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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日军上层的恐慌,广阳战斗后,天津日军司令部发言人曾在广播

上宣传: “八路军在战场上用政治口号动摇皇军, 今后皇军当以毒

瓦斯报复之。”

　　4. 发展革命两面派, 分化伪军和伪组织。大量伪军和伪组织

的出现是抗日战争中的特殊现象, 它是日军为补充军力不足采取

的以华制华政策的产物。由汉奸以及国民党投降分子等民族败类

组织和指挥的汉奸队伍,是日军的爪牙和帮凶。但在伪军中除极少

数甘愿为日寇卖命的外,大多数是被迫或被骗参加的,他们有要求

抗日的一方面,也有不得已应付日军的一面。中共从实际出发,创

造性地制定了发展革命两面派的政策。主要做法有:一登记红黑

点;二制订善恶录;三建立生死薄;四签订家属协议书;五开展死心

汉奸检举;六颁发回头抗日证;七进行良心大检查。革命两面派政

策的广泛运用,为伪军伪组织的最后倒戈反正做了准备, 有效地达

到了瓦解伪军和伪组织,孤立日寇的目的。

　　5. 建立日军内部的反战同盟, 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在抗战初期, 毛泽东就对埃德加·斯诺说, 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

成是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三大条件之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也提出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为贯彻这一精神,我

军积极支持在华国际反法西斯战士, 特别是在华进步日人,注意发

挥他们的作用, 1938年 3月 24日、4月 9日、5月 28日,八路军先

后印发了《日本士兵反战同盟反战口号》、《日本反侵略女战士池田

幸子献给日本士兵的公开信》、《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亘呼诉于我

祖国(日本)同胞》等传单,引起很大反响。为发展反法西斯统一战

线,还从善俘工作入手, 严格执行俘虏政策,教育俘虏, 改造俘虏。

在最艰苦的时期, 我军官兵宁可自己吃不饱,也把大米白面省给俘

虏吃。许多部队对俘虏坚持开欢迎会、欢送会、发三块大洋(优待

费)、吃两餐猪肉(来去各一餐)。日军负伤官兵从战场上抬下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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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伤员一样看待。彭德怀还提出:“日本士兵喜欢洗澡, 就给他们

以洗澡的机会。” 李达在《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书中

回忆说:“1942年 2月,日军三十六师团工兵三十六联队士兵斋藤

米藏奉命携带毒药假装投降我军,以伺机暗害我军负责同志。我们

发觉以后, 对这名士兵仍以宽大为怀, 原谅他为法西斯军官所愚

弄,视其为受害者, 这名士兵非常感动, 参加了‘在华日人反战同

盟’,积极地进行反战宣传活动。” 一些几擒几释的士兵举枪投降

后,“感谢我军释放俘虏的美德”。 这些作法引起了日军的害怕,

他们认为: “八路军瓦解皇军的手段最厉害的就是优待和释放俘

虏。”!为加强对日军俘虏的改造工作。延安还创办了工农学校,其

它根据地也有类似性质的训练班。1939年 11月 7日,在山西省林

县麻田村的八路军总部,由 30多名日俘成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

盟”。随后又有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等组织诞生。这些组织通过出刊

物、办广播、写标语、印传单、喊话、送书信等形式进行广泛的反战

宣传, 对于分化、动摇日本军队士气发挥了作用。1942年 8月,各

地反战团体派代表到延安参加了华北反战团体大会和华北日本士

兵大会,通过了《日本士兵要求书》、《抗议日本军部暴行宣言》。这

两个大会对华北反战运动的开展,对瓦解敌军, 起到了巨大的推动

作用。 (作者单位: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十队)

(责任编辑: 荣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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