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少奇与华中敌后抗战

徐承伦

刘少奇于 1939 年 1 月到华中, 组建中原局, 并担任中原局书
记, 1942 年 12 月回到延安。在此期间, 他把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
中”的指示与当地的实际结合起来, 纠正了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

迅速打开了华中敌后抗战局面。尤其是在皖南事变后, 以刘少奇为
首的华中局, 把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贯彻到新四军部队和长江南
北的广大地区, 使华中敌后抗战得以坚持和发展, 为夺取抗日战争
的全面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

抗日战争初期, 一方面, 共产党在华中许多重要城市及某些乡
村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 组织了一部分群众参加抗日斗争; 新四
军已进入江南敌后地区, 中共领导的游击武装也已开始活动。另一
方面, 由于以王明为书记的中共长江局执行右倾方针, 还“没有在
上海、南京、武汉及其他重要敌后城市的附近组织起党所领导的广
大的游击战争, 没有在敌后建立根据地, 敌后及乡村中的工作特别
薄弱或者完全没有工作”; 新四军的发展还很小, 在给养方面很困
难, 在战略上所处的地位很危险。按照刘少奇后来的说法:“华中党
的行动路线, 与当时中央在抗战初期的行动路线是不同的, 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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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① 因而造成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在战略上的被动地
位。

1938 年 11 月,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提出
“巩固华北, 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 决定撤销长江局, 成立中原局,

由刘少奇任书记。
武汉失守,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发展华中的任务更加紧

迫。这时, 日本侵华方针有了重大变化: 日军基本上停止了对中国
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 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
新四军; 对国民党加强了诱降活动。国民党内出现了投降逆流。汪
精卫及其追随者公开叛国投敌。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虽然继续
抗日, 但在 1939 年 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 开始消极抗日, 积
极反共, 在各地不断挑起反共摩擦事件。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
新四军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夹击的危险。

为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切断八路军、新四军的联系而分割消
灭的阴谋,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华中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将其视作八路军、新四军的生命线。在毛泽东和王稼祥联名发出的
一份电报中说:“第一, 华北敌占区日益扩大, 我之斗争日益艰苦,

不入华中不能生存; 第二, 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 我军决不能限
死在黄河以北不入中原, 故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电报还提
出:“我军将来出路实在中原, 此时不争, 将来更困难了。”② 这就是
说, 共产党的军队应该取得华中这个战略枢纽地带, 使华北、华中、
江南联成一片, 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1938 年 11 月, 刘少奇率朱理治、郭述申、李先念一行由延安
前往河南确山县竹沟镇, 组建了中共中原局机关。中原局的主要任
务是负责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 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
区党的工作, 发动中原地区广大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刘少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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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了中原局的工作之后, 于 3 月奉中共中央指示返回延安出席政
治局会议。

当时, 华中地区由于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 新四军还徘徊于国
统区和敌伪边缘区, 依赖国民党, 而未积极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
争, 也没有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根据地, 有人甚至反对建立根据
地。1939 年 4 月 24 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向东南局、中原局并新四
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发出指示, 强调指出:“目前我党我军在皖东的
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 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和目
的, 也是一切友党友军、政府及全体人民共同的任务。”① 但是, 东
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在给延安复电中认为:“目前不宜提
出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作号召。否则, 使同盟者害怕而对我
们更防范和限制。”② 当时, 长江以北的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经过
一年多的艰苦奋斗, 虽然站稳脚跟, 有所发展, 但未在皖东建设根
据地, 也没有打开抗战的局面。据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回
忆:“我们在江北反摩擦, 搞些税收, 他们还有意见, 说这样搞政治
影响不好。他们怕破坏统一战线, 不敢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 建立
抗日根据地。”③ 第五支队政治委员郭述申回忆: 当时“我们部队的
活动、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枪支弹药补充没有来源, 伤员的治疗
条件很差, 甚至解决部队的粮食、服装都很困难, 抗日的局面还没
有打开, 形势对我们很不利”。④

正如刘少奇后来指出的, 他到华中时, 国内和华中的形势都很
困难。当时,“我党我军在华中抗战中实际地位减弱, 同华北和八路
军的联系被隔断, 陷于敌伪顽夹击的危境”。⑤ 刘少奇就是在这种
“危境”时刻来到了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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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刘少奇在华中三年时间, 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 1939 年 11 月至 1940 年 10 月, 他选择皖东作为

华中的战略基地, 直接领导皖东军民的抗日斗争, 建立了皖东敌后
抗日根据地, 指导整个华中地区工作。

1939 年 9 月 15 日, 刘少奇率徐海东等 40 余名干部离开延
安, 再赴华中。当时国民党顽固派采取各种手段, 封锁、控制延安派
往新四军的人员。刘少奇化名胡服, 以徐海东“秘书”的身份, 秘密
前往华中。徐海东“以八路军高级军官身份, 应付沿途国民党军队
的盘问, 行程比较顺利”。①

11 月 6 日, 刘少奇一行到达豫皖苏边区涡阳北部的新兴集新
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驻地。在新兴集, 刘少奇听取了游击支队司令
员兼政委彭雪枫、中共豫皖苏边区党委书记吴芝圃等的汇报。刘少
奇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 坚决东进的战略意图和方针政
策。他在游击支队干部会议上, 一再号召, 东进, 东进, 再东进, 深入
到敌人后方去, 并对游击支队和豫皖苏根据地的工作作了具体指
示。

12 月初, 刘少奇一行渡过淮河, 抵达皖东定远县藕塘区山黄
家村。受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等欢迎。在进行了深入
的调查研究之后, 刘少奇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 领导新四军迅
速打开了华中敌后抗战的新局面。

刘少奇认为,“游击战争是这些地区当时工作的唯一方向”②,

因此他把主要精力用于领导华中敌后游击战争方面。1939 年 12

月至 1940 年 2 月, 他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局扩大会议, 分析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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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首先, 他指出王明的错误主要在于: 只注重帮助国民党军队抗
战, 只求得统一战线的发展, 不注重以共产党为领导的敌后游击战
争, 不注意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其次, 他要求在
党内军内广泛宣传中共中央的全面抗战路线, 说明华中的党和军
队面临的危险, 使全体干部认识到对于反共顽固派的退让政策不
是出路。会议明确了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坚决反摩擦的斗争策
略及大力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刘少奇在讲话
中, 批判了在大别山替别人建立根据地的“苦力政策”。他引用了
《孔子家语·贤君》中“徙宅忘妻”的故事: 一个人健忘, 搬家时把自
己的妻子忘掉了。他说:“现在我们碰到的问题比这还要严重, 不仅
把妻子, 而且连自己都忘掉了。为什么自己不去建立根据地, 而要
帮助国民党建立根据地呢?”① 他强调指出, 中共中央的政策是放
手发动群众, 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根据地, 独立自主地发展新四
军, 游击队要从大别山发展到东海边。刘少奇的讲话和中原局的决
定, 振奋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精神。“以前受王明路线的影响, 那种
‘寄人篱下’受挫折而造成的抑郁心情为之一扫。各级领导干部自
觉总结经验教训, 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工作也有了办法。在正确路
线指导下,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就扭转了对我不利的形势”。②

从 1939 年 12 月至 1940 年 3 月, 刘少奇领导皖东军民反“扫
荡”、反摩擦, 保卫和巩固了皖东抗日阵地。

1940 年 4 月, 刘少奇来到津浦路东半塔集, 与第五支队司令
部一起活动。他北渡淮河, 抵达泗县罗岗村, 检查与指导皖东北地
区的工作, 听取了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长兼政委张爱萍等的
汇报, 并“对建党、建军、建设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进行具体指示”。③

6 月, 刘少奇由皖东北返回原驻地半塔集附近大田郢, 即致力
于皖东根据地的建设, 并指导整个华中地区工作。此时, 黄克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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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的南下八路军 1. 2 万余人到达皖北与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部
会师。8 月, 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往盱眙县到达大田郢, 与刘
少奇会见, 商谈了向东发展开辟淮海抗日根据地问题。与此同时,

陈毅、粟裕率江南新四军主力渡江北上, 开辟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抗
日根据地。

刘少奇在皖东将近一年时间里,“正确地运用党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政策, 解决了存在的各种疑难问题, 犹如适时而来的春风喜
雨, 迅速打开了皖东敌后的抗战局面”。①

第二阶段: 从 1940 年 10 月至 1942 年 12 月, 刘少奇在皖南事
变前后领导新四军建设和发展,“贯彻党中央关于解决苏北问题、
独立自主地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②

1940 年 10 月初, 黄桥决战歼灭顽军 1. 1 万余人。10 日, 陈毅
率北上的新四军与黄克诚南下增援的八路军胜利会师于盐城以南
白驹镇北的桥头, 实现了向东发展, 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从此, 华
中、华北根据地沟通, 八路军、新四军协同作战, 改变了过去华中新
四军被日、顽分割包围的危险局面, 使整个华中发生了有利于我的
根本变化。

10 月 21 日, 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江北军政干校学员及护送
部队千人 (番号叫“乌江大队”) , 从皖东半塔集出发, 向苏北挺进。
31 日, 到达苏北阜宁东沟镇黄克诚部队驻地, 与黄克诚会见。11 月
5 日, 刘少奇、黄克诚到达海安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与陈毅会晤, 共
商华中抗日大计。为统一华中军事指挥, 11 月 17 日, 华中新四军、
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 叶挺、陈毅分任正副指挥, 刘少奇任政治委
员。叶挺来到苏北前, 由陈毅代总指挥。

正当华中敌后抗战局面逐步打开之时, 1941 年 1 月, 国民党
顽固派精心策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 月 9 日, 刘少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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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收到叶挺电报, 惊悉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被国
民党重兵包围, 面临全歼的危险。他与陈毅等紧急商定对皖南军部
的救援之策。1 月 12 日, 他和陈毅向毛泽东等建议, 在苏鲁发动军
事攻势①, 在政治、军事上准备全面反攻。中共中央复电同意, 并向
党内发出了关于在苏鲁发动军事攻势答复皖南事变的指示。 14

日, 国民党顽固派围歼皖南新四军的阴谋得逞。同日, 毛泽东等向
党内发出指示:“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
攻, 救援新四军, 粉碎反共高潮。”②但是, 1 月 15 日, 刘少奇向毛泽
东发出长电, 提出了主要应从政治上进行反攻的新建议。他说:“中
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准备作全面的大反攻, 这里的同志于义愤
之余, 亦有立即举行反攻之主张, 然根据各方面情况, 平心静气一
想, 我们却有下列建议意见, 望中央细心考虑。”他说: 在抗日的前
提下,“国民党未投降, 仍继续抗战, 对共产党仍不敢分裂, 且怕影
响对苏联的关系”, 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
何应钦下令只说严防我军报复, 未说即此在全国乘机进攻我军”。
接着, 他分析了新四军的实力与处境,“目前华中我占领地区很大,

兵力不够, 仍不能巩固⋯⋯以华中来看, 能在半年、一年之内不发
生大的战斗, 肃清土匪, 巩固现有地区, 对我为有利”。因此, 他向中
共中央建议, 应主要是在全国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 但在军事
上, 除个别地区外, 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为此我在政治上有
利, 在军事上稳健”。③ 他还就如何实行政治大反攻, 在口号上、宣
传上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

刘少奇的新建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在听取各方意
见后, 中共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1 月 25 日, 中共中央改变了原定
方针, 正式确定了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政治上取全面攻势, 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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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取守势”的方针。① 实践证明, 执行这个方针不仅彻底打退了国
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而且维持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

直至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1 月 18 日, 刘少奇与陈毅联名致电中共中央, 建议在苏北成

立新四军军部, 并以陈毅代理军长。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1 月 20

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 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
为政治委员。25 日, 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新建立。按中央军委
指示, 将活动于陇海线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整编为 7 个师和
1 个独立旅, 全军共 9 万余人。

皖南事变后, 日军兴奋异常, 加紧向华中各根据地“扫荡”, 并
叫嚣要“完成皖南事变未竟之功”。日军将原驻防镇江地区的第十
二旅团调到苏中沿江和运河沿线, 侵占黄桥等重要市镇, 同时加紧
诱降活动。2 月 17 日, 泰州地区的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副
总指挥李长江率部投敌。刘少奇指出:“此贼不除, 后患甚多, 望集
全力迅速解决之。”② 为此, 苏北指挥部举行讨逆战役誓师动员大
会, 陈毅对营以上干部作了战斗动员, 讨逆总指挥粟裕命令部队歼
灭李逆。20 日晨, 新四军突入李逆总部, 共歼李伪军 5000 余人。③

5 月 15 日, 华中局召开高干会议, 传达中共中央对皖南事变
的有关决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新四军问题的报告》。会议
总结了皖南建军的经验教训, 强调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 使华中全
党全军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5 月 20 日, 中共中央批准, 中原局
与东南局合并组成华中局, 刘少奇为书记, 负责指导整个华中的敌
后斗争。很快在华中敌后形成了以苏北为中心, 包括苏南、苏中、淮
北、淮南、皖中、鄂豫和浙东等根据地在内的强大抗战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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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 年 7 月开始, 日军对盐阜地区进行大“扫荡”。刘少奇与
陈毅直接指挥阜宁党政军民为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而战斗, 粉碎
了日军的大“扫荡”。1942 年 1 月 20 日, 刘少奇在苏北阜宁县单家
港主持召开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 会议历时一个半月。 3 月 4

日, 他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 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
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大会一致通过决议, 完全同意总结报告。刘
少奇最后宣布:“中央有电报来, 调我回延安⋯⋯这次会议是总结
了工作, 同时也即是办交代。”①

3 月 19 日, 刘少奇一行在干部群众的热烈欢送下, 离开了他
战斗了三年的华中。在回延安途中, 根据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
周年宣言》精神, 刘少奇于 7 月 20 日, 给华中局、新四军负责人陈
毅等写了一封 1. 8 万字的长信, 信中提出:“要把我们现在的工作,

今后两年的工作, 与将来的反攻斗争, 战后新中国的斗争, 密切联
系起来。”他还对对日反攻与战后斗争等问题提出对策, 希望华中
地区党要“修明政治, 生聚教训, 整军经武, 严修武备 (各种武器资
材弹药的聚集) , 为了坚持两年斗争须要这样, 特别为了准备反攻
及战后的斗争更须要这样”。② 这些意见, 对华中局的工作及敌后
斗争, 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途中, 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 对山东根据地工作进行检查指
导。到 12 月 30 日, 经过 9 个多月的长途跋涉, 穿越日军 103 道封
锁线, 刘少奇抵达延安。1943 年 1 月 1 日, 延安举行干部晚会, 进
行团拜庆祝新年,“并欢迎刘少奇从华中回延安。毛泽东出席晚会
并讲话”。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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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刘少奇在华中以主要精力领导敌后游击战争, 同时重视创建
华中抗日根据地, 为华中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他的突出贡献有
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坚决贯彻新四军向东发展、开辟苏北的战略方针。
如何发展华中, 这是刘少奇从延安到华中途中一直思考的重

大问题。他在到达彭雪枫部驻地后, 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 于 1939

年 11 月 11 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 首次提出在一两个月后, 派部
分主力部队越过津浦路东“去创造苏北根据地”的建议。① 11 月 19

日, 中共中央复电表示“完全同意”, 并且具体指示:“整个江北的新
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 广泛猛烈的向东发
展, 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 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②

针对党内军内对新四军向苏北发展存在不同认识, 刘少奇到
达皖东后, 在经过调查研究和慎重考虑后, 于 12 月 19 日再次向中
共中央和项英发出长电提出:“目前我们在皖东只能求得某种有限
度的发展, 而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在江苏北部”; 苏北“我们没有
正规部队及党的机关去活动, 亦无地方党, 而这又是有最大发展希
望的地区。因此, 这是我们突击方向, 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
展”;“如中央及项同志同意, 请速电复”。③

12 月 22 日, 项英电复刘少奇并中共中央, 认为对新四军的工
作“不能作‘左’的布置”。次日, 项英再电中央, 强调皖南特殊, 提出
“在将来任何情况下, 是以独立开展南方局面, 以与北方配合, 这是
政治上策略上均应如此”。12 月 27 日, 中共中央向刘少奇、项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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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指示, 明确表示支持刘少奇的意见, 并要项英从皖南、苏南抽调
部队和干部发展江北。1940 年 1 月 14 日, 项英致电中央, 对 12 月
27 日指示提出异议。1 月 19 日中共中央发出《对新四军发展方针
的指示》, 重申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 并以彭雪枫部由 3 连人发
展到 12 个团, 李先念部几百人发展到 9000 人的事实说明,“华中
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
苏北发展”。①

在中共中央和刘少奇的部署下, 1940 年 7 月, 陈毅、粟裕率苏
南新四军渡江北上进入苏北黄桥地区。与此同时, 黄克诚率八路军
一部越陇海路南下, 东进苏北。10 月 10 日, 北上新四军与南下八
路军在盐城以南白驹胜利会师, 实现了中共中央决定的开辟苏北
敌后战场的战略任务。实践证明, 刘少奇提出向东发展, 开辟苏北
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刘少奇到皖东后, 首先是“集中火力反对右倾错误, 反对在反

共顽固派进攻面前畏怯、退却、投降”②; 批判了“一切通过”、“一切
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 强调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又团
结又斗争的策略, 即对国民党抗日的一面要主动团结, 对其反共的
一面要坚决斗争。1939 年 12 月 21 日, 日伪军 2000 余人向皖东地
区发起“扫荡”, 安徽省第五行政区专员兼第十游击纵队司令李本
一仓皇逃走。刘少奇指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组织反“扫荡”战斗。第
四支队司令员徐海东率部与日伪军激战于周家岗、玉屏山等地, 击
毙日伪军 160 多人, 并于 23 日收复了周家岗、复兴集、大马厂、古
河等地, 在路西首次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为团结友军抗战, 第
四支队主动将收复的古河镇交还给李本一。

1940 年 3 月, 在蒋介石的策划下, 华中国民党军队向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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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进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
仙部围攻路西定远新四军第四支队与江北指挥部; 江苏省政府主
席兼鲁苏战区副司令韩德勤也调集重兵向路东第五支队进攻, 形
成东西夹击的态势, 摩擦战斗迫在眉睫。敢不敢反摩擦, 成了扭转
时局的关键。刘少奇及时地提出“坚决反摩擦”的口号, 并指示新四
军江北指挥部, 首先集中第四、第五支队击退桂军, 并一举解放定
远县城。路西激战正酣时, 韩德勤部一万余人进犯路东半塔地区。
路东留守部队固守待援, 奋战 7 昼夜。最后, 第五支队在路西主力
和叶飞、陶勇部队驰援下, 击退了韩军。

定远、半塔自卫反击战的胜利, 使津浦路东、路西连成一片, 打
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 为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扫清了障
碍。

第三, 理直气壮地抓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根据地建设。
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首要问题。刘少奇到皖东之前,

华中地区没有建立一个抗日民主政权。他到皖东后很快提出:“皖
东地区的根本问题, 是建立根据地的观念不明确, 不敢放手发动群
众, 不敢放手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 解决这个问题是建立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心环节。”① 他抓住这个中心环节, 提出“放手
发动群众, 放手建立游击队”的口号。在他的号召下, 部队和中共地
方党组织立即拟定了扩军计划,“一批批党员干部下乡发动群众,

组织游击队, 仅仅 3 个月时间, 第四、第五支队就由原来的 7000 余
人发展到 1. 5 万余人”。②

定远、半塔自卫反击战胜利后, 刘少奇立即抓住这个有利时机
及时地提出了“放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口号。他把“根据地和人
民政权比作是‘家’。”他说:“打日本军要有枪, 有了枪还要有家, 这
个家就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和人民政权。有了根据地和政权, 我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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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招兵、征粮、收税, 就有人、有粮、有钱, 开展游击战争就有了可
靠的依托。”有人问: 我们建立政权, 派区长、县长, 国民党不批准怎
么办? 这样会不会破坏统一战线? 刘少奇回答说:“我们共产党人
干事要国民党批准干什么? 有利抗战, 人民批准就可以干。”①

在刘少奇的直接指导下, 1940 年 3 月 17 日, 定远县抗日民主
政府成立, 委派魏文伯任县长。刘少奇亲自和魏文伯谈话, 教他如
何当好县长。接着, 先后建立了滁县、凤阳、全椒、合肥、和 (县) 含
(山) 巢 (县)、来安、嘉山、盱眙、天长、高邮、六合、仪征、淮 (安) 宝
(应) 等 15 个县抗日民主政权, 还先后成立了津浦路东、路西各县
抗敌联防委员会办事处, 并按“三三制”原则成立了县、区、乡政府,

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至此, 华中敌后第一块抗日根据地, 即
皖东抗日根据地在津浦铁路两侧正式形成。

1940 年 2 月 7 日, 刘少奇以中原局名义发出指示, 提出:“八
路军、新四军及党的组织在苏北及皖东北目前的任务, 是争取该地
区成立党所领导下的抗日反奸的根据地。”② 3 月 24 日, 皖东北成
立了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泗县县政府, 陈国栋任县长。6 月,

刘少奇到皖东北检查指导工作时, 在朱湖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
干部作了《在敌后怎样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的报告。他指出: 我
们在统一战线中不要忽视自己独立力量的发展, 不要丧失自己在
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的独立性。他说:“发展力量就是抓武装, 抓
政权, 抓发动群众, 抓财政经济, 抓发展党, 抓培养干部, 这是我们
的‘六大宝’。‘六大宝’的总体, 就是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③他
还高瞻远瞩地指出:“在敌后建立根据地, 不仅是变敌后为前线, 准
备反攻的前进阵地与力量, 支持与鼓舞全民族, 还有推动全国建立
统一战线政权准备民主共和国基础的意义。”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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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重视抗日根据地中共党组织的建设和干部教育。
刘少奇在华中, 还用很大的精力抓共产党的思想、政治、组织

建设和干部教育。他到皖东后, 看到当地新党员多, 就叫地方党组
织负责人编写党课教材, 向党员进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和阶级教
育。

根据地建立起来后, 许多中共党员在各级政府和群众组织里
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环境变了, 地位变了, 如何保持共产党的
纯洁性, 提高党的战斗力, 这是一个新的重要问题。1940 年 7 月 1

日, 刘少奇在大田郢召开的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 19 周年干部大会
上, 作了《作一个好的党员, 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报告, 系统论述了
马列主义建党理论, 分析了当时共产党内带有倾向性的问题。这个
报告在中原局机关《抗敌报》上发表, 在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广为传
播, 影响十分深远。张爱萍回忆说: 读到这个报告时,“我们都觉得
他的每一句话, 似乎也都是对着淮北地区和我们自己的情形讲的。
这个报告对当时敌后和全党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正因为这样, 它
成为以后整风中的重要文件之一”。①

刘少奇还在苏北主持筹办了华中局党校, 并兼任校长, 亲自为
学员授课。他写了大量的论著, 仅在 1939 年 7 月至 1941 年底的一
年多时间里, 就写了近 40 万字的党建理论著作, 其中有《论共产党
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这些著作, 对提高华中乃至全国共产
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 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 安徽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 荣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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