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闻天与洛川会议

程 中原

洛川会议是在全国性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

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

作为党中央书记
,

张闻天主持了会前

的
“

中央局政治会议
”

月  日 !
,

为会议作准备
,

会后他主持
“

统

一战线座谈会
” ,

贯彻会议的精神
。

他对洛川会议作出了重要的历

史贡献
。

主持洛川会议之前的中央局政治会议

 !∀ 年 # 月  日
,

张闻夭在延安主持了中央局政治会议
。

出

席会议的有政治局成员毛泽东
、

凯丰
、

张国煮以及 各方面负责人董

必武
、

郭洪涛
、

昊亮平
、

蔡畅
、

林彪
、

罗瑞卿
、

萧劲光
、

徐向前
、

罗迈

∃李维汉 %等  人
。

张闻天作了《平津失守后 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

任务》的报告
。 & 这次会议具有洛川会议预备会议的性 质

。

七七事变后
∋

中共中央在 ∀ 月 # 日即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

通电》
,

号召全民族实行抗战 (同时红军将领连续 电请为抗日前驱
。

) 日
∋

周恩来在庐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

党
。

∗ 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出《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
,

主张实

行全国军队的总动员
∋

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

实现国共合作
,

建立杭

日民族统一战线
,

使政府机构民主化
,

肃清一切亲 日派汉奸分子
,

了+ 会议名称据会议记录
。

& 这个报告记录以《平津失守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为题收入《张闻天选集》
。

以下引

用此报告均据人民出版社  # ) 年版《张闻天选 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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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统一的
、

积极的
、

全面的抵抗
。

这实际上提出了一条全民族的

全面抗战的路线
。

指示还规定红军立即改名
,

准备立即向华北出

动
,

对 日直接作战
。

∀# 日
,

中共中央又用
“

万万火急
”

通电发表《为

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
,

系统地提出了实行坚决抗战

的
“

八项办法
” ,

表达并充实了 ∀∃ 日党内指示关于实现全国性抗战

的主张
。

同一天
,

毛泽东写了《论反对 日本进攻的方针
、

办法与前

途 》
,

表示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团结起来
,

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

和力
、

法
,

争取胜利的前途
。

在 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之下
,

蒋介石也

在 % 月 ∃% 日庐 山
“

茗叙
”

时发表谈话
,

确定了对 日应战的方针
& 在

% 月底平津相继失守之际
,

又于 ∀ 日表示
“

今既临此最 后关头
” ,

“

唯 有发动整个之计划
,

领 导全 国一致 奋斗 为捍 卫国家 牺牲到

底
” 。

# 月 , 日
,

朱德
、

周恩来等赴南京准备出席国防会议
,

# 月 ∀

日
,

毛泽东命令红军各部准备出动
∋

国共两党在军事上的初步合作

开始形成
。

所以
,

在七七事变
、

平津失守的形势下
,

围绕着
“
争取抗

战胜利
”

这个中心
,

有一 系列重要问题
—抗战路线

,

国共合作
,

军

事战略
,

红军改编后的战略任务
、

作战方针和步骤等
,

迫切需要解

决
。

# 月  日政治会议 上张闻天的报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

的
。

在此之前
,

张闻天已经在 # 月 ∗ 日写了《论平津 失守 后的形

势》
。

& 这篇文章是 # 月  日报告的基础
。

关于形势
,

张闻天指出
−
日本占领平津不过是对于中国本部的

大规模侵略战的开始
。

这一战争推动着中国走向全国性抗战的发

动
。

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
∋

决不以取得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为满

足
,

它所要的是全中国 . 目前形势的发展
,

将必然从现在局部的应

战的形势转变为全国性的抗战
。

张闻天肯定了南京政府 已经作出

蒋介石
−
《对新闻记者谈话》

,

心第一期杭战领 袖言论集 》
,

重庆青年书店  ! 年 月

版
,

梢 # 页
。

& 载《解放》周刊
,

第 / 会第 ! 期
,

, 名洛甫
∋

·

 ∀
·



了坚决抗日的表示
,

在实际行动 上也有进步
,

同时也批评它徘徊不

定
、

妄想偷安的妥协传统尚未完全克服
,

特别在实现民主政治与民

主权利
、

释放政治犯方面进步很小
,

国共合作问题没有最后解决
,

不敢取消日寇在华的一切特权和活动
,

外交上没有摆脱消极状态
。

他指出
,

目前时局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失败主义
∋

是那种以让步妥协

来停止 日寇进攻的幻想
,

是对于英帝国主 义的依赖性
。

关于党的任务
,

张闻天在报告中提 出
( “

目前我党的工作中心
,

是争取全国性抗战的发动与胜利
。 ”

为了争取抗战的最 后胜利
,

党

必须独立地
、

积极地提出保障抗战胜利的纲领
,

促使国民党
、

蒋介

石接受
∋

从而在实际上起指导作用
。

在报告中张闻天提出了实现
“

全国性民族杭战
”

的
“

八大纲领
” 。

其要点为
(

一
,

停止中 日和平谈

判
∋

宣布对日绝交
,

公布实行全国性民族抗战的坚决方针
。

二
,

动员

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实行抗战
。

三
,

全中国人民的总动员
。

四
,

全面
‘

的对 日抗战
。

五
,

改组政府组织
。

六
,

实现国共合作
,

建立抗 日的民

族统一战线
。

七
,

实现财政
、

经济
、

上地
、

劳动
、

文化
、

教育的新政策
,

巩固 国防
,

改善民生
。

八
,

实现抗 日的积极外交
。

张闻天在这里提

出的
“

八 天纲领
” ,

是在 % 月 ∀# 日中共中央《为 日本帝国主义进攻

华北第互次宣言 》中所提出的
“

八项办法
”

的基础上略加修改而成

的
,

同毛泽东在《论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
、

办法与前途》中

提出的
“

八大纲领
”

大体上是一致的
。

在讨论中
,

毛泽东提议增加为
“

十大纲领
” ,

做一个
“

决议案
” 。

他说
,

纲领
、

宣言上有
“

肃反
”

无
“

教育
” ,

我的文章上有
“

教育
”

无
“

肃

反
” 。

现在我们要做一决议案
,

应做到尽有
。

所谓
“

全面的抗战
” ∋

“

改良生活
”

要一条
, “

教育
”

要一条
,

原有八条再加上
“

坚决抗战
”

一

条
, “

统一战线
”

一条则为
“

十大纲领
” 。

张闻天赞成毛的意见
,

在

据  !∀ 年 # 月  日 毛泽 东在中央局政治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

以下引 自此件者不另

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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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后的发言中表示
, “

十大纲领
”

写出来公布是需要的
。

关于国共两党关系
∋

张闻天在报告中提 出了抗 日战争时期处

理同国民党关系的 ) 条原则
−

一
,

坚持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
,

发扬其每个进步
,

批评其动摇与妥

协
。

反对急躁病
,

不断推动它前进
,

通它前进
∋

另一方面
,

合作并不是投

降
,

反对满足
、

迁就的投降倾向
。

二
,

提出我党独立的积极的主张
,

提出保障胜利的办法
,

来号召与团

结全国群众
,

迫使蒋走向我们方面
,

使我党实际上起指导作用
∋

三
,

参加国民党所发起的一切合法团体与活动 ∃如抗敌后援会等 % ,

扩大它们的群众基础与组织内部的民主
,

使之成为公开的广泛的统一战

线的组织
∋

同时不放弃利用一切公开的可能
,

独立地进行发动
、

组织与教

育群众的工作
∋

造成推动南京政府的力量
,

而不是与之对立
∋

四
,

争取党的公开与半公开
,

巩固与扩大党的秘密组织
。

加强在群众

中与军队中的工作
。

五
,

转变一切工作方式与方法
,

以适应 目前的新形势
。

这些原则
,

不仅在跨入新阶段的时候
,

而且在整个抗 日战争时

期
,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毛泽东在讨论中特别说到
−
国共合作中的

反倾向间题
,

完全同意 ∃洛甫 %报告
∋

反对两种倾向
,

一是急躁病
,

一

是适合国民党的适合主义
。

要保持组织的独立性
,

批评的 自由
。

会议也讨论了军事间题
。

毛泽东指出
,

今日以前是准备调动
,

今 日以后是实行开动
。

红军应当是独立 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

战争
。

集团的作战对红军是不利的
。

应有戒心
,

保障红军之发展扩

大
。

在这次会议之前
,

洛
、

毛在 # 月 日已就红军作战原则电示周

恩来
、

博古
、

林伯渠
。

& 同一天
,

中共中央还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

击区域工作的指示 》
,

在部队改编问题上
,

已经有了  !∀ 年 ∀ 月间

何鸣率领闽粤边游击队千余人在谈判改编成议后突遭国民党军包

围
、

缴械的教训
,

指示提出了
“

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
,

保障党的绝对

据  !∀ 年 # 月  日张闻天 在中央局政治会议上的发言记 录
∋

&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 ,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 年版
∋



领导的原 则
” 。

# 月  日政治会议后
,

毛泽东起草了《中国共产党杭 日救国十

大纲领
—

为动员一切力量
,

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和目前形势与

任 务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

张

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
。

这 !个文

件的起草
,

都在 # 月 ) 日完成
。 & 为贯彻 # 月  日会议精神

,

中共

中央 # 月 ∗ 日发出《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 》1
,

文件提

出的 ) 条
,

包括了张闻夭报告中提出的处理国共关系的原则和十

大纲 领的基本要求
( 中央书记处 # 月 # 日致电在南京谈判的朱

德
、

周恩来
、

叶剑英
,

强调
“

两党合作须建立在一定原则上
” , “

红军

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
” , “

在总的战略方针下
,

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

战争
,

发挥红军之特长
” 。2 由此可见

, # 月  日中央局政治会议为

# 月下旬的洛川会议作了充分的准备
。

主持洛川会议

 !∀ 年 # 月 ∗∗ 日晚上
,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 会议在陕北洛

川县城东北十多公里的冯家村 ∃ 当时红军总部所在地 %开始举行
,

会期 3 天
。

出席者按会议记录上的顺序为
−
张闻天

、

毛泽东
、

周恩

来
、

博古
、

张国煮
、

凯丰
、

彭德怀
、

朱德
、

任弼时
、

关向应
、

贺龙
、

刘伯

承
、

张浩
、

林彪
、

聂荣臻
、

罗瑞卿
、

张文彬
、

萧劲光
、

周建屏
、

林伯渠
、

徐 向前
、

傅钟
,

共 ∗∗ 人
。

4 张闻夭主持会议
,

毛泽东作军事问题和

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
。

张闻夭在讨论时作了长篇发言
, # 月 ∗3

∃+ 见《中共中央 文件选 奥》∃ 5 % ∋

梢 ∗  页
∋

& ! 个文件均首次发 畏于《解放》周刊第 卷第 巧 期《  !∀ 年  月 , 日出版 % ,

这时洛

川会议 已经开过
,

但文件所 诱时间均 为  ! ∀ 年 # 月 ) 日
∋

6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5 % ∋

屯+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奥》∃ 5 % ,

有 !  页
∋

7 会议参加 者中还 有周昆
∋

但记录上未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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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又作了补充报告
,

经过讨论后他又作了结论
。

张闻天从日本
、

南京政府
、

地方军政当局
、

群众
、

世界各国等五

个方面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
,

说明全国性的抗战已经开始
,

从此

进入了抗战的新阶段
,

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来争取抗 日战

争的胜利
。

他分析了国民党内左
、

中
、

右三派的情况
−
南京方面左派

坚决主张抗战
,

影响与地位增高
,

但今天还不能起决定作甩
( 以蒋

介石为代表的中派
,

开始有抗战决心
,

这是基本的转变
∋

是一大进

步
。

随着这个基本转变
,

民主政治方面也有相 当转变
,

国内各方面

在共同抗 日下团结统一也有改善
,

中央军在抗战中也表现其英勇
。

但同时应该看到
,

南京政府的抗战是被逼的
∋

因此就必然是消极抵

抗
,

政府包办
,

限制于政府杭战而不愿意实行全民族动员的方针
,

并且不放弃一党专政
,

压抑人 民
,

控制群众运动
,

这是严重的弱点
,

包含有招致抗战失败的极大的危险性
。

以汪精卫为代表的
“

右派
” ,

在今天抗战空气压制下
,

不敢公开反对抗 日
,

但暗中活动
,

与日本

勾结
,

拉中派向右
,

散布民族失败主义
。

从对政 治形势的分析出发
,

张闻天指出
,

我们的总方针是要将已经开 始的全国性抗战发展为

全面的
、

全民族的抗战
,

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

并从中来完

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统一中国

,

建立民主共和国
。

这是以前没有

做过的方式
。

在国共两党的关系方面
,

要坚持与国民党联合的方

针
,

推动其前进
(既反对

“

左
”

的急躁病
,

又防 止右的尾巴主义
、

投降

主义倾向
,

保持独立组织
,

批评自由
。

对中央军与地方实力派
,

应看

到主要的是中央军
、

蒋介石
。

对地方实力派要争取
,

不简单看成桥

梁
,

但不要放松主要的对象中央军
。

张闻天强调
,

只有共产党在抗

战中取得领导权时
∋

杭战胜利才得保障
。

他根据新的形势提出
,

对

于如何使抗战取得胜利
,

我们要拿出办法
、

指出道路
,

这是争取领

据 会议记录
∋ “

补充报告
”

的名称据 朱德发言记录
− “

洛甫 补充报告分析很细致
,

我

是 同愈的
。 ”

会议记录的标颐是
∋
报告

” ∋

为不与毛泽 东的报 告重复
,

笔者采 用朱德

当时的提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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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权的基础
。

新的十大纲领
,

就是争取胜利的具体道路
,

要坚持《抗

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实现
。

关于杭 日战争的战略持久战
,

是张闻天补充报告和发言的一

个重点
。

他的补充报告和发言
,

对毛泽东报告中提出的持久战的战

略方针作了阐述和发挥
。

张闻夭在 月 ∀∀ 日发言中指出
,

争取抗

战胜利
,

这是艰苦
、

持久
、

变化很多的斗争过程
,

要准备持久战争
。

在 月 ∀ ) 日的补充报告中
,

张闻天说
,

国民党不愿意发动 全国人

民来抗战
。

这种抗战可能取得局部胜利 如上海
、

南口 !
,

但不能取

得彻底的最后的胜利
,

相反的存在严重失败的可能 ∗只有转变为全

面的
、

全民族的抗战
,

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接着他又指出
,

这种全面

的全民族的抗战又是一场持久战
。

他说
(

要强调持久战的问题
。

不

因胜利而骄傲
,

不因失败而丧气
。

持久战
,

包含进攻
、

防御
、

退守等
,

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是艰苦斗争的过程
。

正因为目前抗战存在着

弱点
,

可能发生挫折
、

失败
、

妥协
、

叛变的事件
,

可能发生新的大举

进攻而我们不能抵抗只得撤退
,

但这还只是部分失败而不是全面

失败
。

估计到这些情况
,

使我们能够坚持
,

而不是失败主义
。

战争

的坚持就是因为在战争过程中有许多困难
。

我们要在此过程中做

文章
,

实现我们的主张
,

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

在此过程中
∋

共产党

必然取得领导权
。

他指出
,

要看到 日本的弱点
,

它的内部矛盾
、

经济

力量脆弱等等
,

决定了它不能坚持持久战
。

张闻天关于持久战的论述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

在讨论中
,

毛泽

东继续阐述了抗 日持久战战略方针 &
朱德

、

周恩来也分别提出支持

华北持久战的意 见
。

关于红军的作战方针和兵力的出动与使用问题
,

会上讨论得

很热烈
,

看法不大一致
。

与会者都认为红军应及时开拔抗敌
,

但对

具体时机与兵力运用有不同的主张
。

有的主张应在国民党发表国

共合作宣言
,

共产党的公开合法地位取得必要保证后才出动
&
有的

主张晚出兵不如早 出兵
∋

早出兵政治影响好
,

对 解决给养也有好

处
。

有的主张红军分批出动
,

先出三分之一
,

因为战争是长期的
、

残

·

∃ + ∀
·



酷的
,

何况国民党在边区周围还有 ∃+ 个师 &
有的主张全部 出动上

前线
。

关于作战方针
,

也有山地游击战与运动游击战的争论
。

张闻

夭不是军事家
,

但在 会上也发表了看法
。

他认为
(

指挥问题上是独

立自主原则
,

外面节制
,

要不妨碍我们的独立性
& 作战方面主要是

游击战争
,

总的是赚钱则干
,

不赚钱不干
。

力量的使用也是如此
。

要

稳重点
,

要很好使用
。

抗 日是持久战
,

要保存我们力量
,

尽量扩大我

们力量
。

我们宣言全部出动
&看 各方面情况

,

在有利时继续出兵
。

红

军影响
∋

并不靠出得快来决定
。

我们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话
,

不要

为群众热情所支配
。

要看清革命的基本利益
。

要能打胜仗
,

发动群

众
,

建立根据地
∋

做出模范
∋

才能真正提高信仰
。

他指出
( “
正确的领

导
,

模范的工作
∋

谦逊的态度
,

艰苦的作风
,

准备持久战争
,

是我们

争取领导权的要素
” , “

最近时期
,

〔中央」只能在延安
” 。

月 ∀ , 日毛泽东作了总结
。

会议通过了《关于 目前形势与党

的任务的决定》和《抗 日救国十大纲领》
。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 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
。

它在抗 日战

争刚刚爆发的历史转变关头
,

提 出了党在抗 日战争中的纲领和政

策
,

规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 自主原则
,

确定了持久战的战

略方针和红军在敌后进 行独立 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针
,

正确地指导红军实现从正规军 向游击军
、

由运动战向游击战的战

略转变
∋

为实现党对抗 日战争的领导
∋

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杭 日战争

胜利
,

奠定了政 治思想基础
。

张闻夭为这次会议的成功作 出了贡

献
。

主持洛川会议后的统一战线座谈会

洛川会议后
,

紧接着在 # 月 ∗∀ 日召开了统一战线座谈会
。

张

随曹抗 日战争的发 晨
,

八璐 军的作战方针进一步完善为
− “
基本的是 游击战

,

但不放

松有利条件下的运 动战
” ∃ 见毛泽东《论持久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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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天主持会议
,

座谈
、

讨论在统一战线中
“

共产党吸引国民党抑 国

民党吸引共产党
” ,

即谁影响谁的问题
,

其实质也就是统一战线中

共产党与国民党谁领导谁的问题
。

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成立
,

共产

党经过 5 年斗争重新公开合法地走上全国政治舞台的时候
,

尖锐

地提出这个问题是富有现实针对性和政治远 见的
。

张闻天在座谈会上作了两次发言
。

他特别提出
“

警觉性
”

问题
,

指出
−
投降主义的危险在增长

,

统一战线愈发展
,

右倾危险性要增

长
。

有些同志常常只看到统一的方面而没有看到不统一的方面
∋

只

看到同而看不到区别
,

只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 面
,

这是不对

的
。

张闻天认为我们党本身也有右倾危险的因素
。

一是农民成分

多
,

容易受人欺骗与引诱
。

女人
、

金钱
、

地位
,

诱惑力很大 ( 人家灌米

汤
∋

就轻 易相信人家
。

另一个因素是缺乏斗争经验
,

我们有上地革

命的丰富经验
,

但其 他斗争的方式就不熟悉
,

而国民党有相当经

验
,

钱
、

人
、

地位都有
。

针对右倾投降危险
,

张闻天提出纠正 和预防

的主要措施
。

他特别强调要加强两条战线的斗争
,

反对在统一战线

中的右倾投降主义
(严重提出加强党内思想教育

,

特别是在统一战

线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教育
。

他还指出不要将无产阶级

意识变成神秘的东西
,

拿马克思主义方法来解决问题的就是无产

阶级意识
。

积极贯彻洛川会议的路线方针

洛 川会议结束以后
∋

为贯彻洛川会议确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

战略万针
,

开创全民族抗战的新 局面
,

张闻天配 合
、

协同毛泽东审

时度势
,

根据情况的变化
,

及时地进行指导
,

做了大量工作
。

洛川会议以 后
,

针对国共合作成立后在统一战线中的投降主

义倾向
,

张闻天
、

毛泽东及时致电上海党的负责同志
,

指出只知对

讨论问题及张闻夭的发言内容均据会议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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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统一
,

处处迁就它的要求
,

而不知同它的错误政策斗争
,

是

对国民党的投降
。

这种倾向在部分左倾领袖和党饭
,

扫是在增长
。

如

章乃器这类左倾领袖今天起着把革命群众带给资产阶级的作用
。

对他们的错误主张 如
“

少号召
、

多建议 −! 应该在报纸上适 当批评
,

对投降主义倾向必须开始斗争
。

电报指出
,

民族统一战线
,

不但不

取消对于国 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与斗争
,

而且只有在这一基

础上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
∋

使之继续前进
。

在 目前形势下

应不失时机对国民党的错误政策采取攻势的批评与斗争
。

为了推动国民党统治区群众性的抗 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

中央

书记处于 5 月 ∀ 日发出指示
,

明确提出
,

群众工作中的尾巴主义

与投降主义的危险
,

开始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
。

要求公 开批评国民

党对民众救亡运动的
“

统制
”

与
“

包办8∃ 实际上是包而不办 %的错误

政策
,

力争救亡运动中共产党的主动性
,

坚持发场民权
、

改善民生

以动员群众的方针
,

独立 自主的组织各种群众的救亡团体
,

开展多

方 面的救亡运动
∋

& 对上海的救亡工作方针
,

张闻天
、

毛泽东在

 !∀ 年 5 月 # 日
、

9 月 ∗ 日两次作出指示
,

前一次要求扩大救

亡团体的群众基础与独立民主的救亡活动
,

用事实报发国民党 及

抗敌后援会包办政策的错误
,

以达到抗敌后援会的民主改造
(后一

次部署上海失守后公开救亡团体应转入秘密
∋

工作方式也应转变
,

整个救亡运动中心将转移至武汉
。

6 在西安
,

纠正 了两党关系上的

迁就倾向
∋

张闻天完全肯定并坚决支持中共陕西 省委 于  !∀ 年

5 月 5 日致国民党陕西省党 部的公开信
,

这封 公开信批评他们

包办的陕西抗敌后援 会
“

统制
” 、 ‘

限制
” 、 “

压迫
”

民众救亡运动
。

张

洛
、

毛 / , !∀ 年 5 月 一: 日致小开
、

刘晓并告博 ∃古 %
、

;< ∃ 剑英 % 、

周 ∃ 恩夹 % 、胡 ∃服 %
、

林 ∃伯硬 , 电
,

以《关于克服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倾 向的指示 》为题收入‘中共中央文

件选 懊 % ∃ 5 、
∋

& 《中央关干开展全国救亡运 动的指 示草案 》
,

见《中共中央 文件选集 %/ /。% 。

6 洛
、

毛 = , ! ∀ 年 5 月 # 日致潘‘汉年 % 、刘《晓 %电
,

洛
、

毛 月 ∗ 日致博
、

潘
、

刘电
,

分别 见《中共 中央文件选集 % ∃ 5 % ∋

第 !, 3 、) ∀ , 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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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夭在《解放》周刊上发表《中共陕西省委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争

论的真相 》
,

以编者按方式对指摘公开信是
“

汉奸挑拨离间
”

进行了

坚决的驳斥
。

中共中央对于南方各游击区的改编
,

同样坚持 了独立 自主的

原则
,

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了纠正和防范
。

继 ∀ 月闽西红军何鸣

部被骗缴械后
,  月又出现湘鄂赣边区在武汉谈判中丧失独立性

的错误
。

张闻天
、

毛泽东于  !∀ 年  月 3 日致电博古
、

叶剑英
、

周

恩来并告林伯渠
、

董必武
、

朱德
、

彭德怀
、

任弼时
,

指出
− “
统一战线

中
∋

地方党容易陷入右倾机会主义
,

这已成党内主要危险
,

请严密

注意
。 ”

指示否定原定谈判条件
,

重定办法
,

坚持
“

国民党不得插进

一个人来
”

等条件
,

并要其他各边区谈判时严戒蹈此复辙
。

&  !∀

年 5 月 / 日中央书记处又发出《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方针

的指示》1
,

指出南方各游击区是 5 年血战取得的南方各省革命

运动的战略支点
。

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战略支点
,

我们则要保持这

些战略支点
。

根据国民党的要求把各区游击队完全集中
,

对于我们

十分不利
∋

故原则上不拒绝集中
,

但不应无条件集中
。

实际上
,

有的

应在一切问题解决后集中
,

有的绝不应集中
。

而对集中的部队
,

应

拒绝国民党派人插入
,

国民党也不得千涉领导指挥及其作战
。

这就

保证 了党对南方 3 个游击区 和新四军 ∃  !∀ 年 5 月 ∗ 日正式

公布改编 %的绝对领导
。

在改革政治机构
、

参加政权问题上
,

张闻天在洛川会议的发言

指出
,

要在确定杭 日救国的共同纲领
,

允许共产党公开
,

发动群众

杭战等条件具备后才参加政府
∋

现在则还未到此时
。

这表明了共产

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
。  月 ∗) 日中央书记处就共产党参加政府

问 题发出一个决定草案
,

提出共产党准备参加全民族的统一战线

《解放 》周刊
,

第 / 卷第 ∗3 期
‘

&  !∀ 年  月 3 日 电见 《中共中央抗 日民族 统一战线 文件选编 % 《下 % ,

档案出版社

 #, 年版
,

第 !∀一 !# 页
。

1 5 月 日指示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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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
,

但不参加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
,

同时又提出了在特殊地

区和敌占区可以参政
,

国民大 会之类代议机构容许参加
,

国共两党

的统一战线组织可以进行等推动政治民主化的灵活做法
。

全国性的抗战爆发以 后
,

最为重要的当然是军事战线
。

毛泽东

直接领导了军事战略的转变和八路军的军事部署
,

张闻夭在论述

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和独立 自主的游击战战略方针等方面也作出了

值得重视的贡献
。

洛川会议以后
,

在九一八事变 , 周年之际
,

张闻夭写 了《论抗

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 》&
,

通过中 日两国人力
、

物力
、

军事力

量
、

国内矛盾
、

国际关系以及战争性 质等的简要对 比
,

说 明日本很

难实现其速战速决的战略
,

中国也很难在短时期内战胜 日本
, “

中

日战争谁胜谁负的问题
,

是不能在短时期内解决的
。

中日两国的战

争
,

将带有持久的性质
” ,

中国
“

必须用持久战以战胜 日本
” 。

文章指

出
, “

抗 日民族革命战争胜 利的关键
,

是动员全中国人 民参加全面

的抗战
” 。

限制于单纯的政府抗战
,

是十分危险的
。 “

四万万中国人

民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力量的泉源
。

只有依靠这一伟

大力量
,

我们才能进行持久战
,

才能最后战胜 日本帝国主义
。 ”

张闻

天指出
,

为了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持久战
,

必须做到
−
政府与人民

结合起来
,

使现在的政府进步到全民的
、

民族的国防政府 ( 军队与

人民结合起来
,

成为人民的民族革命军
,

实现全国人 民的总武装 (

同一切民族失败主义的情绪与思想做坚决斗争
,

使全国人民相信

抗战的最后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
把共产党的杭 日救国十大纲领变

为全民族的行动纲领
。

此后
,

张闻天又在《解放》周刊上陆续编发了

彭德怀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 》∃第 卷第 ∗) 期 %
、

周恩

来的《怎样进行持久抗战》∃第 !5 期 %等研讨和指导抗 日持久战的

文章
。

在  !∀ 年的十二月会议后于 ∗ 月  日召开的一次中央会

《中 央关干共产党奏加政府间题的决定草案 》
,

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

& 载《解放》周刊
,

第 / 卷第 ∀ 期 ,

署名洛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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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上
,

张闻夭作《目前抗战的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
,

进一步具体分

析了
“

自己的力量
” 、 “

日本的力量
”

和
“

国际的力量
” ,

论述了扩大与

巩固统一战线
,

通过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道理
。

所有这些
,

都

为持久战理论体 系的形成
∋

为毛泽东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  !#

年 ) 月 %的诞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

张闻天对毛泽东提出的我军以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和
“

独立

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

的作战方针是坚决支持的
。  ! ∀ 年 9 月 # 日

太原失守
。

在华北
,

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
,

以共产

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开始进入主要地位
。

张闻天即干 > 月 ) 日

作《把山西成为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 支点》一文& ,

总结了卢沟桥

事变以来山西抗战的发展过程和经验教训
,

既肯定阎锡山从
“

守土

抗战
”

到组织
“

牺盟会
”

进而组织
“

战地动员会
”

的进步
,

又批评他未

能突破 片面抗战路线因而招致溃败
。

文章指出在太原失守之后
,

“

我们对于山西的前途并不悲观
。

八路军现在还坚持在山西
∋

它正

在大规模的发动民众
∋

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
” , “

在山西已经开始了

广泛的游击战争的新阶段
” 。

文章宣告
, “

共产党在山西的方针
,

是

把 山西成为整个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
,

用以抵御 日寇对西北

与中原的前进
” 。

张闻天用通俗的语言说明这个战略支点的伟大意

义
− “

共产党要在北方做出一个模范的例子
,

证明给全国人民看
−
不

论 日寇军队的飞机大炮怎祥利害
,

不沦日寇怎样占领了我们的中

心城市与交通要道
,

我们仍然有办法同敌人作战
,

消耗它
,

疲惫它
,

瓦解它
∋

打击它
∋

最后完全驱逐与消灭它
。 ”

他希望阎锡山 及现在山

西的一切力量同共产党一道干下去
,

坚持游击战争
,

争取杭战的最

后胜利
。

张闻天这篇文章提出的战略任务
,

同毛泽东关于在太原失守

后华北八路军任务和军事部署的指示是完全一致的
。

此后
,

八路军

,

? 据中央档案馆截记录稿
∋

& 载《解放 》周刊
,

第 / 卷第 ∗) 期
,

价 名洛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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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即在山西敌 后农村进一步开展独立 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
,

创

建了晋察冀
、

晋西北和大青山
、

晋冀豫
、

晋西南等抗 日根据地
,

山西

新军也迅速发展壮大 到 ∃  #  年底已有  个旅 ,+ 个团 !
。

真是
“

八

路助新军发展游击
,

收复失邑
,

成绩昭然
” 。

山西全省山区
、

乡村

成为广大的敌后战场
。

阎锡山深得其惠
,

感慨地说
,

现在共产党八

路军在山西
,

是有十枝洋烛的光
,

晋绥军是一枝洋烛的光
,

中央军

呢
,

只有一根香火的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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