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四军军部移驻黄花塘五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综述

马洪式

 年 ! 月 日至 ∀ 日
,

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 日根据地研

究会
,

与中共淮阴市委
、

中共盯胎县委
,

在淮阴市联合召开
“

纪念新

四军军部移驻黄花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 。

江渭清等新四军老战

士和来 自福建
、

浙江
、

湖北
、

河南
、

安徽
、

江苏
、

上海
、

北京等省市的

研究工作者共 #∃ 多人参加了会议
。

会议收到论文 ∀∀ 篇
。

江渭清回顾了当年峥嵘岁月
。

他说
%

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时期

有三条好经验
%

一是抓住机遇求发展
。

新四军在江南有两次大发

展
,

即台儿庄战役胜利之后至徐 州失守这一时期
,

敌军主力被抽调

到徐州地区
&

江南敌守备力量空虚
,

我军抓住这干载难逢的机遇
,

在江南实施战略展开
,

逐步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敌后游击根据

地 ∋ (  年秋后
,

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
,

在中国战

场上亦遭到沉重打击
,

为稳定其东南占领区
,

企图摧毁广德机场
,

掠夺苏浙皖地区的丰富物资
,

故集结 ∀ 万余兵力
,

从皖南
、

苏南
、

浙

西分三路向国民党军控制的苏浙皖边发动进攻
&

 天之内敌推进

∀∃∃ 余里
,

新四军抓住这一机遇
,

立即派第十六旅尾敌南进
,

牵制

敌人
,

配合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作战
,

收复漂阳县
、

漂水县原有根据

地
,

并迅速开辟了郎溪
、

广德新的解放区
,

扩大了苏南抗 日根据地
。

二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

我军到了一地
,

首先对当地的敌友我斗

争态势
,

对当地的政治
、

经济
、

社会情况作一系统调查
,

然后结合我

党我军总的路线和政策
,

制定本地区的具体方针和政策
。

三是艰苦

奋斗的优良传统
。

在抗日战争年代里
,

我们靠的就是艰苦奋斗的精

神
,

战胜了困难
&

渡过了难关
,

最后取得了抗 日战争的胜利
。

会议讨论了新四军军部从苏北阜宁县停翅港移驻到淮南盯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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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黄花塘的背景和过程
。

与会者认为
,

这是建立华中总的战略根据

地的重大决策和重要行动
。

( ∃ 年 ∃ 月黄桥决战胜利后
,

新四军

和南下的八路军会师于东台县以北的狮子 口
,

接着成立 了以陈毅

为代总指挥
、

刘少奇为政委的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
,

这标志

着我党我军发展苏北的战略任务已经完成
。

华中和华北两大根据

地联成一片
,

增强了我党我军在华中的抗战力量
,

扭转了苏北敌后

的斗争形势
。

正因为创立了巩固的苏北杭 日根据地
,

在皖南事变发

生后
,

新四军新军部才得以在苏北盐城重建
,

使新四军和华中抗日

根据地开始走上新的发展阶段
。

当时中共中央指示
%

要把苏北建设

成为华中敌后抗战的大后方
,

成为尔后向西
、

向南发展的策源地
,

即
“

于条件成熟时向西
、

向南发展
,

开辟新 区
” &

( 年 ) 月 ∃ 日
,

刘少奇
、

陈毅向中共中央及毛泽东报告中说
%

向东发展的任务已经

完成
, “

目前是巩固已得阵地⋯⋯我华中今后发展方向应转向西
,

以皖东为基础
,

沿长江两岸逐步向西发展
” , “

须准备在必要时能调

一部主力向西到皖东 ∗即黄花塘地区
,

当时盯胎县属安徽省+
,

以便

在有机会时争取大别山这一战略根据地
,

否则我华中将长期陷于

无战略根据地之情况之中
” 。

) 月 , 日中共中央复电指示
% “

领导

机关在最困难时移至皖 东是可以的
,

必要的
。 ” (  年 − 月 ! 日

,

毛泽东致电在向黄花塘转移途中的陈毅等说
% “

同意你们的分散计

划
。 ”

这些情况足以说明
,

新四军军部向黄花塘地区转移
,

并不是应

急举措
,

更不是消极的撤退或
“

躲避
” ,

而是有计划
、

有组织的
,

是建

立华中总的战略根据地的需要
,

是坚持华中
、

发展华中
、

争取抗战

胜利的重大决策和重大行动
。

与会者分析
%

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时期
,

最 突出的工作
,

是领

导全军开展了三大运动
。

一是整风运动
%

中共中央华中局
,

根据全

党整风运动的部署
,

结合华中实际情况作了相应的部署
,

从 (  

年 # 月至 ( ! 年
,

经过学习整风文件
,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

总结

各自地区的工作
。

陈毅在黄花塘军部一年多的时 −可里
,

对军部机关

和直属队的整风工作抓得很紧
,

他多次向全体干部作整风运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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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

辅导大家学习文件
。

他以身作则
,

联系自己的工作经历和思

想实际
,

诚恳
、

坦率地回顾了自己在革命斗争中所犯过的错误
,

作

了深刻的自我批评
,

并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
。

二是大生产运动
%

华

中军 民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
,

积极投入了以生产自救为中心的大

生产运动
。

(  年春天
,

军部刚到黄花塘地区
,

就遇到了春荒
,

军

部号召每人每天节约半斤粮食救济群众渡荒
。

同年 月  ∃ 日
,

中

共中央华中局发出《关于生产运动的指示 》
,

决定把大生产运动作

为根据地建设的中心任务
。

各单位制定 了农副产品
、

日用品的 自

给
、

半自给为目标的生产计划
,

大力兴办合作社
、

供销社
、

信贷事业

等
。

经过一年的努力
,

军部机关做到了食油
、

蔬菜
、

生活用品的基本

自给
。

新四军 各师的生产也有了很大成果
&

明显地改善了部队生

活
。

在军工生产方面
,

自己生产的手榴弹已达到自给
,

迫击炮弹
、

枪

榴弹
、

掷弹简弹可 自给 ,∃ .
,

其它弹药也能 自给  ∃一!∃ .
。

三是大

整训运动
%

为迎接反攻
,

增强部队战斗力
,

华中的主力部队
,

地方部

队和民兵
,

开展了军政大整训运动
。

( ( 年 , 月 − 日
,

中共中央军

委 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
,

要求不但整训主力部队和地方部

队
,

而且整训 全体民兵
,

将人民武装力量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极

大地提高一步
。

) 月 ∀∀ 日
,

毛泽东
、

刘少奇
、

陈毅 ∗时在延安 +又给

新 四军军部指示
% “

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
、

带兵
、

养兵
、

用兵四

大项
,

而以练兵为中心
。 ”

干部整训则以提高指挥艺术为中心
。

整训

提高了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政治素质
,

为战略反攻提供了保证
。

与会者探讨了
“

黄花塘事件
”和对饶漱石的功过评价问题

。

在

黄花塘时期
,

新四军代理政治委员饶漱石
,

趁整风运动之机
,

排挤

打击陈毅
,

此即为
“

黄花塘事件
” 。

饶漱石把陈毅 自我检查的一些问

题无限上纲
,

罗列出陈毅的
“

反对毛主席
、

对抗党中央
、

反对政治委

员制度
、

破坏党的团结
、

严重的个人主义
”

等错误
,

并向中共中央汇

报
。

陈毅以坦荡的胸怀
,

接受了同志们的正确善意的
,

有时过火的

批评
,

同时与饶漱石进行了争辩
。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地电示
%

陈饶的争论是属于工作关系的性质
,

不是属于路线的性质
,

这个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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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已经解决不应再提
&

这样
, “

黄花塘事件
”

得以正确处理
,

华中地

区的整风运动结束
。

讨论中一些同志认为
%

饶漱石利用整风攻击陈毅是严重错误
,

但是
,

对饶漱石这一时期的功过是非
,

对他整个一生的功过是非
,

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地给予评析
。

他们认为
,

饶漱石在皖南事变中
,

能抵制项英的错误
,

并协助叶挺
,

在 月 ∃ 日最困难的时候
,

接受

中共中央命令
,

领导部队突围
,

保存了一部分骨千力量
∋
他 自己突

围至上海
,

又辗转到达盐城
,

协助刘少奇
、

陈毅重建新四军
,

对 日伪

顽进行艰苦卓绝的
“

三角斗争
” ∋在 (  年秋至抗 日战争胜利这段

时间里
,

他代理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
、

新四军政治委员
,

新 四军部

队在此时间内发展壮大
,

华中抗 日根据地得到恢复
、

发展和壮太
&

他正确地执行中共中央指示
,

向西发展
,

恢复豫皖苏抗 日根据地
,

向南发展
,

开辟苏浙皖边抗 日新战场
,

对 日本侵略军实施反攻
,

解

放黄海以西
、

长江以北
、

津浦路以东
、

陇海路以南的广大地区
,

建立

了苏皖边解放 区
,

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华中局和新四军的历史任

务
。

有关这一切成就
,

应该实事求是地说有饶漱石的一份贡献
。

对

饶漱石历史功过以前甚少论及
,

这次只是开始
。

会议期间
,

全体与会人员吃仰了周恩来总理旧居陈列馆
,

参观

了周恩来纪念馆
,

还专程参观了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
。

新

四军军部曾驻过武汉
、

南昌
、

云岭
、

盐城等许多地方
,

但居驻黄花塘

时间最长
。

从 (  年 月至 ( ! 年 月
,

共两年零八个月
,

新四

军在这个时期发展最快
,

战果也最辉煌
,

最终取得抗 日战争的胜

利
。

但是
,

几十年来党史
、

军史和战史都很少提到也很少研究黄花

塘这段时期
,

甚至把这一时期视为历史研究的禁区
。

也正 因为如

此
,

其他军部所驻过的地方
,

一般都建有纪念馆或陈列馆
,

而唯独

黄花塘没有
。

会议呼吁各有关部门能对这个间题给予关怀和重视
。

∗作者单位
%

南京大学革命根据地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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