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闻天与中国红军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

徐 波 沈 卫

内容提要 中国红军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性转变, 自红军长

征到达陕北至抗战初期,历时两年有余, 涉及诸多复杂问题。在这一巨大转

变的过程中 ,时任中共总负责人的张闻天运筹主持, 率领中共领袖集团及时

提出转变任务,调整军事机制, 把握军事发展方向, 抉择合宜方略, 并为日益

迫切的大规模民族战争确立了军事战略方针的基本原则和理论, 对此一历史

性转变的实现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正确认识张闻天的这一重要作用, 对

于此一时期红军史乃至中共党史的研究,均具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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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胜利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策略的制订,红军开始了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

战略性转变。时为中共总负责人的张闻天(洛甫)和红军主要负责

人毛泽东等直接主持、领导了这一复杂而重大的历史性转变工程。

对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和贡献,理论界、学术界作了

较多的论述和很高的评价,这无疑是不错的。但是,对这一时期张

闻天的重要历史作用和地位, 人们却不甚了解, 学术界也较少论

及。本文拟就此作一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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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战略转变任务的提出和军事运行机制的调整

在中共领袖集团中, 张闻天是首先对中共和红军提出战略转

变任务的人。 1935年 10月,中国红军长征刚刚到达陕北, 面对

日本疯狂侵略所引起的时局发展的新的情况和特点,张闻天敏锐

而及时地对中共和红军提出了新的战略任务。10 月 22日, 张闻

天在陕北吴起镇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在会议上明确

指出:到达陕北苏区根据地,标志着长征任务的最后完成, ∃应使战

斗员了解, 一个旧的历史时期已经完结, 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

了。%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新的战略任务,

是∃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把土地革命战争∃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

战争% &。以此次会议为标志,张闻天率领中共中央揭开了红军战

略转变的序幕。

11月 3日, 张闻天率中共中央领导及中央机关北移瓦窑堡

∃安家%。到瓦窑堡后, 张闻天便全力投入战略策略的转变工作。

11月 13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指出: 当前的任务是

∃发动群众,粉碎敌人军事进攻,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 根
据此一精神,当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

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及∀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的决定#两个文

件,对统一战线策略作了新的解释,强调和号召∃一切抗日反蒋的
中国人民与武装部队((都应该联合起来%, 以∃一切斗争方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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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望#1990年第 35期,第 18页。

张闻天选集编辑组选编:∀张闻天文集# (二)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页。

此前不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国际七大精神,发表∀八一宣言# ( 1935年 8

月 1日) ,对统一战线作了新的解释。但因中共中央此时正在长征途中,与共产国

际电报联系中断,并不知悉此一情况。



展开抗日反蒋斗争。 11月 17日,张闻天又写了∀日本帝国主义

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一文,对抗日统一战线策略作了

进一步的阐述。文章指出: 目前∃放在中国共产党前面的中心任

务,就是经过怎样的一些转变的环子,怎样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

战线的策略,推动广大群众的不满到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 并引导

这些行动走上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道路%。& 文章打破过去的

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严重局限,明确地提出了∃利用上层的统一战

线%, 并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把将要到来的伟大的中国民族革

命战争放在自己的领导之下%的策略思想。文章强调, 上层统一战

线的重点是各派军阀的武装队伍,共产党和红军决不拒绝和他们

订立作战协定, 必须寻找每一个可能的同盟者,大胆地推动一切抗

日反蒋的力量到前线去。

以上情况表明, 张闻天在启动中共和红军由国内战争向民族

抗日战争策略转变的开始, 即敏锐地预见到了红军战略转变的方

向、道路和原则等基本理论和策略问题,为这一转变勾划了基本的

轨迹。

在红军的运行机制方面,针对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

党所面临着的战略任务转变的新问题以及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暴

露出来的红军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在张闻天主持下,进行了一

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调整。

首先,关于红军的领导机制,在张闻天的主持、领导下, 作了重

要的调整和改善。鉴于博古、李德过去在军委工作上实行的那种

个人包办一切、压制不同意见的∃极端的恶劣%的领导方式 ∋ ,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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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文集#(二) ,第 9 10页。本段其余引文出处同此。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三) ,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 164页。



天主持工作后, 立即在军委中果断、坚决地建立集体领导制度, 并

将这一制度推行到中央苏区和在湘、赣等地活动的红军二、六军团

等中去,令其∃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  ,指出: ∃一切重要的军事

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 & , 以杜绝党或军队首长个人说了算的弊

端。

其次, 在党和红军的关系上,张闻天明确、坚决地实行党指挥

枪的原则。在遵义会议后不久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给

项英及中央分局的电报中, 即已明确要求: 关于∃战略战术的基本

方针%问题,军委必须提交党的中央分局讨论。∋ ∃西北革命军事

委员会%成立后,张闻天再次反复地强调了党对军委的领导,重申:

∃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 至于战斗指挥问题, 由军委

全权决定。%) 这一规定,既保证了中央对军委的领导权及对重大

军事问题的决策权, 又保证在具体的军事指挥上, 军委可以全权决

定、决断专行,随时机动处理瞬息万变的军事情况的独立机动的指

挥权, 从而使中央对军委的领导权与军委的具体的战斗指挥权二

者的关系得到较好的协调。显然, 这是红军建设上一项具有巨大

意义的举措。

再次是关于红军军事领导人的拔擢问题, 在当时频繁而紧迫

的战争条件下,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张闻天当选为中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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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 11月 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转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 , 当代中国
出版社 1993年版,第 264页。

∀中央书记处致项英转中央分局电# ( 1935年 2月 5日) , ∀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 1

期。

∀中央书记处致项英转中央分局电# ( 1935年 2月 5日) , ∀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 1

期。

∀中央及军委关于战略问题给二、六军团的指示# ( 1935年 2 月 11日 ) ,∀文献和研

究#1995年第 2期。



央总负责人以后  ,力排种种异议,经他多次提名而使毛泽东在红

军中的地位连续擢升,并最终成为中央红军军事指挥上的主要领

导人。毛泽东在红军指挥圈中的地位, 遵义会议后为周恩来∃军事

指挥上的帮助者% & ;遵义大捷后,经张闻天提议上升为∃前敌政治
委员% ∋ ;在打鼓新场,又经张闻天提议而进一步进入∃三人军事领

导小组% )。对此,杨尚昆(时为红三军团政委)写道: ∃ 2月 5日, 到

了∗鸡鸣三省+ 这个地方, 常委决定闻天同志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

((他的任职, 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 , 红军长征到达

陕北后,考虑到中央红军与红二十五军及陕北红军就要会合, 1935

年 11月初在下寺湾,张闻天又以中共总负责人身份向中央政治局

会议提议建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同时, 提名毛泽东为西北军

委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毛泽东进入红军指挥圈并迅速

上升为红军的主要领导人, 使红军在军事指挥上获得重要的有生

力量, 而在这一过程中,张闻天的扶助和支持起了非常关键的作

用。−

从长征后期和到达陕北后红军及苏区发展的大量事实可以知

道,对红军领导机制的完善化以及扶助、支持毛泽东等杰出军事家

成为红军军事首领, 不仅在当时对红军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而

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的下一步的发展均具有极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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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拙文:∀张闻天在扎西会议中历史作用及地位的重新研究# ,∀安徽大学学报#1996
年第 6期。

杨尚昆:∀坚持真理竭忠尽智 缅怀张闻天同志# ,∀人民日报#1985年 8月 5日。

转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 ,第 219页。

∀遵义会议前后的四十一份军事电报# ,∀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 1期。

陈云:∀ (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中共党史资料#第 6辑。

张闻天 1935年 2月 5日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 鸡鸣三省%地方当选为中共中央

∃ 负总的责任%者。



意义。

二 军事发展方向的把握和方略的抉择

在中共和红军发展史上,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至全面抗战爆

发,是中共和红军走向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当时中共领

袖集团能够正确把握军事发展方向并对相应军事方略作出合宜抉

择,保证了红军力量的迅速恢复、发展及其影响的不断扩大。在这

一过程中, 张闻天始终主持其事, 决策部署, 显示了一个杰出政治

家、战略家的清醒明智的高远目光。

围绕着红军的发展战略,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初期, 在张闻

天主持下中共中央和军委首先抓了两件大事: 一是积极发展红军

和巩固、扩大陕北苏区; 一是组织东征军事行动。当时的情况是,

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不仅人数锐减,而且局促于西北一地, 政

治影响也大为下降; 国民党将红军视为强弩之末, 积极调集军事力

量,准备将其一举消灭在贫瘠的西北地区; 同时, 在当时的舆论看

来,红军的抗日口号不过是一种宣传姿态, 实际上它不仅没有力

量、也没有勇气真正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红军和苏区

的力量、影响如果不能迅速扩大,则不仅不足以充当抗日统一战线

的领导力量,而且有被国民党彻底击溃、消灭的可能。面对这种情

势,张闻天率领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进行谋划, 决定提出相应方针。

当时出现两种不同意见。毛泽东主张抓紧时间扩大苏区, 并东征

山西。中央和红军一些领导人认为部队已极疲劳,先应进行休整,

担心东征的结果会顾此失彼, 最终连陕北根据地也保不住。张闻

天在听取两种不同主张的基础上,对形势作了全面的分析,指出:

根据中央苏区的教训,局促于一个地区,并不能巩固;扩大与巩固,

现在应特别着重于扩大。巩固与发展两者不是对立的, 目前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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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应是从发展中求巩固。 陕北和陕甘边区地域辽阔, 但地广人

稀,兵源不足,给养困难。而东征可有三大好处,一是∃过河东征,

红军才可发展%;二是∃高举抗日旗帜,可以取得全国同情支持%; 三

是山西∃阎锡山不经打((取胜可能性较大%, 可以在山西开辟新
的苏区。& 在张闻天主持下, 1935年 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了西北

军委主席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决定翌年 1

月扩大红军 5000, 赤化宜川、洛川, 完成渡河准备; 2月渡黄河东

征,用半年时间将山西西部吕梁山区开辟为初期根据地;然后相机

北出绥远, 对日直接作战。∋ 会上, 在采纳毛泽东东征建议的同

时,张闻天也采纳了少数同志的意见,使作战方案更加稳妥, 确保

过河部队不与陕甘根据地相脱离。为保证东征目标的实现, 当时

张闻天还决定: ∃中央领导随主力行动,到红军中去%), 并决定由

李维汉、凯丰等组织地方工作委员会, 随军做扩军、筹款、发动群

众、开辟根据地等工作。

1936年 2月至 5月,由陕北红军主力组成的红军抗日先锋军

东渡黄河后,接连取胜,先后占领同蒲线,直逼太原城, 大有东出河

北与日军直接交锋之势。东征行动最后虽由于蒋介石派陈诚以大

兵支援阎锡山, 未达到全部目的, 但以区区数万红军,而敢分兵东

向抗日,这在全国包括在国民党部队将领中引起巨大震撼。因此,

东征赢得了一个最大的成果, 这就是,它使中共和红军的爱国诚意

得到全国各阶层,包括张学良、杨虎城为首的东北军、西北军的信

任。当时上海社会名流如宋庆龄、鲁迅、茅盾等,也纷纷来信,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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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文集#(二) ,第 39 40页;第 73 79页。



赞扬。因此,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后来之所以能发挥巨大影

响,东征之举实为一个极重要的铺垫。同时, 东征使阎锡山看到红

军的力量; 在日本侵略势力的节节进逼下, 他最终决定改弦更张,

联共抗日,从而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在山西的形成。东

征还使红军补充了大量兵源, 增强了力量。东征之后, 红军与东北

军、西北军联合的步伐也大大加快,统一战线在各个领域的开展也

大为加速。

除东征外, 从长征到达陕北至全民族抗日战争全面展开,红军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总的原则旗帜下,还根据形势的

发展, 组织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行动,如:到达陕北初期开展的陕

甘游击战争( 1935年 11月) ,西征( 1936年 5月) , 西安事变后为争

取国内和平配合张、杨而采取的一系列军事行动, 抗战爆发后为适

应敌强我弱条件下的持久抗战而实行的从国内正规战争转到抗日

游击战争并分批出兵敌后的行动, 等等。对于这些重大军事问题、

军事行动的决策和部署, 军委负责人毛泽东和西北军委(洛川会议

后扩升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无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

应看到的是,按照当时凡属重大的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皆由军委

提出交中央讨论决定的制度, 这些重大军事问题、军事行动的决

策、部署, 又都是在张闻天主持下, 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的,而张

是最主要的决策者之一。同时,根据现有的材料可以知道, 在上述

问题的决策中, 中共中央和军委内曾多次发生意见的分歧, 如关于

东征决策、西安事变后的军事对策,以及抗战全面爆发后从正规战

争向游击战争转变的决策等, 都曾发生较大争论。而在这些分歧

的意见中, 作为中共中央负总责者的张闻天始终能够坚持对于问

题的清醒、冷静的分析, 把握决策的正确方向。在决策中, 他不仅

代表中央对各个重大军事决策从理论上、政治上作出透彻的分析

阐述, 而且直接领导行动的组织、部置,并曾多次亲赴前方直接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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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或做持有不同意见的高级将领的思想工作使其服从中央决

策。 可见, 在上述重大军事问题、军事行动的决策、部署中, 张闻

天也都发挥着最高主持者的极重要的作用。

三 军事战略方针的制订

在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过程中,红军在军事上逐渐形成了

一整套合乎当时实际并区别于内战时期的战略方针。其中, 全面

抗战方针、持久战理论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策略,是构成中共和

红军在当时乃至整个抗战时期军事策略思想体系的三大基础理

论。这一体系的形成,乃是中共领袖集团集体智慧的结果, 其中直

接负责军事工作的毛泽东等的作用已为人们所熟知,而作为中共

最高负责人的张闻天主持运筹、谋划决策,发挥着他人所不能替代

的领导作用,人们则甚少予以重视。

抗日持久战的思想与理论, 是在中共领导集团对中日双方矛

盾关系及力量对比的客观估量与研究之上逐渐形成完整体系的。

张闻天是中共领袖集团中提出此一理论的第一人,也是此一理论

的主要的奠基人之一。张闻天有持久战思想并非偶然。还在长征

出发前夕, 他即在∀红色中华#发表署名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

埃#, 阐述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指出战争不是∃几天几

月甚至几年完成的% & ,并对斗争中的拼命主义和逃跑主义两种倾

向作了批评。此一社论为红军实行长征转移,从理论上作了准备。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随着大规模抗日战争的迫近,张闻天在对敌

我关系进行冷静估量的基础上,在中共党内首先提出了抗日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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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战争的持久战思想。1935年 12 月, 张闻天在由他起草的著

名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

议%)中,在对国内外形势进行分析之后,明确提出: ∃把这一形势同

目前依然存在着的不平衡发展的形势合起来看, 就知道中国革命

保持了一种持久性%, 必须∃为着同敌人作持久战而准备自己的持
久艰苦工作%。 1936年 4 月, 张闻天在∀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

线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又指出: ∃ 抗日战争不是几天几个月就能决

定胜负的,这是一个持久战。%文章同时指出: ∃共产党员在准备与

组织大规模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 应该学习如何在反对日本帝

国主义的侵掠与保卫中国的防御性口号下组织进攻,在进攻中知

道如何巩固自己的阵地, 如何组成源源不绝的后备军走上前进阵

地,如何使先锋队与后续队密切的联系起来, 而且同可能发生的保

守主义或冒险主义做斗争((在这中间我们应该运用一切作战的

方式, 对付顽强的敌人, 以取得最后的胜利。% & 此后张闻天又不

断发表文章和讲话, 号召全党: ∃积蓄雄厚的力量准备持久战,使中

国革命得到最后的胜利。%

全国大规模抗战爆发后,张闻天在洛川会议报告中进一步明

确指出: ∃要强调持久战问题。%在报告和发言中, 张闻天从中日双

方情况及国际形势, 战争曲折发展的趋势,日本不能坚持持久战争

的弱点及中共在持久抗战中的方针任务等方面, 对持久战的战略

思想作了全面的论述。张闻天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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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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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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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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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只能撤退, 但这还只是部分失败而不是全面失败。我们要在

坚持战争的过程中实现我们的主张,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在此

过程中,共产党必然取得领导权。要看到日本的弱点, ∃由于内部

矛盾、经济力量脆弱等因素,决定了它不能坚持持久战%。 洛川

会议以后,张闻天又在∀解放#周刊发表∀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
久性#一文,对持久战理论进行进一步阐述。文章通过中日两国人

力、物力、军事力量、国内矛盾、国际关系以及战争性质等的对比,

说明日本很难实现其速战速决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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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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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闻天在他主编的∀解放#周刊上还接连编发了彭

德怀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周恩来的∀怎样进行持久

抗战#等文章,对持久战策略展开进一步讨论。不难看出, 以上这

些工作,不仅提出和解决了持久战理论的基本问题,也构建了持久

战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中共全面抗战思想的提出和正式形成方针,经历了一个发展

过程,作为中共∃总书记%的张闻天始终主持其事, 是这一方针最主

要的制订者之一。中央红军长征刚刚到达陕北苏区, 1935 年 11

月 13日,张即在瓦窑堡以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身份,召开中央政

治局会议, 指出:目前的任务是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使其成为抗

日根据地,并∃在陕、甘、绥、宁、新建立反日中心%, ∃实现这一任务,

当前就要发动群众, 粉碎敌人进攻,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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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全国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必须动员最广大的群众来参加这一

战争。%  ∃动员最广大的群众%∃来开展全国的民族革命战争%的

方针,初步提出了依靠广大人民力量开展全面抗战的思路。

1935年 12月 17日至 25 日, 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

治局会议,即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 在会上作了

关于∃政治形势与策略%的政治报告,并代表政治局起草了∀关于目

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在报告和

决议中,张闻天明确提出了建立∃ 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

线%以及发动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任务。张闻天指出: 中共和红军

的任务, ∃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

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 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 有钱出钱,

有枪出枪, 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

的战线上去。% &

抗战正式爆发后,为具体制定中共的全面抗战路线纲领, 1937

年8月 22日至 2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会议由张闻天

主持, 毛泽东、张闻天作报告,讨论中张又作长篇发言并在讨论后

作结论。在报告和结论中,根据对形势的分析,张闻天代表中共中

央进一步明确阐述了中共全面抗战的方针。他指出:过去单纯依

靠政府的抗战, ∃只有转变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取得最后

的胜利%, ∃我们总的方针是使政府的抗战发展为全民族的抗战, 动

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但这是一个艰苦、持久、变化很多的

斗争过程。我们要用全部的力量发动群众,拥护抗战, 争取抗战胜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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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的说, 从长征到达陕北后提出∃动员最广大的群众%∃来开

展全国的民族革命战争%, 到洛川会议正式提出全面的、全民族的

抗战方针, 张闻天始终主持其事, 把握正确方向, 乃是这一方针最

主要的制订者之一。

抗战正式爆发后,是否坚持中共在政治、组织上的独立并坚持

红军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作战方针,这是关系中共和红军在民族战

争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又一个关键问题。对这一问题,中共领导集

团在讨论中曾多次出现分歧。作为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 坚持

对问题的清醒和长远的考虑, 把握决策正确方向, 同样也是这一方

针最主要的制订者之一。抗战刚刚爆发, 1937年 8月 1日, 张闻

天、毛泽东即以∃洛、毛%署名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 提出红军

作战须坚持下列两个原则: ∃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

散作战的游击战争%; ∃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

宜%, ∃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同日,在中共中央给

南方游击区的指示中又提出∃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

领导的原则%。& 8月 18日,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又电示

在南京谈判的中共代表团, 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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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洛川会议上, 针对在红军的作战方针和出动问题上出现的

分歧,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强调独立自主和从长考虑。他指

出: ∃在指挥问题上应是独立自主原则, 外面节制, 要不妨碍我们这

个原则。作战方面主要是游击战争, 总的是赚钱则干, 不赚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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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力量的使用也是如此。%∃抗日是持久战, 要保存我们力量%, 并

尽量扩大力量。出动问题∃要看各方面情况, 在有利时再继续出

兵%。 

1937年 11 月底, 王明带着共产国际要求∃一切服从统一战
线%和斯大林要求中共应全力以赴地坚定国民党蒋介石长期抗战

的决心的指示回到国内。& 12月, 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对洛川会议精神提出多方批评。讨论中出现两种意见: 大多数与

会者表示同意共产国际意见, 毛泽东则在承认过去工作存在∃ 错

误%的同时,对洛川会议方针的必要性予以坚持和解释。张闻天在

表示过去工作存在∃缺点%的同时, 也明确指出: ∃自西安事变以来,

统一战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并获得很多成绩。%他肯定∃洛川会议决
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基本上是正确的%, ∃今后红军游击战还

是主要的,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 在会议∃总的结论%中他又

提出: ∃对八路军与新四军,不仅要扩大,而且要保存党的领导。我

们必须扩大三五十万党能直接领导的军队,统一战线才能更有力

些%。) 在 1938年 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张闻天就发展抗

日游击战争以创造根据地问题发言, 进一步指出: ∃八路军要以一

个师为单位,这样便于扩大, 便于在战争中组织许多附属的游击

队,并促使这些游击队又扩大起来,创造许多根据地。八路军要展

开起来,在各地起核心的作用, 依靠军队来开辟根据地, 即抗日战

争中的据点。像晋察冀边区的那种形式的政府, 其他各地也要发

展,也要采取这一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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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张闻天、毛泽东等的坚持,王明意见在十二月会议上未能

形成决议, 其影响也受到有效抵制,保证了中共政治上、组织上的

独立自主和敌后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

综上所述, 张闻天在红军从内战到抗战战略转变过程中,主持

运筹, 驾驭全局,率领中共领袖集团推动了转变的最终完成, 实现

了红军的巨大发展,充分地发挥了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政治

核心的领导作用,显然, 正确认识和评价张闻天的这一作用, 对于

此一时期中国红军史乃至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化,皆具重要意义。

(作者徐波, 1955 年生,云南昆明师专历史系教授;

沈卫, 1963 年生,云南师范大学金融财政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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