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四军夺取宁沪杭大城市的计划及其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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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抗战胜利前后 ,新四军为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苏浙战略 ,

配合盟军登陆东南沿海地带 ,以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为目标 ,重点

控制全浙江 ,有计划地布置力量 ,先后调遣苏中军区主力数批越江南下 ,后终

因形势变化而最后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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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夺取大城市问题的提出

1944 年夏 ,国共政治与军事影响对比发生一系列明显变化。

先是日军发动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的河南战役、湖南战役 ,第

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部及蒋鼎文部、胡宗南部数十万大军 ,在

短时间内即全线崩溃 ,一批大中城市失守 ,尤其是长沙、衡阳等地

相继陷落 ,继尔危及到美国空军在华南的基地。由正面战场军事

上大溃退 ,引起国民党政府政治威望一落千丈 ,延安则成为中外舆

论与民心所瞩目的中心。中共中央审时度势 ,抓住抗战以来难得

的机遇 ,适时调整工作重心与战略发展方向 ,重新确定华中、华南、

山东、华北及陕甘宁边区对敌斗争方针。

是年 5 月 ,中共代表林伯渠先后到西安、重庆 ,与国民党重开

谈判。同时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和美国官方一些人士 ,纷纷向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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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府提出到解放区考察的要求。甚至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数次致

电蒋介石 ,要求派美国军事代表团到延安联络。经各方努力 ,6 月

9 日 ,中外记者参观团 21 人到达延安。7 月 22 日、8 月 7 日 ,由美

国驻华使馆武官包瑞德上校率领的“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

组”18 人 ,先后乘飞机抵达延安 ,受到中共中央热情接待 ,毛泽东

与包瑞德、谢伟思 (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

政治顾问)进行多次交谈。值此抗战形势的发展 ,解放区大门对外

打开 ,极大地鼓舞了共产党人 ,使之开始重新审视与调整发展战略

重心 ,把眼光瞄向有可能夺取的大中城市。

还在 4 月 12 日 ,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

部会议上作关于学习与时局问题的报告 ,即着重提出注意大城市

和交通要道的工作。内中指出 :为使我党能够担负打败日寇的重

大责任 ,使根据地更加巩固 ,“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

等重要的地位”。“关于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 ,我们一向是做

得很差的。如果现在我们还不争取在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中被日本

帝国主义压迫的千百万劳动群众围绕在我党的周围 ,并准备群众

的武装起义 ,我们的军队和农村根据地就会得不到城市的配合而

遇到种种困难”。① 毛泽东的这番讲话以及后来在中央党校第一

部所作相同内容的讲演 ,表示中共中央开始准备把工作重心由农

村向城市转变。而为准备提交六届七中全会讨论 ,中共中央决定

由毛泽东负责起草有关争取大城市工作的文件。6 月 5 日 ,中共

六届七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在延安召开 ,讨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

大城市工作指示”草案。毛泽东在发言中说明该草案中提出的方

针是争取城市 ,过去对此未予重视 ,现在提出是否迟了 ,要求大家

讨论。毛泽东还讲到 :提出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任务 ,是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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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情况为出发点的。即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了 3/ 4 的敌军 ,根

据地人口有 8000 多万 ,整风和生产取得了成效 ,国民党在精神上、

物质上都下降 ,汤恩伯一败如水 ,英、美舆论和民主政团同盟都同

情我们 ,国民党内部有分化。现在如不提出这个任务 ,则我们在抗

战中将犯大错误。① 刘少奇发言认为 :以前巩固根据地是重要战

略步骤 ,现在提出争取大城市并准备武装起义还来得及。周恩来

在发言中提出 :对于暴动 ,应明确是里应外合 ,不是以前欧洲式的

单独的城市暴动。② 会议认为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

战已接近完全胜利 ,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极端腐败更加失望 ,对我党

我军则寄予厚望 ,因此现在提出夺取敌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任务 ,

比之过去有着更宽广的社会有利条件和群众基础。“现在如果不

提出 ,则我们将要犯一个大错误”,甚至造成将来反攻时的被动局

面。③ 会议决定正式向全党提出 ,在时机成熟时 ,准备夺取位于根

据地附近的一切大中小城市及交通要道的任务 ,并采取 1927 年上

海武装起义里应外合的方式 ,要求各地党组织“必须把争取敌占一

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及准备群众武装起义这种工作 ,提到极

重要地位”。④ 为此 ,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 ,由 14 人

组成 ,以彭真为主任。

是时 ,中共中央赋予华中局及新四军的主要目标 ,即是准备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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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南京、上海、武汉、杭州、宁波、无锡、苏州等大中城市①,根本目

的是为了争取抗战结束后的有利态势。

早在 5 月 26 日 ,张云逸、饶漱石、曾山关于新四军各师首长即

将到华中局驻地参加整风 ,专此请示中央。28 日 ,中共中央复电

华中局 ,指出 :“国民党在华中、华南溃败之后 ,中国更要依靠我们

才能抗日。将来反攻时 ,恐亦更加依靠我党我军才能收复失地 ,才

能收复上海、南京、汉口及其他城市。”② 8 月 3 日 ,毛泽东、刘少

奇、陈毅联名致电华中局 ,更进一步提出如何在这些大城市周围及

沪宁、沪杭铁路两侧发展游击战争 ,如何尽可能地组织沿海、沿长

江的水手配合夺取大城市等问题 ,要求华中局加以研究 ,“分段、分

区给各地党与军队以一定的任务 ,努力争取完成”。③ 值得注意的

是 ,该电十分明确规定夺取上海、杭州两大城市的任务 ,将其完全

包围住并准备占领之。

此时抗日战争已进行 7 年多 ,度过了最为艰苦的时期 ,各方面

条件均朝着有利于中共方面而变化。因此 ,中共中央认真分析形

势后 ,及时决策加紧向敌后渗透发展游击战争 ,并乘日伪溃败之际

大胆地夺取大中城市及重要交通线。随着盟军择定在中国杭州湾

登陆 ,中共控制长江下游大城市及沿海目标战略愈益明确 ,并且表

现出强烈的向南挺进重点发展东南的战略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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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配合美军在杭州湾登陆及发展苏浙的战略部署

1944 年夏秋 ,欧洲战事进入最后决战阶段 ,美英联军已在法

国诺曼底地区登陆 ,开辟了第二战场。而在太平洋战场上 ,美军攻

占塞班岛、关岛后 ,为进一步打击日军 ,也曾拟在中国华东及东南

沿海附近登陆 ,要求中国军队包括中共领导的武装配合作战。客

观地讲 ,如果美军在中国华东及东南沿海地带登陆成功 ,对于加速

侵华日军的崩溃确有益处。因此 ,重庆、延安两方面均予以极大的

关注 ,都预作反攻前军事准备。在两党的暗中较量中 ,处于盟军预

定登陆地带的第三战区格外引人注意。

先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于 1943 年 11 月 4 日拟订

《国军总反攻作战指导计划大纲》,呈蒋介石审阅。15 日 ,蒋介石

批示该案尚属可行 ,应列为甲案 ,而另以全面反攻着眼补充修正 ,

增加乙案。1944 年 3 月 7 日 ,军令部长徐永昌将拟具的乙案呈送

何应钦、蒋介石。内中计划反攻时机选择在美军收复菲律宾、台湾

并打通中国东南沿海海运之际 ,规定“京沪攻略 ,以第三、第五战区

任之”。① 第三战区则以配合盟军登陆东南沿海并防止中共力量

活动名义 ,制订具体办法 ,划分区域 ,在城市周围建立据点 ,组织先

遣部队 ,仿效法国地下军配合盟军作战。第三战区还判断盟军在

沿海可能登陆的地点 ,大致在金山卫、镇海、象山、海门、温州、泉

州、厦门、漳州等处 ,决定尽快建立沿海军政一元化据点 ,“预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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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取得密切联系 ,俾任何时机不为奸伪所乘”。① 待后来新四军

主力一部越江南下挺进浙皖边时 ,第三战区不惜诉诸武力 ,调动第

二十五、第三十二集团军等部四面围攻。

8 月间 ,延安方面凭借与美军观察组直接沟通的便利条件 ,对

其提出的美海陆军欲在中国登陆以及要求中共军队协同配合的建

议 ,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 ,认真布置此项工作。在彼此协商之

初 ,延安方面即同意美军先派人前往新四军第五师驻地 ,允其“设

无线电网 ,并供给情报”,尔后再与新四军军部联络 ,也可“在上海

及沿江、沿海设无线电网。其目的不但目前便利空军轰炸 ,而且准

备将来登陆作战取得配合”。② 8 月 14 日 ,驻华美空军第十四航空

队陈纳德将军的代表、情报参谋欧高士到达鄂东大悟山 ,与新四军

第五师商讨情报协作事宜 ,面交陈纳德致李先念的亲笔信 ,感谢李

先念部营救美国空军飞行员之事。并提出有关进一步合作的三项

问题。李先念等立即将谈话内容电告中共中央 ,请求指示。21

日 ,毛泽东复电指出 :“可告欧高士少校 ,彼所提出三项问题 ,已得

延安批准 ,均可合作办理 :第一 ,可先在五师范围内设无线电网 ,将

来再在长江下游及广州附近设置 ,惟均需得到延安批准 ;第二 ,可

供给敌军情报 ;第三 ,美海陆军登陆时协同作战问题 ,我们正与驻

延美军观察组人员协商 ,准备一切。”③ 据此 ,第五师与欧高士商

谈结果 ,决定在“九江、靳春、汉口、鄂城、天门、新堤附近设六个支

台 ,五师师部设立中文台一部、英文联络台一部”。④ 尔后双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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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效甚好 ,第五师为美机轰炸武汉地区及平汉路敌伪军事目标 ,

提供了准确的情报。与此同时 ,毛泽东致电张云逸、饶漱石等 ,告

之美军欲在中国登陆情况 ,请其“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

间 ,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 ,广泛地

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① 8 月 26 日 ,张、饶等

即电令第一师和在江南的第十六旅 ,执行向东南开展军事行动的

任务 ,在京杭路以东、沪杭路以北、苏嘉路以西建立游击基地 ,以便

掩护和支持城市工作开展。这表明为贯彻落实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精神 ,顺应对日作战形势发展的需要 ,新四军为执行中共中央赋予

的战略新任务作出的快速反应 ,体现了全局观念。而另一方面 ,也

是新四军自身发展的需要。因自皖南事变之后 ,新四军实力基本

都在江北 ,在皖南、苏南、浙西、浙东迄福建沿海 ,仅存若干块游击

根据地 ,东南大片地区实际处于日伪势力及国民党军队控制之下。

如在皖南地区 ,主要由中共皖南山地中心县委领导的几小股游击

武装 ,开辟以樵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② 坚持苏南的第一师第

十六旅 ,处在“情况复杂 ,环境险恶 ,力量比较弱小的困难条件

下”。③ 以浙江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游击根据地开创较晚 ,总共不

过两年多 ,却“牵制和抗击敌军六千余人”。④ 正因为新四军绝大

部分力量位于江北 ,东南实力过于空虚 ,极不利于整体战略布局 ,

所以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变化 ,新四军分兵江南行动 ,势在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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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 ,中共中央为准备反攻 ,创造配合美军在杭州湾登陆的有

利条件 ,重新部署苏、浙、皖地区工作 ,尤其看重浙江 ,视其为三省

中主要发展方向 ,要求华中局和新四军采取迅速猛进的方法执行

任务。9 月 27 日 ,中共中央电示华中局 :苏南中心工作应放在太

湖西南岸 ,沿京杭国道伸入天目山区 ,造成经钱塘江打通浙东区的

战略新格局。为此建议派叶飞 (第一师副师长) 、朱克靖 (苏中第三

行政区专员公署专员) 率领苏中军区 2 个主力团及一批干部渡江

南进 ,会合第十六旅共同打开局面。① 10 月 9 日 ,华中局复电中共

中央 ,表示“完全拥护中央关于发展苏浙皖与浙江的方针”,待叶飞

部到达江南后 ,“首先求得打开太湖西南及天目山地区 ,然后设法

以一、二主力团挺进浙东 ,作为浙东主力 ,完成沿海岸南下打通闽

浙沿海地区的任务”。② 同日 ,华中局电示苏中、苏南、浙东三区党

委 ,指出 :“为准备反攻及造成配合盟军条件 ,江浙工作已成为华中

今后主要发展方向。”随电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 ,“盼苏中区党委速

将抽调主力担任南进任务的决定报告华中局”。③

但粟裕 (第一师师长兼政委)认为应当由自己率领部队南下浙

西 ,叶飞留苏中为宜。10 月 23 日 ,华中局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

陈毅 ,转达粟裕的意见。24 日 ,中共中央军委复电新四军军部 ,同

意粟裕率队南下 ,统一指挥苏南、浙江我军 ,叶飞留在苏中主持工

作。随电强调“美军有在杭州湾登陆可能”,应十分注意发展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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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上海三角区的工作 ,“以便配合美军作战 ,时间可能很快”。①

11 月 2 日 ,毛泽东、刘少奇致电饶漱石等 ,明确指示 :“美军可能在

杭州湾登陆 ,而我们在那一带工作还很薄弱。为了配合美军登陆

及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 ,除粟裕带两团南进

外”,还要设立苏浙军区 ,粟裕为司令员 ,谭震林为政委 ,统一指挥

苏南及全浙江 ,“将来必要时设立中央分局领导之”。② 华中局根

据中共中央的指示 ,分析抗战形势变化 ,重新考虑华中战略发展方

向与工作布置。认为 :华中 ,一方面为日军统治全中国的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 ,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集中地区 ;另一方面 ,又为盟军

在中国登陆首先必争地带 ,特别是上海、宁波、杭州、南京及沿海沿

江一带尤为重要。如果我们趁国民党军继续溃退的时候 ,迅速加

强对这些大城市与沿海地带工作 ,不但对配合盟军反攻 ,而且对粉

碎蒋介石内战阴谋 ,均起着决定性意义。因此 ,华中局提出两面发

展的计划 ,其中一面为发展东南 ,控制苏浙地区 ,具体布置上海、宁

波、杭州、南京、徐州、海州等城市工作。华中局以绝密信形式 ,请

粟裕、谭震林、黄克诚、邓子恢各位师长考虑新的战略发展计划。

而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确定新四军南进浙江的领导人选后 ,粟

裕也意识到苏浙地区的斗争形势将表现为长期的三角关系 ,日伪

和顽军势力均优于新四军 ,既使将来国际局面好转 ,我军对顽军仍

不得不作有力的战备。同时估计到美军在宁波至上海间的杭州湾

登陆的可能性很大 ,届时我军必须给予有力的配合作战 ,才能在胜

利时争取到更有利的地位。因此粟裕致电军部 ,建议派更多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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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南下 ,表示苏中军区除了抽出第一、第七团外 ,尚有 5 个特务团

可能做机动 ,必要时调江都、东台 2 个独立团也可作机动。11 月

12 日 ,粟裕、叶飞亲自到军部受领任务 ,谭震林则因路西大“扫荡”

无法到会。军部会议商量结果 ,初步确定发展东南的部署是 :先由

粟裕率领第一旅第一团和特务第一、第四团共计 7000 人 ,及党政

干部 300 余人 ,南下进占吴兴、长兴、安吉、武康敌后地区 ,作为控

制天目山全部的前进阵地。俟上项任务初步完成之后 ,即由陶勇

率领特务第 4 团渡富春江东进 ,与浙东游击纵队打通联系 ,“以求

控制会稽山”。另外宁波由浙东、杭州由苏南、南京由淮南三块抗

日根据地分别负责 ,上海主要由华中局直接负责 ,并派专员驻浦

东。组织江浙指挥部 ,粟裕任司令员 ,谭震林任政委 ,刘先胜任参

谋长。在谭震林未南下之前 ,粟裕以司令及华中局代表名义 ,统一

指挥苏南、浙江地区党政军工作。20 日 ,华中局将此决策电告中

共中央。26 日 ,中共中央复电华中局 ,同意发展东南的部署 ,仅增

加夺取芜湖的条件即“须令七师开辟芜湖、当涂、高淳、南京地区工

作 ,造成将能够占领芜湖的条件”。① 12 月 26 日 ,刘少奇、陈毅致

电饶漱石等 ,提出补充意见 ,指明华中局和新四军今后主要任务是

发展江南 ,以便将来能确保宁沪杭三大城市于人民手中。②

12 月 27 日夜 ,粟裕率领第三旅第七团及特务第一、第四团 ,

从苏中、淮南兵分两路渡长江南进。1945 年 1 月 6 日 ,南下部队

抵达浙江长兴县境 ,与第十六旅实现会合。尔后经两次天目山反

击战斗 ,占领杭州以西之临安县城。但中央和华中局从粟裕来电

获悉顽军在天目山地区的兵力仍较强 ,新四军缺乏粮食情况很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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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 ,并据可靠情报得知日军拟利用顽军和新四军的矛盾 ,有延缓

“扫荡”浙赣路的打算 ,故主张叶飞、谭震林各部暂留江北待机 ,避

免过早刺激敌顽双方。直至 4 月 7 日夜 ,叶飞率领苏中军区教导

旅第一团、第一军分区特务团及地方干部数百人 ,第二批从丹北渡

江南下 ,教导旅第 2 团稍后也奉命南进 ,月底到达长兴与粟裕部会

合。至抗战胜利前夜 ,已基本造成预定夺取地区内大中城市及主

要交通的有利态势。由此形成自皖南事变 3 年后 ,新四军大规模

调兵重返江南地区的最重要军事行动。

三 　放弃占领宁沪杭等大城市的计划

起于国民党军正面战场连连败北 ,激发共产党人夺取城市的

欲望 ,继尔为配合美军拟在杭州湾登陆计划 ,中共开始认真履行诺

言 ,实施发展苏浙战略 ,陆续调动江北新四军主力一部南下 ,重点

争取全浙江。到 1945 年春 ,中共中央和华中局仍然坚信美军必定

在华中沿海登陆 ,坚持控制宁沪杭三角地区的战略方针不变。依

据发展东南的基本战略 ,华中局召集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师师长会议 ,统一思想认识 ,进一步明确发展东南、确保占领宁沪

杭三大城市的任务。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后 ,华中局随即频电

各战略区 ,布置重心位移工作。

1 月 20 日 ,华中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战有可能延至数年之

久的情况通报 ,估计华中沿海盟军登陆的时机也有可能向后推迟 ,

复电苏浙军区 ,同意其逐步控制杭 (州) 嘉 (兴) 湖 (州) 地区的工作

方针。2 月上旬 ,华中局决定由苏中军区再增兵 8000 人到江南 ,

执行发展东南的任务。10 日 ,华中局关于发展东南的补充意见电

告中共中央 ,表示“华中各方同志在执行这个伟大而光荣任务时”,

均“异常兴奋和亲密团结”,盼陈毅及各师军政干部能提早从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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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新四军。① 24 日 ,中共中央复电华中局 ,指出 :“美军登陆是必

然的”,新四军江南大营应常设在苏、浙、皖交界地带 ,以便将来美

军在沿海登陆时 ,能派兵伸入闽、浙、赣各省去。②

叶飞部南进后 ,增厚了江南新四军兵力 ,扩大了中共的政治影

响。5 月欧战结束 ,美国改变对华政策 ,公开采取“扶蒋压共”的方

针 ,日军也暂停攻击国民党军队。因此 ,国民党军第三战区为肃清

江南新四军 ,以所谓“分区清剿奸匪 ,准备接应盟军登陆”的名

义③,以上官云相为总指挥 ,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觉为前敌总

指挥 ,调集近 15 个师进攻粟、叶部。战至 6 月底 ,苏浙军区部队胜

利进行浙西天目山第 3 次反击战斗和浙东四明山保卫战斗。为对

付顽军第 4 次进攻 ,粟裕等于 7 月 27 日致电华中局 ,建议增兵江

南。8 月 3 日 ,张云逸、饶漱石复电指出 :由于江南阵地不仅对反

攻收复上海、南京占有特殊地位 ,而且对将来粉碎内战阴谋也有极

大作用 ,所以我们对“向南以展、控制沪杭宁三角地区方针基本不

变”。但在目前全国与江南局势未有更明确有利于我的转变之前 ,

“暂不准备增兵江南 ,以免将来万一局势逆转时 ,增加我们更大的

困难”。④ 华中局总的意图是在中共中央未有新的指示以前 ,江南

新四军仍采取巩固苏南、浙西现有阵地和向敌后发展的方针。

8 月 8 日 ,苏联对日宣战后 ,中共中央立即做出反应 ,全方位

部署解放区军民举行战略大反攻 ,争战处于解放区包围中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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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小城市及交通要道 ,同时预防国民党内战阴谋。10 日 ,中共

中央关于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计划布置问题电示华中局 ,具

体规定争战江南目标是 :以第七师夺取芜湖 ,以第一、第六师及苏

南、苏中部队夺取南京、上海之线 ,以浙东部队夺取上海、杭州、宁

波之线 ,集中主力占领大城市和要点 ;军部即日发表江苏、安徽、浙

江三省主席和上海、南京两市长 ;“江南要有准备击退顾祝同的来

犯 ,不怕爆发内战。”① 华中局接电后迅即做出相应部署 ,11 日电

示各师首长并报中央 ,要求苏浙军区部队重点夺取南京并准备迎

击来犯的国民党军第三战区部队 ,以第七师抽 3 个主力团南渡长

江夺取芜湖 ,以浦东、浦西部队相机占领上海。新四军军部并将

“华中顽我力量对比”电告中共中央。但在此时 ,蒋介石利用其合

法地位 ,垄断了侵华日军投降事宜 ,下令中共军队“驻防待命”,并

在美航空队帮助下 ,赶运新六军等部队抢占宁沪杭大城市及交通

要道。此外 ,顾祝同指挥第三战区部队就近争占宁、沪、杭、甬、芜

等城市 ,公开排斥新四军受降行动。而各地日伪军迫于压力 ,也只

能向国民党军投降 ,将各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因此中

共中央又主要根据华中国共军事力量对比 ,以及重庆谈判进展、国

共关系等诸多错综复杂情况 ,决定改变华中军事部署 ,放弃占领江

南各大城市的计划。12 日 ,中共中央复电华中局 ,指示“江南各大

城市不作占领打算”,江南新四军就现地向四周扩展 ,改为“夺取广

大乡村及许多县城”。随电还明确指出新四军江北力量全部留下 ,

不再派兵去江南 ,主要任务为“力争占领津浦路及长江以北、津浦

以东、淮河以北一切城市 ,消灭伪军 ,准备与李品仙、何柱国作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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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有力部队配合八路军占领陇海路”。① 同日 ,中共中央军委也

电示华中局 ,建议江南方面立即有计划地分路占领我根据地周围

各县城镇及广大农村 ,对京沪沿线苏州等城可相机占领 ,不可能时

即不要去 ,既使占领也不宜作久住之计。在延安的新四军军长陈

毅也给军部发出同样的电报。与此同时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

上特别解释到 :不要以为抗战胜利的果实都靠得住落在人民的手

中 ,“一批大桃子 ,例如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 ,那是要被蒋介石

抢去的”。②

华中局和新四军领导人经过整晚反复研究 ,13 日一致决定执

行中央指示 ,依据江南现有力量不足的实际情况 ,放弃占领宁、沪、

杭等大城市的行动计划 ,江北停止加兵南下 ,已渡江者立即撤回。

紧接着在数天之内 ,重新调整战略重心 ,电令粟裕、叶飞所部暂时

不作夺取宁、沪、杭以及宁沪线各大城市的打算 ,只夺取广大乡村

和中、小城市 ;浙东部队应准备内战到来 ,不作进占杭州、宁波的打

算 ;第七师不作久占芜湖的打算。这一重大决策的调整 ,充分体现

了中共领导人的务实态度和对形势发展的清醒认识。事实证明 ,

灵活机动地改变战略计划 ,适时将工作重心放在收复广大农村和

中、小城市及次要交通线上对战后中共武装力量的保存和发展 ,对

中国民主革命最后取得成功 ,都是十分及时与必要的。而且愈到

后来 ,随着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 ,以及斯大林来电希

望国共能和平建国的态度 ,中共中央愈来意识到夺取大城市已不

现实。此点 ,在 8 月 23 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毛

泽东曾明确指出现在我们得不到大城市的原因有二 :“一是苏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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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的限制 ,不可能帮助我们 ;二是蒋利用其

合法地位 ,使日本完全投降他。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只能在

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①

至此 ,新四军最后放弃了占领宁沪杭等大城市的军事计划。

江南部队在 1 个月之内 ,解放县城 15 座 ,苏南、浙西、浙东解放区

获得空前大发展。9 月以后 ,根据重庆谈判承诺 ,江南新四军主力

全部撤返江北 ,重新形成战略集结 ,另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作者唐洪森 ,1955 年生 ,浙江海洋学院社科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 :李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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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年谱》下卷 ,第 10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