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皖南事变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汤胜利

皖南事变研究一直是抗日战争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中引人关注

的课题,迄今为止已经出版和发表了大量著述。但是, 在以往的研

究中有些史实描述仍值得商榷。笔者不揣简陋, 仅就以下两个史

实进行考订。

一 关于项英向南发展的意图

王辅一说: 有人说项英想搞 三山计划! , 并以此来证明他反

对 向北发展! 。史学界遍查史料,至今也未查出 三山计划! 。原

在皖南新四军军部任通信科长、后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的胡

立教同志, 1990年曾经指出: 我也算是当时皖南军部的知情人之
一,我就不知道项英同志有个什么 三山主义! 的计划或者说

法。! ∀ #

以上说法不确。笔者从一些文献史料中发现, 项英确实有一

个 三山计划∀, 或叫 南进政策∀、南进战略∀的向南发展意图, 这

就是建立皖南根据地,以皖南为基地,待机(即他所说的 战争形势

变化∀或 事变∀时)进入皖、浙、闽、赣山区打游击, 开辟与八路军华

北解放区相配合的南方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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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938年 5月 4日与 5月 14 日毛泽东就连续致电项英,

命令刚组建的新四军应执行中央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即先向位

处皖南之东的沦陷区苏南进军,后向位处江北的沦陷区苏北进军,

这是当时当地新四军唯一切实可行克敌致胜的战略方针。因为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 国民党及其军队已成了我们的友党友军,

新四军绝不能到国统区去打国民党的游击,否则就会犯破坏统一

战线的 左∀倾错误, 导致抗战的失败。项英对中共中央的这一战

略方针,一开始就存有分歧。1938年 6月 15日,当新四军第一支

队刚到苏南敌后,第二支队正准备向敌后出动之际,项英在向毛泽

东等报告部队部署情况时说: 军部及三支队位置于南陵至泾县间

山地,整训队伍, 以大力争取这一带群众准备以太平(不含)与泾

县、青阳、南陵之间山地为根据地,后方已移至这一区域内。如敌

前进, 即可依据这一地区在敌侧翼活动, 并在某种情况下, 即可派

一部队伍到天目山脉与仙霞山脉发展游击战争。∀ # 这便是项英

南进战略的最初轮廓,项英在这里首次主张新四军应向位处苏南

之南的天目与仙霞山脉前进。

1938年 6月 23日, 项英在给刚到苏南茅山地区的一支队司

令员陈毅的复信中, 对此又进一步作了阐述: 我们计划在皖南要

建立一个根据地,这在战略上非常重要。将来在战争形势变化时,

我们可依靠这一支点向皖南各县发展, 以及利用机会争取天目山

脉和仙霞山脉, 故部队不宜全部出动。目前除你及二支队主力出

动,其余暂留此地帮助建立根据地, 以备将来成为发展的基本力

量。∀∋ 为了实现其南进主张,项英不顾陈毅等人反对,竟将已东行

进入苏南敌后的新四军两个团调回皖南,并将中央下派和从部队

上调轮训的干部统统留在军部。

∃175∃

关于皖南事变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 ∋ 徐君华:%评项英的南进战略& ,%大江南北&1988年第 4期。



1938年 10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否决了项英的南进意

图,重申新四军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1939元月, 为贯彻中共中

央东进北上战略方针,新四军挺进纵队管文蔚部, 毅然解放了长江

中的岛屿扬中, 为新四军向北发展控制了桥头阵地。项英不以为

然,指责了管文蔚,并命其撤出扬中。# 2月, 周恩来亲赴云岭新四

军军部,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重申了中共中央东进北上的战略

方针,当面否定了项英南进主张。5月, 为贯彻中央东进北上战略

方针, 叶飞亲率新四军六团东进淞沪,项英坚决阻止,幸得陈毅抵

制,才得东进。∋

1940年元月, 中原局书记刘少奇致电中央与项英, 要求皖南

新四军向江北发展, 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 却遭到项英拒绝, 他表

示: 皖南部队在任何情况下, 非独立行动, 坚持南方不可。∀ ( 项

英为实现其南进意图,不仅从苏南沦陷区调回两团主力至皖南, 将

大批干部屯留在军部,而且于 4月 7次致电中央, 要求把新四军江

北部队南调江南。他的要求均被中央拒绝。)

5月 4日,中共中央给项英下达%五四指示&, 强调新四军 无

论如何不能南下∀,只能 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向北发展,并电令项

英传达这个指示。项英拒绝传达, 于 12日回电中央政治局: 四日

指示今日收到∗∗在某些问题我有不同的意见∗∗因此中央责成

我传达,不能负此责∗∗故请袁传达。∀ + 7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

正副总指挥陈毅、粟裕致电项英: 皖南部队企图于友方进攻时,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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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闽、浙,这个企图不到万不得已时, 不可轻试, 这是下下策。∀ #

10月 8日,毛泽东致电项英,严肃指出: 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

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均是最不利的。∀ ∋ 12日,毛泽东根据当时

国共摩擦日益紧迫的形势, 再次致电项英指出: 因蒋是站在反日

立场上,故我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曾生部

队失败就是证明。因此, 军队应乘此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

绝对不要再迟延。∀ ( 12 月 26 日, 毛泽东致电项英表示了不满:

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

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 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

1941年5月,刘少奇在华中高干会议上总结皖南事变教训时

说: 六中全会的时候,中央指示皖南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后来

周恩来同志到皖南,也是确定了这个方针,但他们不赞成。另外有

一个南进方针,黄山、天目山计划∗∗∀ + 刘少奇又说: 项英一贯坚

持一个左倾的东西, 就是他坚持在皖南打游击,他不懂得在目前抗

战时期,在国民党后方打游击的不可能。∀ 项袁有个南进政策,往国

民党后方钻,打国民党的游击,这完全是 左! 的, 他企图把四、五支

队调回皖南,做什么? 准备跟国民党大摩擦,准备不要统一战线。∀,

陈毅 1941年 5月 17日在盐城新四军高干会议上指出: 项英

对形势估计不对,坚持南进政策,坚持黄山计划、天目山计划、浙西

计划。∀ − 陈毅在 1943年批评项英 毫无根据提出天目山计划、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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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计划、黄山计划,又如提出所谓具有中国伟大战略的坚持江南计

划,企图 与华北、华中鼎足而三∀。#

原新四军军部干部赖少其说: ∀其实, 中央也知道项英很难改

变他的所谓南进计划,因此决定刘少奇任新四军政委, 叶挺到江北

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项英调延安学习。当时叫

 整风! ,在延安 整! 项英头脑中顽固存在的 南进! 之 风! , 这是项

英所不能 屈服! 的。∀ ∋

原新四军军部干部汪海粟说: 项英是有南进的打算的∗∗陈

毅最了解他,说他是 守株待兔! 。中央也讲过他 株守皖南! 。项英

为了守皖南之株,待日冠打通浙赣线之兔, 曾经把老一团从江南调

回,也曾要求把四、五支队南调,陈毅向他要干部, 他一个也不舍得

给。项英坚持他的主张, 原因是多方面的, 至少有三条: 一、他害怕

到平原和河网地区流动作战,到江南或苏北,不及山区驾轻就熟,不

及皖南安逸。二、中央 五四指示! 要求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 建

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政权, 向一切敌人占领的区域发展。

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

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

并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

大军队,建立政权。项英对中央这个专给新四军的指示, 简直不敢

设想,不能接受。中央指示皖南由项英传达,他置之不理,交给袁国

平传达,一交了之。三、项自视甚高,在皖南大小会议上, 很少提到

中央,从来不提毛泽东。他是想,一旦日寇打通浙赣线, 黄山、天目

山沦为敌后,仙霞岭、四明山也处于沦陷区, 皖南部队就可以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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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一个大局面。那时候你老毛就无话可说了。∀ #

以上虽为口碑, 却众口一辞,故不能否认项英确实曾有过南进

意图。皖南事变前项英不愿把更多的部队与干部派往敌后, 导致

军部及直属三支队迟迟不能东进北上, 长期滞留皖南一隅, 与他的

这南进意图不无关系。

二 皖南新四军的转移路线及中央复电

皖南新四军有三条转移路线: 一为北线,就地从铜陵、繁昌北

渡长江;二为东线,东经皖南宣城、郎溪等县,到达苏南溧阳等地,

待机北渡;三为南线,从军部所在地云岭出发,向南绕道茂林、宁国

至苏南,待机北渡。

杨奎松认为: 1940年 12月 28日新四军军分会开会时,仍旧做

出了基本依照蒋令走北线, 即大部队直接渡江去皖东北的决定∀。∋

而笔者从史料中了解, 28日军分会并未做出走北线的决定, 而是做

出了走南线的决定。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在皖南事变中突围

出来后,于 1941年3月20日给中央书记处写了一个报告。报告说:

我军行动路线: 一、三战区原来指定的到苏南的路线,我军必须通

过国民党五十二师和一. 八师的防地,那时候两师的兵力及苏南国

民党六十二师冷欣部已分别集中,在我军经过的地区已筑好工事;

二、稍偏点走国民党五十二师及一. 八师的背后, 但仍须打两师;

三、再南走泾县、宁国以南、旌德以北, 脱离五十二师及一. 八师,但

与四十师有遭遇的可能,我们只打四十师估计力量有余;四、故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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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这条路线。∀ # 李一氓所指的 这条路线∀,就是指绕道茂林的南

线。李一氓曾参加 28日军分会,了解会议的决策经过, 而这份报

告距军分会不到 3个月,因此他的回忆应是准确的。俞申指出:

据当时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说, 28日晚,军部副参谋长周子昆到

参谋处布置部队北移改走南线,经茂林、宁国到苏南的决定, 大家

都感到突然。李单独向周提出走南线欠妥,且准备不及。周子昆

犹豫了一下说:  军分会讨论是有分歧, 不过三溪、宁国之间有一大

块空档,有些顽固派地方武装,问题不大。已决定了,照办吧∗∗

并说这也是同三战区商量过的路线, 是合法的。∀ ∋ 李志高是新四

军军部参谋部作战科科长,他的回忆旁证了李一氓的说法。

杨奎松断定 28日军分会做出北渡决定,并提出: 对此, 毛泽

东在次日的复电中更是表示同意。电称(一)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

渡江, 一部分资材经苏南。(二)头几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领,希夷

(即叶挺 / / / 引者注)可随中间几批渡江, 项英行动中央另有指

示。∀ (这份电报源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年出版

的%皖南事变(资料选辑) &第 124页。而笔者认为,这份电报应该

是毛泽东在 11月 29日, 而不是 12月 29日打给项英的。

由于原电均为韵目代日,地支计时, 不写年月,月份为后人所

加,故月份极易判错。如果这份电报是 12月 29日发出的话,那么

从内容看, 似乎皖南军部直到 12月底还没有将部分资材转移苏

南。而事实上从 12月 1日起皖南军部就开始有机关后勤人员和

部分资材经苏南向苏北转移了。对此, 项英于 12月 4日已报告中

央军委: 向苏南兵站线已开始恢复, 工作人员及资材已于一日起

∃180∃

%抗日战争研究& 2005年第 3期

#

∋

( 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 ,%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 3期。

童志祥主编:%皖南事变研究与争鸣& ,第 321- 322页。

陈枫编著:%皖南事变本末&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 97页。



分批移动, 战斗部队则等候情况与时机移动。∀ # 如果认定中央这

个指示是在 11月 29日发出的,那么对皖南军部从 12月 1日起分

批移动人员与资材就不难理解了。再有,中央既然表示 同意直接

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 则说明在此之前皖南军部
先有关于部队和资材转移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只要查到皖南军部

给中央的请示报告的发出时间,就可弄清中央复示的时间。经查,

这份馆藏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原件上两条指示前有 感酉电

悉∀4个字。 感酉∀即 27日 17点到 19点之间。 感酉电悉∀说明

中央的 29日指示是对项英 27日傍晚发给中央电报的答复。再深

入一查,果然发现 11月 27 日项英确有为请示关于部队和资材转

移问题给中央的电报。电报提出: 皖南部队 由苏南北移路线途中

困难多,危险性较大,反不如由三支地区兼程北移皖北较有利(仅

有一道封锁与长江) ,既时间经济又直接增援皖东∀, 因此, 决心将

大批工作人员和部分资材 先经苏南至苏北∀, 再以突击方式将部
队由现地区突过长江至皖北∀。电报还就 希夷与项英是否同行或

分途北进∀请求中央 从速连同以上意见一并电示为盼∀。∋ 中央

回复电报中的两条指示正是对这一请示的具体回答。项按照中央

11月 29日复电, 即于 12 月 1日开始向苏南移动工作人员和资

材。根据以上分析, 可以断定这份电报是在 11月 29日发出的, 而

不是 12月 29日发出的。

(作者汤胜利,中共安徽省铜陵市委党校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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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皖南事变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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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党史出版社%皖南事变&编纂委员会编: %皖南事变&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0年

版,第 69- 70页。

中央档案馆编: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 ,第 108、127、2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