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四军 发展华中 考辨

王建国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对新四军发展华中过程中的重要史实进行考证,同时考证了 !毛泽东军

事文集 ∀中的有关文献。本文认为:当时的 华中 是指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苏、皖、鄂、豫地区。

新四军成立之初,毛泽东对苏浙皖交界特别是皖南的战略地位十分关注, 而对 华中 重视不够。

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 巩固华北,发展华中 的战略,并且成立了中原局, 但由于战略判断失误, 在

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就 发展华中 采取得力措施。周恩来的皖南之行对新四军在江南的发展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对 发展华中 影响有限。1939年 11月以后,中共中央下决心解决发展华中

问题, 但项英、陈毅分别主张重点发展皖南及江南, 在抽调新四军主力部队问题上,与中共中央存在

严重分歧,毛泽东一度打算以八路军作为发展华中的主力。 1940年 6月,为了解救江北被围困的

新四军,陈毅最终决定率领江南新四军主力渡江。中共中央 发展华中 战略最终得以彻底的贯

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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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四军发展华中问题,学术界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 笔者在披阅了大量的第一手资

料后, 觉得 发展华中 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长期以来在学术界流行的一些观点并没有足够的证

据。现以当年的电文为主要依据,对新四军发展华中的过程进行考证, 希望对新四军军史及华中抗

日根据地史研究有所裨益。

一

1937年 12月 30日,毛泽东致电陈绍禹、周恩来、项英等人: 以皖南为重心, 攻击并准备攻击

南京、芜湖、杭州、浙赣路与湖口之敌 ; 以舒、桐、黄、广、高、田为中心, 攻击并准备攻 (击 )占领三

条路及沿江之敌 ; 我们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 以高俊 (敬 )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 ∃

这是毛泽东关于新四军战略部署的最早文献, 从 重心 的表述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皖南战略地位

的重视。1938年 2月 14日,项英、陈毅就新四军行动原则致电毛泽东: 到定广大的机动地区 (即

上浙苏皖边区 ), 以令自由进迫 (退 ) % % &第二天, 毛泽东即致电项英: 同意十四日电的行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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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问题论述较为深入的著作主要有马洪武、童志强: !新四军发展史 ∀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 ;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

日根据地研究会: !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 ∀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1年版 );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华中抗日根

据地史 ∀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3年版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中国抗日战争史 ∀ (解放军出版社 1994年版 )。

!张闻天、康生、陈云、毛泽东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致陈绍禹等电 ∀, !新四军∋ 文献 ∀ ( 1) ,解放军出版社 1994年版,第 68页。

!项英、陈毅关于新四军行动原则的建议致毛泽东电 ∀, !新四军∋ 文献 ∀ ( 1 ),第 211页。



则,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

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

地%% #毛泽东的这份电报是学术界公认的关于新四军东进的重要文献, !毛泽东军事文集∀与
!新四军 ∋文献∀都加以收录,只是!新四军 ∋文献 ∀缺少 集中 两个字。值得注意的是, 在引用这

段史料时,研究者总是略去了 同意十四日电的行动原则,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 。其实,

这句话非常关键,实际上规定了新四军的主要任务。同时也说明,当时在这个问题上, 毛泽东与新

四军主要领导人的认识是相同的。否则, 毛泽东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要求新四军东进茅山。 2月

21日,毛泽东在致长江局的电报中又这样强调: 苏浙皖赣边区 是 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 。∃

视线再度南移,增加了江西与苏浙皖交界地区,几份电报联系起来考察,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苏浙皖

赣交界的重视。

毛泽东关于新四军东进的指示, 项英没有积极执行。关于项英对新四军东进不够积极的原因,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 1938年 4月 29日项英致毛泽东电文: (第三战区 )屡次以命令强迫执行,显然

是将我们送出到敌区,听其自生灭,含有借刀杀人的用意%%时时提高我们的警觉性, 利用各种方

法,争取时间与形势的变化%% &针对第三战区的图谋, 项英等人便采取了拖延策略: 目前先遣

队已经出发,各支队不日陆续跟进% %我们的计划:利用短距离行军, 每日的三十里行程%%拖延

时间, 侦察地形。达到泾县与南陵之间, 靠小(山 )地集中,由各支队派遣一支部队出动 (等先遣队

回后 ), 大部分求得整训,争取时间。 ∗电文看起来是在报告如何与第三战区消灭新四军图谋斗争

情况, 实际上是项英在向毛泽东解释延缓东进的原因。考虑到当时新四军尚未完成集结,人员、装

备严重缺乏等情况,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项英的态度看成是对毛泽东有关指示的抗拒。

5月 4日, 毛泽东再次致电项英: 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

其指挥反会好些,方便些, 放手些%%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

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进入江北% % +从电文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把更为辽阔

的地区纳入了战略视野。要求新四军:第一步,建立茅山根据地;第二步,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

吴淞三角地区;第三步,再分一部进入江北。在这份电报中, 毛泽东没有提及 力争集中苏浙皖边

发展游击战 ,可见,毛泽东的战略思考已经发生了变化。与 2月 15日电文把目光完全放在长江以

南的地区不同,这份电文首次提及江南新四军在条件成熟以后进入江北地区。不过, 此时的战略重

点仍然在江南地区,论述的根据地主要还是山地根据地。 还应准备分兵%%再分兵%% 的表达

方式, 表明毛泽东只是注意到了这些地区,尚未真正下决心发展这些地区。

5月 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 即使是平原地区, 亦有利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游击根

据地的创立。要求: 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 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

的影响。,在这份电报强调的是在江南的平原地区也可以建立根据地。在 5月份发表的 !抗日游

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一文中,毛泽东又详细论述了华中水网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他说: 依

据河湖港汊发动游击战争,客观上来说要较之平原为大,仅次于山岳地带% %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

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接着,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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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山山脉有利于新四军发展∀, !毛泽东军事文集 ∀ ( 2) ,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55页。

!力争建立长期抗战的主要战略支点 ∀, !毛泽东军事文集 ∀ ( 2) ,第 160页。

!项英关于新四军的战术原则及先遣队已出发致毛泽东等电 ∀, !新四军∋ 文献 ∀ ( 1) ,第 216页。

!项英关于新四军的战术原则及先遣队已出发致毛泽东等电 ∀, !新四军∋ 文献 ∀ ( 1) ,第 216页。

!毛泽东关于新四军应进行敌后游击战争致项英电 ∀, !新四军∋ 文献 ∀,第 111页。

!毛泽东关于新四军应进行敌后游击战争致项英电 ∀, !新四军∋ 文献 ∀,第 112页。



进一步分析: 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 都

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缺少了这一方面,

无异供给敌人以水上交通的便利,是抗日游击战争战略计划的一个缺陷,应该及时地补足之。 #在

该文中,毛泽东已经把视线放到水网地区和大江南北, 不过,此时主要还是从弥补抗日游击战争战

略计划的缺陷的角度来论述的。 无异供给敌人以水上交通的便利 的表达方式, 说明毛泽东尚未

把在华中水网地区建立根据地作为 最重要的生命线 来重视。这可以在 6月 2日毛泽东致项英

的电报中找到佐证: 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 我军均可派人活动%%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

时,亦应准备派出一支小队。 ∃ 将来 、力能顾及时 、准备派出 、一支小队 , 这样的表述方

式,足以说明当时毛泽东对江北地区的看法。

由于项英把重点放在皖南,也由于中共中央把主要精力放在华北敌后, 在 1938年整整一年的

时间内,新四军仅仅在苏南、皖中地区开辟了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后来,刘少奇这样总结这一时期

的华中抗战: 在武汉失守以前,华中有发展游击战争的很好的条件%%如果将新四军大胆地分散
深入到敌后活动,那我们一定能够在敌后组织大批的武装部队,并建立起很多的根据地。然而, 当

时华中的负责同志没有这样做%%这样, 华中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及建立根据地的最好时机,就白白

放过了。 &

二

1938年 9月 29日至 11月 6日,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在这次会议上, 中共中央确定

了 巩固华北,发展华中 的方针。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搞清楚 华中 的范围。就现有资料来看, 最

早涉及 华中 范围的文件是 1938年 5月 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徐州失守后对华中工作的指
示 ∀。该指示开头便是: 徐州失守后,对长江以北的工作%% ∗此后的中共中央有关电报、文件均

表明: 华中 是指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苏、皖、鄂、豫地区,特别是津浦路以东的地区。中共中

央曾经明确要求: 或者项英同志来华中% %或者调陈毅同志来华中% % +而当时项英在皖南、陈

毅在江南 (苏南 )。诸如此类的电文说明 华中 并不包括当时新四军活动的主要区域皖南、江南。

对此, 研究新四军以及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论著都没有加以说明。由于 计划在皖南建立一个根据

地%%将来在战争形势发生变化时, 我们可以依靠这一支点向皖南各县发展,以及利用机会争取天

目山以及仙霞山脉% % 并且认为 这在战略上非常重要 ,,也由于没有开完六届六中全会就返回

皖南, 对中共中央 巩固华北、发展华中 的战略并不知晓, 项英对发展华中没有采取积极措施。

1938年 11月 10日,毛泽东等人致电项英: 现在安徽中部最便利我军活动,新四军可否派两至三

个营交张云逸同志率领过江% % −结果,项英只同意张云逸从皖南带走两个连的部队。正是在这

种背景下, 1939年 2月,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合法身份

来到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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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 !毛泽东选集 ∀ (第二卷 ) ,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421页。

!毛泽东关于新四军应放手向敌后发展致项英电 ∀, !新四军∋ 文献 ∀ ( 1 ) ,第 115页。

!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 ∀, !刘少奇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269页。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徐州失守后对华中工作的指示 ∀, !新四军∋ 文献 ∀ ( 1 ),第 113页。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 ∀, !新四军∋ 文献 ∀ ( 1 ) ,第 126页。

!项英关于第一、二支队进入敌后的行动原则致陈毅信 ∀, !新四军∋ 文献 ∀ ( 1 ),第 234. 235页。

!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关于张云逸可率部过江致项英等电 ∀, !新四军∋ 文献 ∀ ( 1) ,第 392页。



学术界一般认为周恩来皖南之行确定了新四军 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的方针。#

!粟裕回忆录 ∀也记述: 一九三九年二月下旬,周恩来同志亲自到皖南来对项英同志做工作,同他

商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0的一致意见% % ∃从粟裕的表述中,我们可以清楚

地看出,粟裕本人并不在场, 同他商定% % , 似乎只是周恩来与项英两个人之间的事。就现有材

料看,这种表述最早出现在 1940年 1月 1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中: 新

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 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商得 /向南巩固,向东作

战,向北发展 0的一致意见。 & 至于这样说的依据, 只有 !新四军征途纪事 ∀明确指出是周恩来的

!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 ∀报告。仔细阅读周恩来的讲话,并没有发现类似的概括。有的研究者

认为, 周恩来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的战略是 向北发展, 向东作战,向南巩固 。∗ 也有的研究者认

为周恩来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的战略是 向北发展, 向东作战,巩固现有阵地 。+ !新四军征战日

志 ∀中更是明确认定周恩来是在 2月 23日商定了这个方针。笔者认为这几种观点都不准确。请看

周恩来报告: 我们在江南敌后地区确定发展的方向,有三个原则: ( 1)那个地方空虚, 我们就向那

个地方发展。 ( 2)那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 ( 3)那个地方只有敌人

伪军, 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 ,长期以来, 研究者都在引用这段文

献,但总是对 我们在江南敌后地区确定发展的方向 这一前提视而不见 (专门研究新四军和华中

抗日根据地的论著也不例外 )。有的研究者直接把周恩来提出的这三个原则称为 新四军发展华

中的三条原则 − , 这显然没有搞清楚 华中 并不包括江南。那么,新四军究竟确定了什么战略?

1939年 10月, 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致电中共中央,要求中央电令项英: 发展方针, 仍遵照中

央原来的决定 (巩固江南、发展江北、向东行动 ) %% 1文中的措辞是 中央原来的决定 ,而不是

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 , 说明关于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是中共中央的决定。把 巩固江南 放在首

位,与周恩来的讲话与新四军的发展方向完全一致,只是周恩来的讲话更多地强调在江南地区的

发展 ,而不仅仅是 巩固 。应该说,周恩来的讲话确实含有 向北发展 的意图,但要比 发展江

北 (即 发展华中 )模糊得多。虽然也讲到了 大江南北游击根据地的创造是完全可能的 2 , 但

是并没有提及新四军渡江北上。至于后两种说法, 把 向北发展 放在最突出的地位,与讲话内容、

南方局电文、新四军发展的实际情况皆不相符。再说,周恩来刚刚离开皖南,项英就致电中共中央:

目前不宜提出创造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作号召 , 足以说明项英并没有接受中共中央发展华

中的战略。与中共中央规定的方针差别很大,相对而言, 向南巩固, 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模糊得

多,约束力自然也差得多。可见,周恩来的皖南之行对推动新四军在江南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对 发展华中 的影响有限。

项英对 发展华中 的消极态度引起了中共中央的不安。 1939年 4月 21日,中共中央致电项

英: 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区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 关系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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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现实和新四军的任务 ∀, !周恩来选集 ∀ (上卷 ) ,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 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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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南方局关于新四军的发展方针致中央电 ∀, !新四军∋ 文献 ∀ ( 1 ),第 131页。

!目前现实和新四军的任务 ∀, !周恩来选集 ∀ (上卷 ) ,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 105. 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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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途甚大。 #明确表示: 希望东南局及新四军领导同志顾全全国局势及华中之重要,抽调大

员及大批干部到江北。 ∃ 4月 24日, 中共中央再次强调: 目前, 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

立皖东根据地% % &值得注意的是,此后一段时间,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电文不多,语气也明

显缓和。6月 22日, 中央军委与总政治部联合发出了一份耐人寻味的指示: 华北八路军与江南新

四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工作,尤其是新部队。而在华中方面,中心是发展。因此,八路军、新

四军都应有决心的派遣干部帮助华中。∗提出江南新四军的主要任务是 巩固工作 , 仍然没有提

及调动新四军主力向江北进发,只是要求 应有决心的派遣干部帮助华中 。从这封电文来看, 中

共中央对发展华中又似乎并不迫切。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现象? 中原局的情况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为了打开华中局面,中共

中央于 1938年 11月 9日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 所有长江以北的河南、安徽、江苏地区

党的工作,概归中原局指导 。+ 但是, 中原局处理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发展华中 依旧没有

起色。刘少奇在 !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中坦率地承认: 我们到达华中以后,继续犯了一

个错误,又失去了一些时机。我们当时估计,敌人占领武汉以后,还会继续向内地实施战略进攻,平

汉路、陇海路及郑州、洛阳、西安等地会被敌人占领, 河南全部会成为敌占区% %直到一九三九年

冬,才改正了这个过分的估计, 才确定认识抗战的相持阶段已经到来,才把中心转移到津浦路两侧

敌后地区去。,对刘少奇的这个总结,研究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有代表性的著作都没有注

意。

这一时期,新四军在发展华中方面取得的成绩十分有限。只是开辟了皖中、豫南、鄂中、天汉、

鄂东等小块游击根据地。

三

继南方局要求新四军 发展方针,仍遵照中央原来的决定 后, 1939年 11月 7日, 博古等人致

电毛泽东、项英: 江南新四军目前是处在极其困难的环境%%只有坚决而秘密地执行以一部分坚
持江南现地区,主力向江北发展的方针,把工作重点移到江北去, 才能保全武装继续发展。 − 11月

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刘少奇、项英等人发出指示: 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

城、夏邑之线起, 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去,不到海边决不停止。强调: 一切有敌

人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区域,均应坚决的尽量的但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去发展。 1从电文中可以看出

中共中央已经下决心发展华中。

对中共中央的指示,刘少奇立即贯彻执行。刘少奇发现: (新四军 )四、五支队减员很大,人数

均不充足% %建立根据地的观念甚微弱。 2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 在党内、军内传达了党中央在

抗战以后的正确的路线和我们的行动方针,在党的干部会上报告了目前严峻的形势, 指出了我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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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危险及华中党过去工作的缺点与错误, 提出了今后的任务 。 全体干部的精神为之大振, 深

刻地检查了过去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从而高度团结在中央的路线周围, 并为新的任务努力工

作 。# 在深入分析了华中地区的形势后, 12月 19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并项英: 目前我们在

皖东只能求得有限度的发展,而大有希望的地区是江苏北部%%这是我们的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

力量向这方面发展。 ∃并就经营苏北提出了战略设想: 以依据豫东、皖东北雪枫、爱萍地区向苏北

地区发展为最好,并可取得与山东联系% %我们在淮阴以北发展, 立定脚跟后,即可向南发展,即可

配合七、八团及江南部队向东、向北。 &这是对发展华中战略进行的重大调整。刘少奇的报告引起

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12月 17日, 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项英: 在华中方面, 以淮北之皖苏地

区为主要发展方向% %在淮河以南地区则在巩固原有武装及阵地外,绝不放松一切机会去求发

展。∗对刘少奇提出的战略设想进行了修正与补充, 使之进一步完善。

这一时期,新四军领导人陆续派出部队渡江北上。11月中旬,张道庸 (陶勇 )带领一个营的兵

力帮助苏鲁皖边游击总指挥李明扬运送弹药北渡长江, 这是新四军主力第一次渡江北上。 12月 2

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 已命令江抗一个团 (老六团 )及四团与管部各一营由叶飞、张道庸率领由

扬中过江% % + !粟裕回忆录 ∀这样强调: 到此时为止, 江南敌后我军已有数支主力部队到达苏

北,控制了长江渡口, 造成了我军足跨长江两岸,随时可以发展苏北的有利态势。 ,

为了尽快打开局面,中共中央催促新四军领导人抽调更多的主力部队过江。 12月 27日,中共中

央书记处致电项英: 皖南方面抽调一部分干部,要武装过江北,发展和巩固津浦南段地区 ; 陈毅方

面抽调有力部队过江,发展扬州以东。并且耐心地劝说: 这样, 才能使在将来极不利局面下,有在江

北及皖、浙、赣三省边界的两条路。你们应坚决执行这一计划。 − 1940年 1月 4日,刘少奇致电项英

并报中央,提出从江南抽调两个主力团到江北。 14日, 项英告诉刘少奇: 你的指示确难遵循 , 拒

绝了刘少奇的要求。1 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并要求 转东南局各同志 (这是前所未有

的 ) : 新四军退路有二: 一为皖北、苏北; 一为皖、浙、赣、闽交界地区。现在两条退路都要准备

% % 2 ; 皖南既不能再调部队到皖北,我们同意不再调% %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 。

同时决定: 四、五支队归中原局指挥%% 新四军四、五支队指挥关系的调整,对于发展华中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 1月 29日, 毛泽东致电项英、叶挺: 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 但仍非

力争江北不可。  尽管中共中央一再催促, 除了 1940年 1月 日寇进袭扬中, 管部驻镇江之一部即

渡江增援,十一日,扬中失陷,交通被日阻隔,该部即留北岸 !外,新四军始终未能抽调部队过江。

由于项英不愿意抽调更多的主力部队过江, 3月 19日, 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 要求华北

八路军准备 3个团以上的主力部队南下华中, 这是刘少奇首次提出八路军南下帮助新四军发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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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3月 29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项英: 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 在此线以东地区,

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先肃清地方顽固派%%对韩德勤部在有利有理条件下%%坚决消灭之。

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同时又一次强调: 陈毅部队立即应当

向苏北发展。 #该电下达标志着毛泽东已经把发展华中作为新四军、八路军的共同使命。 4月 1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正式规定: 我八路军有抽调足够力量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打退反动进

攻、建设新的伟大根据地之任务%%第一期,须有一个主力团, 以急行军于一个月内到达皖东。第

二期, 为三四四旅,须于两个月内到达淮河附近。第三期,须有相当兵力 (不少于一万五千人 )于三

个月内外,到达扬州附近。一、二、三期兵力总数,共须四万至五万, 方能完成此紧急伟大任务。 ∃

计划调动的八路军人数远远超过新四军的总数,并且打算重兵直抵长江北岸的扬州, 意味着毛泽东

实际上已经考虑把发展华中的主要任务交给八路军。

新四军在江北的发展,引起了蒋介石的忧虑。蒋介石屡次发出电令, 要求新四军 将江北部队

全数移至江南服行作战任务,不得故意延宕,否则以违抗命令破坏抗战论罪 。& 4月 14日,项英致

电中共中央: 就江南现有力量%%在大变中不能支持局面% %是否目前可允许江北部队南调

% % ∗4月 16日,项英再次致电中共中央: 以我估计, 江北部队不南调, 冲突仍不可避免,全国局

势日益恶化, 我主张将近调江北之叶、张两团全部急返江南, 以应大事变。 + 4月 18日,毛泽东回

电: 叶、张两团以留在江北为宜,你们将来的主要阵地有移至江北之可能。 ,4月 20日, 中共中央

明确否定了项英的要求,同时决定: 叶、张两团及苏北全部暂归中原局指挥,部队调动应当依照中

央的电令。 −说明中共中央已经对项英的行为很不满意。项英感到很委屈,收到指示立即回电,要

求将叶飞部调回: 叶部再坚请调回江南% % ,同时抱怨: 对部队部署, 事实上我只能负皖南之

责,因我之意见事实上也不为人所重视,不过等于空话而已。目前正要陈支设法与中央通电,军部

仅为一独立支队,不过对外是代表全军应付而已。 1 21日,陈毅、粟裕又致电中央: 在集中力量充

分发展苏南后,再向南可取苏浙皖边区之广大根据地%%我们坚主调叶、张两部回江南。 国民党

要江北部队南调,宜南调一部敷衍他,占得集中,完成和加强苏南发展之顺利。 2该电文表明陈毅、

粟裕坚持集中力量发展江南,而且打算向南发展。 4月 22日, 项英再度致电中共中央: 坚决要求

叶、张两团南调% % 可见,在新四军主力部队发展方向问题上,中共中央与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之

间的分歧是很严重的。

四

1940年 5月 4日,毛泽东给东南局发出指示: 不受国民党的限制, 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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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 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

上独立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指

示最后以前所未有的严厉语气强调: 以上策略指示, 经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 请东南局和军

分会诸同志讨论,传达于全党全军的全体干部,并坚决执行之。 ∃ 同日, 中共中央还致电项英、陈

毅: 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主力的发展方向%%在苏南、苏北广大敌人后方直至海边之数十个
县,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 速令叶飞在北岸扩大部队,建立政权, 不要顾虑顾祝同、韩德勤、李明

扬之反对。 &就在同一天,毛泽东、王稼祥还致电刘少奇: 严令叶飞定出详细计划, 立即动手在高

邮、泰县、泰兴、靖江等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放手发动群众, 发展党的组织。韩德勤如妨碍我发展,

须坚决消灭之。 ∗一天之内发出三个重要指示, 足以说明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彻底解决华中问题。

在力争江南新四军主力部队渡江北上的同时, 毛泽东督促八路军主力南下。毛泽东以极其严

肃的态度致电彭德怀等人: 不入华中不能生存 + ; 华中为最重要的生命线% %凡扬子江以北,淮

南路以东, 淮河以北, 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 大海以西, 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

地。,口气之坚决、时间限制之明确前所未有。说明此时的中共中央已经把发展华中地区作为最

主要的战略任务。为了加强统一行动, 毛泽东明确指出: 凡军事行动,统归朱彭两总及胡服同志

指挥之。一切具体部署,政治口号, 政权建设,发展计划及统一战线方针, 统由胡服负责% % −从

各个方面来说,这份电报都是与发展华中有关的极其重要的文献, 被编入 !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二
卷,标题为 !发展和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部署及策略∀,时间为 1940年 4月 5日。值得注意的是,

该文与 !新四军∋文献 ∀中的 !毛泽东、王稼祥关于二四四旅与彭吴支队应该继续南下致彭德怀等

电 ∀内容完全一致,只是后者时间为 1940年 5月 5日。可以肯定, 二者实际是同一电文。电文落款

时间为 微酉 。 微 为韵目代日,指 5日 ; 酉 为地支代时,指 17时 . 19时 。可见, 5日是没

有疑问的。究竟是 4月? 还是 5月? 请看落款同样为 微酉 的毛泽东、王稼祥的致刘少奇电文:

黄克诚率三四四旅已至濮阳, 已令其略加休整即南下%%吴彭支队尚在徐州未动%%三四四旅
及彭吴支队统由你和克诚指挥之。1黄克诚率部南下的出发时间为 4月 20日,由此可以推断这份

关于指挥关系的电报时间应该是 5月 5日。而致彭德怀等人电报有如下内容: 黄率三四四旅在现

地休整%%听胡服意见部署兵力,布置工作。彭吴支队亦听胡服、克诚意见,向苏北出动, 从徐州附

近逐步南进%% 2两份电报内容相互衔接,应该是同时发出的。由此可以断定: 致彭德怀等人电

文的时间应该是 5月 5日, !毛泽东军事文集∀所注时间有误。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以三四四旅为主体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在黄克诚的率领下与彭雪峰率领的

新四军第六支队汇合。彭吴支队也迅速南下苏皖边区,与先期到达的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

击支队汇合,开展游击战争。与此同时,韩德勤加紧准备消灭江北新四军,冷欣则密谋消灭江南新

四军, 陈毅面临很大的压力。5月 19日,陈毅请求中共中央: 苏北以二千兵力南移应请批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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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6日,中共中央表示: 苏北管、叶、张、梁四部主力, 仍应留在苏北发展,但可酌抽一部加强苏

南。 #实际上否定了陈毅的请求。 6月 6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 目前我应首先向东发展,向西防

御,集中力量打击韩德勤, 大体解决苏北之任务,以后集中主力向西解决皖东、皖东北问题。 ∃这是

刘少奇对发展华中战略进行的新的调整。由于江南、江北新四军同时遭到冷欣、韩德勤进攻,皖南

主力东进无望,叶飞、陶勇等部又不能南调, 1940年 6月 15日,陈毅致电中共中央: 一切应付已到

穷尽之时,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失%%我决心布置移往苏北。 &关于陈毅率领江南新

四军主力北渡,项英这样向中央报告: 大桥管部被围攻告急%%不得已陈部始有一部北渡增援管

部。∗可见,江南新四军主力北渡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7月 8日,粟裕率领新四军江南指

挥部及第二团、新六团等部,经过扬中地区北渡长江,到达江都塘头地区, 与先期到达的挺进纵队、

苏皖支队会合。 7月 14日,陈毅致电新四军军部: 江北主力, 业已集结江都东北地区, 共约八千

人。 整个江苏的行动方针是:江南取守势,江北取攻势。将来苏北问题解决,再移兵南渡。 +该电

文标志着陈毅已经接受了中共中央及中原局关于发展华中的策略。

为了确保迅速打开华中局面, 6月 22日,刘少奇就统一长江以北军事指挥问题致电毛泽东:

关于华中部队统一指挥问题% %请中央迅速解决。目前华中部队已不少, 均分散各处, 且已取得

地区, 唯将来在战略上战役上均需配合行动% % ,这样, 在刘少奇的具体部署下, 新四军彻底打败

了韩军,先后开辟了大桥、黄桥、如泰靖、通如海启、兴化、东台、兴东泰抗日游击根据地。此外,在八

路军配合下,新四军还先后开辟了淮海、盐阜、豫皖苏、皖东北、邳睢铜抗日游击根据地。在这些游

击根据地的基础上,形成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皖江、鄂豫边等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发展华中的

任务终于得以彻底完成。

综上所述,新四军发展华中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由于新四军领导人对 华中 重视不

够,由于中共中央把主要精力放在华北敌后,也由于战略判断的失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发展华

中 所取得的成效十分有限。周恩来的皖南之行对新四军发展江南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对 发展华

中 也没有发生大的影响。 1939年底以后,中共中央下决心解决 华中 问题,但由于皖南、江南的

新四军面临强大的压力,加上新四军领导人有向南发展的意图,在发展华中,抽调主力部队问题上,

新四军领导人与中共中央存在严重分歧, 毛泽东一度打算以八路军为发展华中的主力。后来,为了

解救江北被围困的新四军,陈毅率领江南新四军主力渡江,新四军在刘少奇的组织下大规模东进,

中共中央 发展华中 的战略最终得以彻底执行。

(作者王建国,解放军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 )

(责任编辑:李仲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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