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皖南事变发生原因新探

童志强

内睿提要 从两岸档案史料综合分析可证，皖南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容不得新四军

在华中敌后迅速发展壮大。要求新四军于 1940 年 12 月底前北移和不准攻击兴化，是蒋介石划定

的两条底线。蒋介石确有围剿新四军的周密预案，但是并没有在茂林设直陷阱。顾祝同也只求新

四军渡过皖北。由于皖南新四军选择南走茂林的错误路线，又轻率地过平坦露行动目标，从而给第

三战区制造皖南事变提供了机会。皖南事变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无法回避的一页痛史。

关键词 蒋介石大溪档案 "微电"皖南事变 新四军北移路线

2010 年 4 月，笔者应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之邀，自费赴台作访问学者，得以有机会查

阅蒋介石大漠档案等有关资料，看到不少未经删改的与新四军和皖南事变有关的档案。中国的抗

日战争是在一国之中 3 种政权(国、共、伪)4 种军队(国、共、日、伪)并存的情况下进行的，其复杂性

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诸国所罕见。尽管国共两党结束了 10 年血拼，第二次合作携手共同抗

日，但由于貌合神离、各有所图，一个想借手合作溶解对方，一个想通过抗战壮大自己，由此决定了

在合作抗日的过程中大小磨擦不断发生。皖南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当局容不得新四军

在华中敌后迅速发展壮大，但是蒋介石、顾祝同、上官云相为什么在 1941 年 1 月 6 日这一天在皖南

茂林地区下令发动事变，则与皖南新四军的决策失误有直接的关系。本文试从两岸史料综合研究

分析着手，对皖南事变发生原因作新的探索，以就正于方家。文内所有资料引文，凡两岸共有者，均

用大陆出版物作注释，以方便读者查阅。

一 国民党确有制裁新四军的周密预案
" 

新四军成立之初，其江南部队归顾视同第三战区节制，江北部队归李宗仁第五战区节制。抗战

初期双方配合默契，关系融洽。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台北"国史馆"中，均保存大量国民党

表彰新四军"精忠报国"、"英勇杀敌"、"不胜钦佩"之类的嘉勉电文。诚如陈毅所言"上峰前后嘉奖

电文数十余通〉即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亦俯首帖耳，甘拜下风，屡电驰贺者再，此固事实之昭然，非可

以浮词粉饰者也。"

然而蜜月短暂，好景不长，随着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从 1939 年夏天开始，在其内部文电中逐渐

出现对新四军"制裁"飞、"剿办"飞、"以遏乱萌"等用语。 1940 年夏天，华中磨擦日趋紧张，重庆军委会

办公厅为避免出现制裁新四军时宣传方面的被动，建议"对该军奖勉电文宜减少，措词亦酌量慎重，

① 陈毅:((论皖南事变及新四军的态度>>.<<江淮日报>>1941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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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被假借扩大宣传"。①从此以后再也不见对新四军的任何嘉奖。

国民党之所以停止内战，承认国共第二次合作，固然是由于日军大举侵华、寇亟祸深，民众抗日

呼声日隆之形势所迫，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用蒋介石本人后来的懊丧话说，是"自信太过"。②自信

什么呢?自信能借国共合作寻机吞并共产党。蒋介石曾公开向中共领导人表示"我的责任是将共

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

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咱孰料经过两年多抗战，中共领导的敌后武装不仅没有被消灭或削弱，反而

越发壮大了，八路军、新四军由成立时的 5 万余人发展到 50 万之众，这是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

到的。

武汉失守以后，在日本的诱降和英美的劝降论调影响下，国民党阵营内部的妥协投降逆流逐步

抬头。在得到偏安西南的喘息机会后，蒋介石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中共及其敌后抗日根据地，正如

他 1939 年 1 月 6 日日记所述"目前急患不在敌寇，第一在共党之到处发展，其次则在沦陷区游击

队之纷乱。"④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和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所谓处理异党活动办法的反共秘

密文件，从政治限共发展到军事限共，在华北磨擦被八路军粉碎之后，转而将磨擦重心由华北转移

到华中。

华中新四军尽管发展迅速，但是饷弹两缺，且分散于大江南北、淮河之滨，处于日伪军和国民党

军队分割包围之中。为此，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经过深思熟虑，几次向延安建议派八路军主

力越陇海路南下，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合力开辟苏北敌后，以打开华中局面，达成中共六届六中全

会确定的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 1940 年 3 月 21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八路军增援华中的指示。⑤

绝非巧合，就在延安下令八路军增援华中的次日，3 月 22 日，在蒋介石、何应钦主持下，军令部制订

了《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该方案在第一部分"方

针"中明确"国军以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异党之目的，以李品仙、韩德勤各集

团之一部，进出于淮南路以东及洪泽湖以南地区，以李仙洲军(附骑兵一师〉与韩德勤部之一部，进

出于淮河以北地区，将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务须截断新四军

与十八集团军南北连系。预期于 6 月中旬以前肃清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势力"。从该方案的

第二部分"部署概要"中可看出，国民党为达此目的，拟出动的正规部队计有:第二十一集团军李品

仙部(至少一个师)、鲁苏战区韩德勤部第八十九军及苏鲁皖边游击总指挥李明扬部、第九十二军李

仙洲部(另附第一战区骑二军骑一师何柱国部)以及各进剿地区内之地方游击团队。⑥

军令部拟定的这-方案，企图在 3 个月内"剿灭"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如剿灭不成，

最低限度也要将其压迫于长江以南，然后再作"有效之处置"。该方案一旦实施，势必挑起国共之间

在华中地区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为便于保密、掩人耳目，何应钦在方案原稿上将"异党"、"异军"、

"新四军"一律改为"伪组织"、"伪军"。蒋介石对方案也作了多处亲笔批示。在"方针"部分，蒋批

示"此用正式作战、用大规模进剿办法必难奏效。应以政治工作为主，再配属正规军特种训练多数

之小部队，须纪律最严明，政治知识最充实之官兵编组之，如此进剿，方能有效也。"在"部署概要"部

分，蒋氏认为"此项恐不能实施，在淮海以北地区，如用正规军与之斗争，不能奏效，或反吃亏。"在

① 《新四军参考资料(2月，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06 页.

②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57 年版，第 238 页。

③ 陈绍禹致中共中央电(1938 年 12 月 23 日) ，北京中央档案馆藏。

@ 蒋介石:((困勉记))1939 年 1 月 6 日，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⑤ 《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76 页。

⑥ 《新四军参考资料(2月，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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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部分，蒋又对进剿时间过长提出异议"此种进剿不可用长期计划，只要侦察准备时间充分，

若一开始动作，最多不能过半月，必须用最迅速移动与之一网打尽。如果半月时间未能奏效，则可

暂时向安全地区集中，作第二期进剿办法方为妥当。整个正规军在淮河以北地区防剿至半月以上，

即使伪军不能阻碍我行动，而倭寇亦将乘机来攻也。叼可见在国共和日伪三角斗争错综复杂的华

中敌后地区，蒋介石对上述"进剿方案"能否顺利实施并不十分乐观，事实上，直到皖南事变发生，由

于种种原因，这个方案尽管几经修正，但终究还是没有能够如愿实施。

为防止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北渡，第三战区也有"制裁"江南新四军之预案。 1940 年 2 月 27 日，

蒋介石向顾祝同发出手令"上饶顾长官:第三战区内之新四军以及共党之行动，应严密注意防范。

如真有越轨行动，应不稍留情，从严制裁。"②4 月 2 日，顾电复蒋，提出了"预防并准备制裁"江南新

四军的三项办法:一、第五十二师应抽集、控置至少两个团兵力，准备对付该军主力，以捣毁扑灭其

泾县附近根据地为主目的，并牵制其北渡，钳制其活动，即预为必要准备，随时严密戒备，免为所乘。

二、第一四四师必要时由绩溪进驻班德，预密为制裁之准备。兰、电冷副总指挥及另派员，确探其是

否遵命南渡，并设法牵制其北渡或向南陵方面转移。顾祝同在最后特地请示"上三项除伤遵照妥

密准备外，必要时拟断然予以制裁，以遏乱萌。可否之处，谨电鉴核示遵。"③蒋介石很快批准了顾

的预案，于 4 月 5 日复电"查所拟三项办法尚属可行，仰切实督令遵照，并将实施情报续报。"④这

是迄今查到最早出现顾祝同与蒋介石密谋部署军队"制裁"泾县新四军军部和皖南主力的档案实

证。后因 1940 年夏国共双方重开谈判，此案遂被搁置。但是蒋、顾图谋皖南新四军的企图却从未

放弃。 9 月 11 日，顾祝同致电蒋介石，请示对皖南新四军"可否立即紧急处置"? 9 月 30 日，蒋介石

向顾祝同发出手谕"特急，上饶，第三战区顾长官:对于长江南岸之新四军可照前批复之准备一切，

但暂取包围监视之态势，待命再行。因现正与共党商讨黄河以南各该部队限期集合于河北也。如

洽商不成，再行解决可也。"⑤11 月 4 日，蒋又对顾发出于谕授其机宜"顾长官，如对江南新四军行

动时，应须事前充分准备与详细侦察其内情，并须派优良有力军队担此任务，不可随便行动，反为所

乘，则事后更难收拾矣。务希十分慎密为要。"⑥顾视同心领神会，雷厉风行，授意上官云相从对日

前线调来重兵，步步向泾县云岭方向布阵紧逼，并加派联络参谋闻援到云岭刺探新四军军部动向。

1940 年 11 月 14 日，军令部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上报蒋介石，拟调动兰、五战区和

鲁苏战区各部总计 30 万兵力，分期分区域进剿华中八路军新四军。蒋介石在 12 月 7 日批示"此

部署与计划可照办，但时期当略展缓，须待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故本计划可暂缓下令。叼根据

蒋、顾迭次指示精神和要领，上官云相主持集团军参谋处于 12 月 29 日拟定《第三十二集团军进剿

匪军计划))，和进剿皖南新四军的部队分成左右两翼，由第二十五军军长张文清任右翼军指挥官，第
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刘雨卿任左翼军指挥官，命令新七师、四十师、五十二师、一0八师、一四四

师、一四五师于 12 月 31 日以前秘密推进至泾县、青阳、南陵一线构筑工事，另调第六十二师和七十

九师置于太平、石台、班德一线作预备队保持机动。其作战要领是"攻击开始后，两翼军协力先进

出南陵、戴家会、峡山口之线，尔后向北压迫，务于长江南岸歼灭之。"总的方针是"于苏南方面对敌

① 《新四军参考资料(2门，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75 页。

② 蒋介石致顾祝同电(1940 年 2 月 27 日) ，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③ 《新四军参考资料(2门，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80 页。

④ 《新四军参考资料(2门，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80 页。

⑤ 蒋介石致顾祝同电0940 年 9 月 30 日) ，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⑥ 蒋介石致顾祝同电0940 年 11 月 4 日) ，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⑦ 《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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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及匪军采取守势，以主力逐步构筑确堡，稳进稳打，摧破皖南方面匪巢，务求彻底肃清。"该作战计

划特别注明"进剿开始时日另有命令"。①

综上所述，可见国民党在皖南事变发生之前，确实有在大江南北"肃清"、"剿灭"新四军的预案，

只是对在何时何地动手，显得非常谨慎，其发令枪始终牢牢地握在蒋介石的手中。

二蒋介石的两条底线

抗日战争进人相持阶段以后，为了达到独占华中敌后的目的，蒋介石先是于 1939 年 9 月命令

江北新四军全部调回江南，②遭到中共拒绝;后又接受白崇禧献策③，于 1940 年 7 月提出"中央提示

案"命令大江南北的中共武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 1940 年夏天，周恩来往返于延安与重庆，与蒋

介石、何应钦、白崇禧进行讨价还价的艰苦谈判。此时国际形势发生突变。 9 月 27 日，德意日 3 国

公开结成法西斯同盟，霸占全球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英美苏极力拉拢中国，许以武器、贷款、开放

滇缅公路等实惠，想利用中国战场拖住日本不使其南下或北上;日本为了腾出兵力攫取东南亚丰富

的战略资源，也加紧对蒋介石诱降。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使蒋介石身价陡涨，从而认为这是向中

共施压迫其撒到黄河以北的最佳时机。

10 月 1 日，重庆军委会召开会议"讨论共党问题"由何应钦介绍中共提出的谈判条件并商讨

对策。因公远在兰州的自崇禧专门来电坚持强硬立场，"主张明令宣布所商条件。如共党再不接

受，立即将其阻扰抗战、不遵命令罪恶予以公布 F 同时增强苏皖鲁兵力，并严令各省党政军加强组

织，力求团结扩大宣传"。④ 10 月 3 日，江苏省政府主席、鲁苏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德勤挟数万重兵向

黄桥地区发起进攻。陈毅、粟裕率苏北新四军 7000 余人，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之策，竟在黄桥

取得消灭韩军1. 1 万兵力的大胜。韩部被迫退守兴化、曹甸水网地区，一再向蒋、顾求援。在此背

景下，何应钦、白崇禧于 10 月 19 日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皑电"，"奉谕"将中央提示案正式抄

送，命令八路军、新四军之有关各部在电到 1 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

中共中央高层经多次开会研究对策，认为"陆电"是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式信号。

延安审时度势，决定江南部队北移以示让步，作为要国民党停止反共磨擦的交换条件。 11 月 9 日，

中共以朱、彭、叶、项名义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佳电"，宣布皖南新四军"遵命北移"。在此前后，新

四军军长叶挺与顾祝同、上官云相就北移时间、路线、后勤保障等具体事项进行多次商谈，叶挺提

出"请准由江苏长江南岸北渡(镇江岸靖江岸) ，皖南部队尽先移驻苏南之漂阳、漂水、宜兴、金坛 4

县为暂驻区，沾此逐步进人敌后北撞，务须在三、四个月内全部移毕。"⑤顾祝同则强调"该军应即遵
令将苏北、皖南部队北移。在皖南部队于 12 月 1 日务开始移动，其在苏北部队亦同时开始北移"

"该军在长江以南部队统限于本 29 年 12 月底全部渡过长江"。⑥叶挺是 11 月 11 日到上饶第兰战

区长官司令部向顾祝同提出上述要求的，顾的答复却很慎重，延至 11 月 18 日方以战区司令部参谋

处签呈作为备忘录形式交给叶挺，中间相隔有一星期之久。因该备忘录牵涉到新四军北移起止时

① 《新四军参考资料(2) ))，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84 页。

② 《新四军参考资料(2门，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57 页。

③《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柴，国民党党史委 1985 年版，第 225 页刊皖南事变资料选))，安徽人民

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99 页。

④ 《徐永昌日记))(1940 年 10 月 1 日)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1 年版。

⑤ 项英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电0940 年 11 月 11 日) ，北京中央档案馆藏。

⑤ 项英致毛泽东、朱德等电0940 年 11 月 18 日) ，北京中央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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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移动路线、渡江路线以及饷弹补充等众多问题，一贯行事谨慎的顾祝同不经请示蒋介石允准，绝

对不敢轻易拍板。 11 月 26 日，顾祝同才将上述战区参谋处的签呈作为正式命令下达给新四军执

行。蒋介石、顾祝同将皖南新四军北移截止时间从"陆电"规定的 11 月 19 日延迟到 12 月底，是对

中共作出的一种让步姿态，目的是想换取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悉数撒到黄河以北。

11 月 26 日，顾祝同在致上官"有辰电"中通告了新四军北移的起止时间"规定自 12 月东日起

开始移动、……统限 12 月底全部渡过长江。"①11 月 28 日，顾在致叶挺"俭辰电"中重申"该军北移

开拔时间，仍应遵照本部有辰扫召电指示，一面侦察，一面陆续开拔，务须如限北渡完毕。"②同一

日，顾在呈蒋的"俭巳电"中汇报他对叶挺请示延迟移动时间的答复"关于开拔时间，仍应遵照本部

有辰扫召电指示，一面陆续开拔，务须依限于本年 12 月底北开完毕。"③

在军令部次长刘斐同周恩来、叶剑英 11 月底至 12 月上旬的 3 次约谈中，均涉及到华中八路

军、新四军移动期限问题。 11 月 30 日，刘斐口头转达蒋介石关于北移展缓期限的命令如下"一、

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之十八集团军于本年 12 月底以前一律移至黄河以北;二、在江南之新四军于

本年 12 月底以前一律移至长江以北，至明年 1 月底止移至黄河以北服行任务。"周恩来当即表示:

"江南新四军调动问题，经与顾长官商谈，现正准备北渡，我保证可以办到。"12 月 8 日，刘斐又亲于

"奉交白、何两总长复朱、彭总副司令佳电电文一件，请周、叶两若妥为转交"。此即为何、白"齐电"

再次强调北撤限期。 12 月 9 日，刘斐又"奉命转交委座 9 日子启电令，即展缓移动之命令。此令曾

于 11 月 30 日由本人口头转达，因未见具体答复恐口无凭，特补发笔记命令，务请转达"。④从蒋介

石先让刘斐口头转达，后又补发笔记命令一事，可见他对八路军、新四军移动时间展缓一事是十分

认真和慎重的。可以认为， 12 月底的时间节点是蒋氏给中共的底线。

延安对此北移时间底线也有思想准备。 11 月 24 日，毛泽东致电叶、项"一、你们必须准备于

12 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二、希夷率→部分须立即出发;兰、一切问题须于 20 天内处理完毕"。⑤ 11

月 29 日，叶、项报告延安"我明天开始设兵站，由泾县至竹簧桥与二支队联络即运动资材及工作人

员"，同时表示"我们决心目前公开走苏南，兵力留后结集，大部密渡皖南(即由皖南密渡皖北一一

笔者) ，一切完毕仍在年底。"⑥次日延安即复电同意叶、项 29 日的布置，并指出"现在开始分批移

动， 12 月底移完不算太迟。"⑦从 12 月初起，皖南新四军非战斗人员及资材开始按顾祝同指定路线，

分批东移苏南。 12 月 11 日，刘少奇在苏北致电延安和叶、项"江南部队如需北移，望从速北移为

好。"③12 月 13 日，项英向延安报告说:北移消息已泄漏"无法保守秘密"，"敌与顽均在沿江增兵筑

工事"，"目前当很难求得迅速北渡"，又强调往苏南要经过日军封锁线，"情况更紧张"、"穿插甚不

易"，欲以"东发饷弹即不开动"为由拖延北移时间。⑨ 14 日，延安复电项英"移动时间蒋限 12 月底

移完，我们正交涉展期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⑩

① 《皖南事变文电选编(国民党部分吵，安徽省档案馆 1985 年版，第 26 页。

② 《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4 页。

③ 《新四军参考资料(2) >>，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59 页。

④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一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染，第 230-234 页。

⑤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15 页。该书在收录此电时鉴定发电日期为 12 月 24 日，有

误，准确日期为 11 月 24 日，详见笔者《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两则文电正误>>，载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l984 年第 2 期。

⑥ 《新四军文献(2) >>，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6 页。

⑦ 《新四军文献(2门，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0 页。

⑧ 刘少奇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挺、项英电(1940 年 12 月 11 日) ，北京中央档案馆藏。

⑨ 《新四军文献(2门，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4 页。

⑩ 《新四军文献(2门，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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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另一条底线是不准进攻苏北兴化。兴化乃韩德勤的江苏省政府战时省会所在地。黄

桥兵败以后，韩德勤将部队收缩至兴化、曹甸水网地带，重整旗鼓，确保兴化安全。倘若把华中国共

力量的布局比作围棋的话，那么，到 1940 年秋天，国民党在苏北的韩德勤部和中共在皖南的新四军

军部，就成为华中棋局上的两块还没有做活的孤棋。双方斗智斗勇，犹如揪抨对局一样，你在自方

破我的空，我就在黑方点你的眼，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关键全在棋手对整盘棋的全局判断和算

计能力。

蒋介石、顾祝同对孤悬苏北之韩部的关切，绝不稍逊于延安对孤悬皖南之新四军的担忧。 11

月中旬，鲁苏战区东北军一一二师霍守义部奉命越陇海路南下，以"武装调停摩擦"为由，增援韩德

勤。 11 月 29 日，为阻断东北军与再德勤的联系，苏北新四军、八路军发起旨在"消灭省韩主力"的

曹甸战役。 11 月 30 日，韩德勤向蒋介石、何应钦告急"我军疲敝之余，饷弹奇缺，长久消耗，断难

维持。拟令八十九军主力及霍守义、李明扬、陈泰运各部分向盐城、海安出击，作死中求生之计。务

恳钧座顾念苏北大局，速调大军驰援，并即日派机送款接济，以挽危局。"①这份电报收译后，送到何

应钦办公桌上，已是 12 月 3 日，不乏战略头脑的何应钦阅后，立即把苏北战事与皖南新四军北移联

系起来，遂提笔在此件上批道"可令汤恩伯东进，但仍恐缓不济急。故对在江南之新四军不准由镇

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若江北异

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本案请照上意速签皇委座核示。"②军令

部不敢怠慢，徐永昌立即在次日拟出签呈上报蒋介石，获蒋批准。 12 月 7 日，蒋又正式批准军令部

上月 14 日上报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考虑到还没有到年底北移的限定时间，蒋氏在该

文件上批示"此部署与计划可照办，但时期当略展缓，须等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故本计划可暂

缓下令。"③12 月 10 日，徐永昌报告蒋介石，认为"现在距 12 月 31 日之时期不久，该军是否能遵命

北渡长江尚成问题。此时似应即时下令第三战区妥为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攻击兴化，或届时

(12 月 3贝1 日)尚未遵令北移，应即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

正是在 12 月 10 日这一天，蒋介石接受了何应钦、徐永昌的献策，向顾祝同发出特急电报:

"气(一)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

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攘，或由该长官另予规定路线亦可。(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

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 12 月 31 日止)该军仍不

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⑤

由此可见，命令江南新四军于 1940 年 12 月底之前北渡长江、 1941 年 1 月底之前移到黄河以

北，是蒋介石划定的一条时间底线，而不准攻击兴化以保全国民党在江苏的行政权力是蒋介石划定

的另一条地域底线。为此，国民党军队业已制定了在大江南北扫荡中共武装的周密预案。同样，延

安深知踏破这两条底线会产生的严重后果，因此一再要求皖南新四军在 12 月底之前渡江，也一再

阻止陈、粟进攻兴化。毕竟蒋氏当时还是抗战领袖，八路军、新四军名义上还要受国民政府军委会

节制。当然，中共不可能惟命是从地让出华中。毛泽东深知"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

限死黄河以北不人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⑥之所以决定皖南新四军北移，是因为军

① 《新四军参考资料(2门，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42 页。

② 《新四军参考资料(2门，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41 页。

③ 《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14 页。

④ 《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15 页。

⑤ 《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13 页。

⑥ 《新四军文献。沙，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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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局处泾县山区弹丸之地，如羊在虎口，原本就令其北撤与江北部队合并，现国民党要求北移，正好

就汤下面，顺水推舟，以让步的姿态争取民众和中间势力的同情，延缓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但是，

历时 18 天的曹甸战役未取得预期效果，颇出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意料。曹甸一战，攻而不下，使蒋介

石、顾视同认为韩德勤在苏北仍有余勇可贾，因而在皖南发动事变无须投鼠忌器。其直接后果则是

蒋、顾命令皖南新四军改道北移。

三扑朔迷离各具心怀

12 月 14 日，顾祝同秉承蒋介石旨意，发出致叶挺、项英"寒午电"以"经过苏南不免迟缓"为

由，命令皖南新四军"应以主力就近北渡皖北"。①

此时皖南军部对究竟走苏南还是走皖北，还是留下不走坚持皖南阵地，尚在犹豫动摇之中，现

顾祝同要求改变北移路线，正好可藉此为由要求补发饷弹及展缓北移日期。 12 月 23 日叶挺发出

致蒋、何、白"梗电气提出因改道引出的困难:一是按原计划从苏南北移的兵站线已敷设，"军食亦已

预置该线，如不经苏南则兵站线之转移又需费时日"二是铜陵、繁昌沿江敌伪据点增兵，江面上炮

舰梭巡，船只不易过江，"一经暴露，则获港敌舰瞬息可至，即抵江岸亦无法登舟，此则殊堪顾虑，不

得不策万全"三是据报江北桂军已有两个师开到庐江、无为，正在姚沟、襄安各地沿岸构筑工事，

"而姚沟、襄安各口，职部如渡江，又皆为登岸处，即令职部能通过封锁安全登舟，而亦不为敌舰所

阻，但北岸情况如此亦无法上陆"四是大军开行支用浩繁，至今只领到顾长官批发的五万元，实感

不足，"至请领弹药则迄未承确示究竟数目与何时批发"。电文在申述以上苦衷之后，向蒋、何、白提

出"不得不再为读请"的 3 点合理要求=一是要求延缓渡江限期。由于渡江路线前定苏南，现改北渡

皖北，部队经常费、临时费及弹药等补给"转折周章，至今尚无眉目，而冬服缝制、伤病处理现始稍有

端绪，而被口侦察、船只征集须从新着手"，"江南之敌情紧张、通过不易，尤以江北友军意存不友，影

响职部行动莫此为甚"，"职部本欲求速，傅如期完成北移任务，但以此形隔势阻，不得不申请展期一

月限期，尽速遵命北移"二是要求皖北桂军后撤让道"傅职部北渡有上岸之地，并请划定皖北庐

江境为职军临时结集境地(因渡江非一次可以渡完) ，并请指定庐江、六安以北之路线，庶足以防

止与皖北友军无谓之误会与冲突"三是要求补发饷弹。"经临各费及弹药等，恳仍准照各电所

请，赐发三十年度一月份、二月份经费及临时费三十五万元(除已发五万元外) ，弹药按步兵五十

万发"。②通读电文，其核心内容是 z 我原已安排好从苏南北移，现在上峰突然临时决定改道皖

北，我来不乓准备，所以要求展缓一个月时间，同时要求皖北桂军让道，并补充饷弹。可谓字字

有据，句句在理。

事隔一日，叶挺、项英又于 12 月 25 日联名发出呈蒋、何、白"有电"，再次秉报原已按照顾长官

规定从苏南北进并已积极布置，分批实施，后于本月 14 日忽又奉命改道就近北渡皖北，"其间执行

经过并因困难，均已先后电呈在案"。但皖北友军云集，声言截墙，南岸敌寇叉封锁道路。现正准备

待命出发，但上峰对于一切请求则概行推语。"即何总参谋长批发开拔费两万元、补发冬服代金二

万五千元、顾长官批发临时费五万元，以如此笼缝之数，到局请领，亦遭拒绝未获领下，弹药犹未批

发一粒。文电复往哀求吁请，仅发出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经常费而已"。电文最后明确表态"现职

军各部队整装待发，无稍瞻顾，请即令皖北友军向后撤让，补给请示慨予照发，如此则明令朝颁，则

① 叶挺致蒋介石、何应钦、自崇禧电(1940 年 12 月 23 日) ，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② 叶挺致蒋介石、何应钦、自崇禧电(1940 年 12 月 23 日) ，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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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伍夕出。今进退维谷，因敢自诉，急不择言，幸谅有之。"

如果说"梗电"的基调是"恳请"是"诉苦"，那么"有电"则是据理力争，软中有硬，含有不发饷弹

即不开动的意思。据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在皖南事变突围出来后给延安的报告中说，这似乎是叶

挺的想法"叶希夷始终想得点子弹，后来闹僵。战区则非行动后才发子弹，而叶则非子弹到手后才

走。虽中央电到，谓得到战区的子弹与饷款只能认为是例外，叶笑语说‘不留一点情(指顾祝同) ，就

发一万也是好的。"②

以上发给蒋、何、白的两通电报，按律都同时发给顾祝同。顾祝同于 12 月 28 日致电蒋介石，在

转述叶、项要求的同时，从催促皖南新四军尽快北移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查该军北渡限期仅余

三日，以前由战区批发之临时费五万元现在尚未奉领，可否再准展期半月，再增发临时费五万元，并

令皖北部队稍予后让之处，乞迅赐核，至请发弹药一部，拟侯其半数渡江以后再予酌发，当否，并乞

鉴核。"③看来，叶、项两通电报对顾祝同多少还是起了作用，至少在北移时间展缓问题上有了松动。

在皖南军部，项英于 12 月 28 日主持召开军分会讨论北移有关事项，最后决定"皖南部队全部

以战备姿态，绕道经茂林、兰模、班德(沿天目山脚)、宁国、郎溪达漂阳待机北渡"。④这条南下茂林

绕道东移的路线并非顾祝同所指定，事先也没有请示过延安。当天晚上，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到作战

科传达军分会决定，参谋们均感突然，"因为这个行动方案从来没有研究与讨论过" "我们连这些地

区的地图也没有，只好临时油印地图发给部队"。作战参谋叶超回忆说"司令部原来对北渡的两个

行动方案，做了将近两个月的准备，由于改变方向，都用不上了，临走时把这些材料烧了一大堆，真

是前功尽弃。"⑤12 月 30 日，毛泽东、朱德电叶、项，转告周恩来对北移路线的意见"皖北让路，蒋虽

口头答应，但让出巢、元、和、含四县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

并表示"同意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⑥从此电可证，到 12 月 30 日延安还未得到皖南新四军

分会 28 日已经决定从苏南走的信息。

12 月 25 日圣诞节，蒋介石以 4 年前在西安事变中共过患难为由接见周恩来，在晤谈中涉及皖

南新四军北移时，蒋对周说"你们过，从皖北→样过，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

会妨碍你们通过(周注:靠不住)。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兵。"⑦对此，蒋在

当天日记中写道"一面准备军事，一面仍主政治方法解决，不使全面破裂。"③

将近年底，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人也加紧了动作。 12 月中旬，在顾祝同严令催促下，

上饶到重庆之间长途载波电话限期开通。从此顾祝同可与重庆直接通话。下旬，顾派其参谋处长

岳星明赶赴徽州，在师长以上军官会议上传达"顾长官有指示，新四军如果北撤，我们要‘掩护'好;

如果‘南窜'，我们务要堵止住"并宣布所有皖南部队均由上官云相负责统一指挥。⑨上官随即布

置集团军参谋处于 12 月 29 日制订出《第三十二集团军围歼匪军计划))，对皖南新四军待命进剿。

12 月 30 日，顾祝同电复叶、项，再次否定皖南新四军主力仍从苏南北渡的请求，但"准以一个

① 叶挺、项英致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电(1940 年 12 月 25 日) ，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② 《李一氓皖南事变报告之四))(1941 年 3 月 20 日) ，北京中央档案馆藏。

③ 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40 年 12 月 28 日) ，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④ 《新四军文献(2门，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23 页。

⑤ 叶超:((回忆皖南事变的经过))，((皖南事变回忆录》安徽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 页。

⑥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25 页。

⑦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22 页。

⑧ 蒋介石:((困勉记))1940 年 12 月 25 日，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⑨ 《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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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取道苏南北渡叼，同时按叶、项要求致电皖北李品仙，请其为新四军北渡划定登陆地点、临时集

结地和渡江以后的北移路线。李品仙于 31 日电复顾祝同，答应指定"(一)、黑沙洲至姚沟为该军登

陆地点; (二)姚沟至无为以东地区为该军临时集结地点;(兰)由集结地点沿长江北岸东下，经和县

南、浦口、津浦路东为该军北移路线，但应连续集结，不得借故逗留"。顾祝同接电后即转报叶挺。②

从李品仙划定的这条北移路线看，他拒绝了叶挺在致蒋、何、白"梗电"中提出的以庐江为集结地，以

庐江、六安为北移路线的要求，因为江北淮南路西为第五战区势力范围，而庐江、六安一线是桂军的

核心地盘，桂系当然害怕新四军染指。李品仙指定新四军沿长江北岸东下不准逗留，最终到达津浦

路东江苏长江以北地区，目的是让韩德勤去对付新四军这块硬骨头，从中亦可看出蒋桂之间复杂而

微妙的关系，他们之间互相利用、互有戒备，居心巨测，并非铁板一块。

12 月 31 日傍晚，第三战区驻新四军联络参谋陈淡如奉上官云相指示，赴云岭与叶挺续商部队

北移事宜。当晚双方拟商办法如下:甲、江南部队北渡后临时集结地区及续向北移路线请速电中央

核准。乙、关于经费弹药补给，一、拟请一次发给经临费二十万元，凡军政部及本部先后核准之临时

费共七万元、及一月份应领之经常费均包括在内;二、拟请发给一次步机弹共十万发，先开一部给领

一部，续开续发，分三批给领，至开拔完毕为止;三、此外不得再作新要求。丙，开拔限期以迅速北渡

为主，不得藉故迁延，至迟以一月底为限。因事关重大，授权有限，陈淡如答应将以上他和叶挺共同

拟定之办法转呈上峰核准。此次磋商，给陈淡如总的感觉是"叶挺极诚恳"，"颇具盛意，一再嘱职请

求钩座谅其苦衷，得使江南部队顺利北调" "对于北调命令已有决心奉行"。③其实军分会在 28 日

早已决定南走茂林，叶挺为了保密起见，不得不虚与委蛇，也不排除在走之前经陈淡如之手领得若

干饷弹的意思。蒙在鼓里的陈谈如见达成使命，高高兴兴地于次日一早离开云岭回去复命，并答应

一二天内返回。

波诡云诵的 1940 年终于过去了。在 1941 年元旦到来的时候，谁也未曾想到，几天之后会在安

徽泾县茂林地区发生兄弟阅墙的惨烈内战。

1941 年 1 月 1 日晚，陈淡如将昨天与叶挺洽谈北移事项及达成办法以"东戌电"上报上饶顾祝

同，请示"所拟是否有当，乞迅指示" 2 日晚，顾祝同向蒋介石发去"冬戌电"转报陈淡如"东戌

电"，并秉报自己的处理意见:查所拟甲项，已据李主席品仙世亥复电，指定黑沙洲至姚沟为该军登

陆地点，姚沟至无为以东地区为该军临时集结地点，由集结地点沿长江北岸东下经和县南、浦口、津

浦路东为该军北移路线，经转知叶军长在案;乙，关于经费部分，所请二十万，既包括一月份经常费

在内，仍可照发，弹药拟即先发步机弹十万发，余分批具领;对于丙项北渡时间"以一月底为限"的要

求，顾祝同与陈淡如一样，因兹事重大，不敢擅定，请示蒋介石"是否可行，敬乞核示抵遵"。④可见

只要同意北攘，顾祝同直到 1 月 2 日晚上还是可以考虑先发部分经费和弹药给新四军。

蒋介石看到顾祝同"冬戌电"时间当在 1 月 3 日上午，他发觉李品仙指定的"沿长江北岸东下"

的北移路线，仍是要将新四军引向苏北，一定大为恼火，立即于 3 日午后直接向叶挺发出"江未电"，

命令皖南新四军过江后在安徽境内直接向北移动渡黄河。此电口气极为急迫"限即到，泾县，新四

军叶军长挺z梗、有电均悉， (一)该军应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帷

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沿途已令各军掩护; (二)所请补给，侠达到指定地点即

① 《皖南事变文电选编(国民党部分门，安徽省档案馆 1985 年版，第 87 页。

② 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41 年 1 月 2 日) .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③ 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41 年 1 月 2 日) .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④ 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41 年 1 月 2 日) .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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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核发。除分令顾长官知照外，仰即遵照。咱蒋介石不愧老谋深算，一纸命令既修正了李品仙指定

的北移路线，又否定了顾祝同先发二十万经费和十万发子弹的意见，由于此电直发叶挺，也彻底打

消了叶挺在北移前多少争取一点饷弹的幻想。

此时，蒋介石、顾祝同、上宫云相从各种渠道获悉的关于皖南新四军动向似是而非、亦是亦非的

情报，使他们对该部是否会直渡皖北产生了疑虑。 1 月 2 日，顾祝同电呈蒋介石"江南方面，新四

军在十二月间由皖南北渡者约五千人，由苏南北渡者约三千，主力似仍在原地构筑工事。"②同一

日，顾祝同收到陈淡如刺探到的情报"据密报，延安方面近对该军指示:→、北调事应贯彻佳电精

神;二、所需经费弹药毋得过高要求，免激起不幸事件 P兰、以主力通过苏南增援苏北，余由皖南北

渡。"③陈淡如能刺探到如此机密的延安来电，可谓神通不小。这里不排斥云岭有其卧底的可能。 1

月 3 日，顾祝同收到上官云相的情报"新四军主力最近移驻章家渡、中村一带，麻坑岭驻兵二连，警

戒极严，并赶筑工事。"④1 月 4 日，顾祝同在呈蒋介石"支西电"中转报了陈淡如关于延安指示皖南

新四军"以主力通过苏南增援苏北"的 2 日密电。⑤

从 1 月 1 日开始，皖南新四军的动向也变得耐人寻味。 12 月 28 日军分会关于南走茂林、绕道

苏南的决定，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向延安中共中央汇报。 1 月 1 日，军部致电延安汇报"最近情况与

我们行动" "一、自我抗议电后，顾即复电解释，并非改道而且增辟道路。我又去电要求主力到苏

南，顾复电只允一个团，主力仍经苏北。二、战区联参于世日晚赶到军部，商量要求，其意二十万款、

十万子弹可办到，今早又赶回泾县与顾商妥，明后日前来。三、现彼方军队正调动，布置尚未完毕，

并增七十九师、四十师到太平、班德一带，其计划为封锁围歼。我估计彼怕我先动来缓和，同时也怕

我到苏南久据。四、铜、繁江边增加两只兵舰，汽艇不断梳巡，少数人也不能偷过。五、我们决定全

部移苏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进并采取游击作战姿态运动，发生战斗可能性极大。我们如遇阻击

或追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六、我们已不等其子弹

款项，准备立即行动，→切准备完了。中央如有指示，请于明日(二号)最暂迟三号电告。否则我们

行动后，联络恐怕难。请转告周、叶。"⑥通观电文，其核心内容继续强调北渡困难，决定乘国民党军

布置未完即以游击作战突进方式全部移苏南，并表示了如遇阻击用战斗消灭之决心。

但是，上述 1 月 1 日的新四军长电，仍然没有向延安报告部队南下绕道茂林、三溪、班德、宁国、

郎溪到苏南漂阳的具体移动路线。毛泽东、朱德收到此电后，于 1 月 3 日复电"你们全部坚决开苏

南，并立即行动，是完全正确的。"⑦延安见皖南新四军终于决定行动，表示了坚决的支持和肯定，目

的是敦促部队尽快离开皖南险地，但并不等于批准和肯定南走茂林这条路线。

兵法云主不厌诈。 1 月 2 日中午，叶挺向顾视同、上官云相发去"冬午电" "奉顾长官亥卅申
秘电指示，准以→个团取道苏南北渡。职部为期移动迅速，以明大信，准于虞日派一个团经前指定

路线向苏南开动，余仍待临时费及弹药补给发下后，再就原地设法北渡，如万不可能时，仍恳准予转

经苏南。特先呈报，乞并转知沿线友军知照，以利通行。"⑧叶挺此电通报 7 日先派→个团开苏南，

① 《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02 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一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伍，国民党党史委 1985 年版，第 503 页。

③ 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41 年 1 月 4 日) ，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④ 顾视同致蒋介石电(1941 年 1 月 6 日) ，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⑤ 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41 年 1 月 4 日) ，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⑥ 《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93 页。

⑦ 《新四军文献(2门，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94 页。

⑧ 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41 年 1 月 4 日) ，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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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是放烟幕弹以迷惑对方，后一句主力万不可能时仍转经苏南，乃是关键所在，预留一条退路，为

尔后部队"全部移苏南"打下伏笔。作为斗争策略，这种做法无可厚非。

1 月 4 日下午，顾祝同将上述叶挺"冬午电"内容以"支西电"转报蒋介石，并提出如下处理意

见"为贯彻j前令防止其以主力由苏南北渡增援苏北起见，除复伤仍以主力就原地北渡外，其经临费

弹药补给办法拟即照冬戌秘电所呈各节办理，并令将先派苏南之一团及就地北渡各部队之番号人

数、开拔日期详报备案，当否乞鉴核示遵。咱此电表明直到 1 月 4 日下午，顾祝同仍然愿意考虑先

支付一部分饷弹，前提是皖南新四军主力必须就原地北渡，并将部队番号、人数、开拔日期详报。

实际情况是，就在顾祝同发出"支西电"的当天(4 日)晚上，新四军军部就率领由皖南部队组成

的三路纵队，分别由泾县土塘、云岭、北贡里冒雨向南突进，计划于 5 日到达大康玉、茂林、铜山，然

后于挪桥、星潭一带会合后再南下三溪，转道班德、宁国、郎溪抵苏南漂阳。

四糟糕的"微电"

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叶、项却在 1 月 5 日向国民党当局发出一通长达千余字的"微电"除了一

再解择由于饷弹补给不济和忽令改道，以致造成皖南部队延迟北移外，竟然明确告之"定于支晚率

皖南全部部队遵行顾长官电令所定路线转经苏南分路侯机北渡"。②似乎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坦荡

心迹，这通"微电"罕见地同时发给重庆蒋介石、何应钦、自崇禧、上饶顾祝同、徽州唐式遵、宁国上官

云相以及远在桂林的李济深。笔者以为，皖南新四军在事变前的决策失误，一是不该南走茂林，二

是不该发这通"微电"。本来，皖南新四军就处在第三战区数万重兵的紧逼之中。 1 月 2 日叶挺致

顾祝同"冬午电"，也明显是迷惑对方的疑兵之计，支日晚南走茂林是秘密的突进行动，那就应该保

守机密，兵贵神速，迅速脱离险境，待全军突过星潭、三溪，立于主动地位后再行告示不迟。而皖南

新四军此电过早暴露自己动向， 5 日、 6 日又下令在茂林一带整体，至 7 日即爆发大规模战斗。

由于事关皖南新四军全部去苏南而非直渡皖北的重要信息，重庆军委会侍从室在这通"微电"

收译后，一定是在第一时间递送到蒋介石面前。对蒋、顾而言，只要新四军同意从原地渡江走皖北，

北移时间还是可以通融的，毕竟是他们下令改道，曲在彼方。从 10 月 19 日"陆电"限一个月内北

渡，到一个月期满后 11 月 18 日第三战区"备忘录"统限 12 月底全部渡江，到 12 月 9 日蒋介石正式

下达笔记命令限 12 月 31 日前开到江北，到 12 月 28 日顾祝同"俭电"请示蒋"可否再准展期半月"

到 1 月 2 日顾视同"冬电"请示"展缓开拔日期至本月底一节是否可行"，到蒋介石 1 月 3 日仍在致

叶挺"江电"指定北移行军路线，再到顾祝同 1 月 4 日"支电"与蒋商议饷弹补给办法等，足可证明

蒋、顾在北移时间上是可以让步的，因此直到 1 月 5 日之前，尚未下定动手的决心。因为此令一下，

战衅彼开，毕竟要冒承担政治责任的极大风险。

但是，曹甸战后，不准皖南新四军走苏南渡江增援苏北的底线是蒋介石绝对不允许突破的。可

以想象，原来就怀疑新四军不肯走皖北的蒋介石在收到叶、项"微电"发觉皖南新四军并非如叶挺

向顾祝同所言仅以一个团而是全部主力走苏南时的震惊程度。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命令改道直

渡皖北的初衷是担心皖南新四军从苏南渡江去攻击韩德勒，但是他们更加害怕的是新四军向南到

其后方游击。蒋在 1940 年 12 月 13 日致顾祝同急电中说"新四军最后计划，必如兄五日电所报，

其在黄山、天目山与怪县云岭一带化整为零，在我后方对我游击。故我军对匪必须先妥筹对策，作

① 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41 年 1 月 4 日) ，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② 《新四军文献(2门，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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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打尽之计，谋定后动为要，切勿轻易动手，反被其所制也。"①蒋介石之所以要顾谋定后动，切勿

轻易动手，是要寻找和等待一网打尽皖南新四军的理由和机会，而最佳的政治理由就是"在我后方

对我游击"。现在这个政治理由终于等到了。 1 月 6 日，蒋介石断然发出"鱼令一元电"，扣动了发

令枪的扳机。电文如下"一、查朱、叶各部，尚未恪遵命令向黄河以北移动。二、决强制执行之。

三、第三、第五战区应并用军政党综合力量迫其就范。四、特须注意防止该部向江南山地及大别山

或豫西流窜，影响大局。五、务避免以大部队在前线致敌所乘，我军应以游击战要领避难就易，避实

就虚，计出于万全，勿致牵动全局。六，关于局部及剿抚进退诸机宜，统由各该长官负责处理为

要。"②笔者认为，蒋介石 1 月 6 日"鱼令一元电"的发出，与叶、项"微电"过早坦露部队东移苏南有

直接的关系。叶、项为何要发"微电"究其原因，一是过高估计自己，以为星潭、三溪方向是对方薄

弱环节，有把握从此地转进苏南;二是对蒋、顾缺乏应有的警圃，以为发出通电后对方不致动手。岂

料皖南新四军面对的数万虎狼之师已非昔日友军，因此第一要务应是考虑如何安全迅速地脱离险

境，而非堂堂皇皇的表面文章，此时对蒋、顾表白心迹无异与虎谋皮。"微电"同时也使前面放出的

先派一个团于 7 日走苏南、主力尔后直渡皖北的烟幕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授人以柄。

再看顾祝同，其在 1 月 5 日午后向蒋介石发去"微未电"，转报第五十军军长范子英上月 28 日

"俭电"反映新四军征集稻谷、构筑工事"藉口准备移防为口实，和缓各方态度，暗中充实内部，企图

据守皖南，以及伸足江北，似有不愿放弃该党建立华中根据地最大阴谋"的动向。③ 5 日傍晚，顾祝

同向李品仙发出"微西电"转达蒋介石 3 日"江未令一元电"新指定的新四军过江后北移路线，并告

已"转伤叶军长切实遵照"。④据此，顾祝同看到叶、项"微电"的时间应在其发出"微西电"之后，即 5

日深夜或 6 日上午。在此之前顾也还没有动手的意思，但是可以想象，顾祝同看到"微电"的反应力

度应该比老蒋更为震怒。首先，叶、项原先汇报 7 日先以一个团走苏南，现在却突然提早到 4 日，而

且是全部主力，顾一定会有受骗的感觉。其次"微电"认定部队按顾长官所定路线走苏南，这更是

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的。 1 月 6 日午后，顾祝同向上官云相下达"鱼未电" "叶挺、项英不遵命令

以主力由皖南渡江就指定位置，乃擅率驻皖南所部于支晚开始移动，企图窜据苏南，勾结敌伪，挟制

中央。似此违背命令，自由行动，破坏抗战阵线，殊堪痛恨。为整伤纪纲，贯彻军令，对该军擅自行

动部队决于进剿。仰贵总司令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务期于原京赣铁路以西地区，彻底加以肃

清，并严督党政方面配合军事积极工作，傅决根株。又对该军化整为零，企图流散时之清剿，并希预

为计划及准备为要。"⑤其所谓"窜据苏南，勾结敌伪，挟制中央"，明显是污陷不实之词，用以欺骗不

明真相的国军官兵。直至 40 年后的 1981 年，九秩高龄的顾祝同在台湾论及皖南事变时，仍悻悻地

认为"我个人在当时对这事的处理，固然→面是严格执行中央的命令，一面也基于当时的紧急情

况，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措施，以维护国军的安全。"⑥

上官云相也没有闲着。 1 月 3 日晚上，他还向皖南行署主任黄绍耿发出"江戌电"通报皖南新

四军定于 1 月 7 日派一个团走苏南，其余就原地北渡的消息。命其"伤属知照，予以协助，并密派员

侦察该军过境情况及人枪辐重等数目具报"。⑦ 1 月 5 日获报新四军突然开拔不知去向，据其多年

① 蒋介石致顾祝同电(1940 年 12 月 13 日) .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② 《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18 页.

③《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伍，国民党党史委 1985 年版，第 173 页。

④ 《皖南事变资料选比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09 页。

⑤ 《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18 页。

⑥ 《墨三九十自述)).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1981 年版，第 208 页。

⑦ 《皖南事变文电选编〈国民党部分门，安徽省档案馆 1985 年版，第 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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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共"经验，判断新四军有南进迹像，随即进行布置。 1 月 6 日上午，双方前哨部队果然发生冲突。

就在顾视同 1 月 6 日向上宫发出"鱼未电"仅仅一个时辰，上官就向所部下达了围剿新四军的"鱼申

电气"一、匪情，支晚由湾滩、章家渡南窜之匪主力因天雨仍滞留于茂林、屯仓徐一带山地中;本(六)

日上午匪军警戒部队与我四十师搜索部队在茂林东南十余华里及铜山徐附近接触中。二、集团军

以迅速围剿该匪之目的，于苏南及宣城方面对敌伪暂取守势，即以主力于明(七)日拂晓开始围剿茂

林、铜山徐一带匪军。(以下第三至第七点为具体部署，略去一一笔者) 0"①从 7 日拂晓开始，双方

部队开始了惨烈的拼杀。

叶挺、项英在向国民党有关各方发出"微电"的同时，也向延安党中央致电，报告了部队的位置

和去向。对此，毛泽东、朱德在 1 月 9 日致刘少奇电中曾提及"得叶、项 5 日报告，他们 4 日夜间开

动， 5 日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后即不明了。"②当毛泽东感觉到皖南军部对移动路线的选择以及在茂

林停顿的严重失策后，即于 7 日急电叶、项"微晨电悉，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

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③毛泽东企图纠正南下路线，然为

时已晚。

70 年后的今天，再来探究皖南事变中是谁先打响第一枪已毫无意义。试想，一方是奉命"强制

执行"、"迫其就范"另一方是"如遇阻击或追击，即用战斗消灭之气如此两军相遇，其结果必然是兵

戎相见，你死我活。

五南走茂林是一条绝路

当时皖南新四军北移主要有两个方向 z一是从驻地云岭向东开出守备线经沦陷区抵苏南根据

地，再寻机渡江到苏北，这是蒋、顾曾经认可的路线;二是从驻地云岭向北，直接从铜陵、繁昌之间北

渡抵江北无为后再北上，这是蒋、顾指定的路线。可是新四军军部最后却确定从驻地云岭向南渡青

--t江走茂林、三澳、班德再迂回东进苏南的路线。

这是一条不明地理、不察敌情、仓促制定、毫无把握的路线。据李一氓在皖变突围后于 1941 年

3 月 20 日在香港发给延安的电报称， 12 月 28 日军分会会议上之所以确定南走茂林迂回北撤，是考

虑到如"走原来三战区指定到苏南的路线，必须通过五十二师及-0八师的防地" "稍偏南走五十

二师及-0八师之背面，仍须打两个师" "再南，走泾县、宁国以南，班德以北，脱离五十二师及-0

八师，有与四十师遭遇之可能，但只打四十师，我估计力量有余，故决定走第三条路"。④殊不知这

是一条路况东明、纸上谈兵，连作战地图都没有的路线。之前军部参谋人员的主要精力都花在部署

向东和向北两个方向，做了整整两个月的功课，而对南走茂林"这个新的作战方案从未有研究与讨

论过"。⑤由于情况不明，才会出现如李一氓所说的"军部由云岭出发到渡口竟会走错了路，由云岭

到茂林 40 里，连过江耽搁到 5 日正午才到齐"的窘况。⑥

这条路越往南走，越是深沟高岭，部队分三路纵队被高山隔开，兵力分散，彼此联系不畅，无法

呼应，在山谷中难以展开，也无法集中优势兵力。加上深山中居民稀少，以致部队被围困数日后即

① 《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19 页。

②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30 页。

③ 毛泽东、朱德致刘少奇电(1941 年 1 月 7 日) ，北京中央档案馆藏。

④ 《李一氓皖南事变报告之四以1941 年 3 月 20 日) ，北京中央档案馆藏。

⑤ 叶超:<<回忆皖南事变的经过>>.<<皖南事变回忆录机安徽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 页。

⑥ 《李一氓皖南事变报告之四 >>(1941 年 3 月 20 日) ，北京中央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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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粮草，全军冻饿交迫。后项英因南进受阻决定全军从星潭折回，改向高岭方向突围，居然又因向

导带错路而误走廉岭，复又决定由茂林原路退回，改为从铜、繁直接北渡，造成如此混乱的局面，皆

因走了一条地形不熟、路途不明、敌情不准的错误路线。

由于不察敌情，误以为对方第四十师是弱旅，谁知该师恰恰是武器装备一流、配有德造卡福式

山炮的强敌。皖南事变突围到苏北盐城的军部作战参谋叶超、王守智在向中央的报告中，从军事参

谋的角度分析，新四军由于"对情况缺乏正确的估计，在出动前认为即使与敌发生战斗时，我亦可很

快将敌消灭或击溃，过低的估计了敌人的力量，而没有注意到敌人在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和敌人已有

充分准备飞致使部队遭到前堵后逼两翼夹击的围攻。"敌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取外线向心作战的方

式向我分进合击，处于主动地位"，而新四军则处处被动"始终以劣势兵力与敌作战，故在战斗中仅

能取得个别小胜利，而在有决定意义的战斗战役上则无力量给敌人以打击、取得大的胜利，相反的

遭受了顽敌之各个击破"。①而这一切，均是因为对敌情的错误判断而走了一条不该走的路线。国

民党军队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战后第三十二集团军在总结新四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时指出"状况

判断错误，轻离老巢，南过章家被投我部署上最强之包围圈内;前有大山，后有大河，地形特殊不

利" "携带有限粮袜困困于贫癖之山地中，饥寒交迫，失却战斗力"。②新四军皖南部队全军 9000

余兵力，经一周激战，最后竟有半数将士因为弹尽、粮绝、冻饿、伤病、无力反抗而束手被俘，诚为中

共武装斗争史上所罕见之惨败。

更严重的是，因为南面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新四军南下绕道，势必会授人以柄，造成军事上、

政治上的被动局面。正因如此，延安曾一再提醒和告诫军部慎重行事。黄桥战后，中共中央预感新

的反共高潮即将到来，于 1940 年 10 月 8 日向皖南军部提出几个行动对策:一、军部移动到三支队

活动地区，准备在顽军进攻时踱江F二

到无为接应。同时提醒军部"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③10 月

12 日，延安再次告诫项英"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能，但因蒋是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不能在

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曾生部队在东江失败就是明证。因此，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

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咱针对项英 10 月 28 日"直过皖北已无可能"的回电，中央

书记处于 11 月 1 日答复项英"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指挥江北大部队" "你及皖南部队或

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如果留在皖南，则"须准备打

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蒋介石进剿新四军的计划是决定了的)"。⑤1941 年 1 月 17 日国民党发

表撤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和谈话时，果然以此大做文章，攻击新四军违抗命令、袭击友军、破坏抗战

Z王Z王。 ‘ 
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解析。如果当时全军由云岭向东出守备线经沦陷区去苏南，结果将会如

何?这是当年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东进江南的路线，也是军部参谋们事先实地勘定的通道。事变

前一个月，军部非战斗人员两千人和大量物资，就是经由此道去的苏南。这条路线的有利条件是:

一、沿途有地方党和新四军兵站及民运工作组接应;二、有苏南新四军廖海涛、罗忠毅部配合，如双

方对进，一昼夜即可会合。不利之处是因为这条路线已被蒋、顾所否定，一旦发现皖南新四军全部

走此路线东进苏南，上官云相必然会调集重兵前墙后追，肯定会发生战斗。但因沿线均为比较开阔

① 《新四军文献(2) ))，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29 页。

② 《新四军参考资料(2门，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13 页。

③ 《新四军文献(2) ))，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9 页。

④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5 页。

⑤ 《新四军文献(2门，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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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低矮丘陵，便于部队迂回展开，一旦进人沦陷区，蒋军不敢紧迫。如果说南走茂林是下策的话，那

么东开苏南不失为中策。

从云岭向北经三支队防区从铜陵、繁昌之间直接北渡转赴皖东，应为最最可取之上策。 1940

年 12 月 3 日，针对项英所提困难，毛泽东致电询问项英"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①同月 14

日又指示"叶、项两人均以随主力去皖东为适宜，资材及后方移苏南者可由周子昆、小姚负责指

挥。"②可是项英却强调北渡困难"繁、铜由我驻地到江边，须穿插封锁线，约经 50 里之河网敌区始

抵江边，如遇两军(敌人)发觉后即不能渡。大军不能穿插，只能分批偷渡。如被发觉，极危险。特

别在江中遇敌艇毫无办法，只要一艘军舰停泊江中，便无法偷渡。如无友军在对岸堵截和友军在后

夹击，假如相当时间，若断若续的分批偷渡当可，否则有被截断或遭腰击之危险。咱直到 1941 年 1

月 1 日，项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仍强调"铜、繁江边增加两只兵舰、汽艇不断梳巡，少数人也不能

偷过。"④

笔者认为，当时的实际情况远非如项英向延安所渲染的那般严重。皖南新四军从铜、繁直接北

渡有许多有利条件:其一，皖南新四军特别是第三支队在此经营 3 年之久，群众基础极好，沿途有

农、青、妇等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和地方党委，许多新战士均为当地人，与民众有着血肉联系。其二，

地形熟悉。 3 年来，新四军皖南部队和军部首长多次从铜、繁一带到江北活动和视察，大江南北经

常来去。其三，路程近，云岭距江边 60 公里，一昼夜即可渡江。其四，皖南沿江虽有少数日军据点，

但并无大部队阻挡，穿插封锁线根本不是问题，而且正因为出沦陷区，国军在后面不敢紧迫。其五，

江北地方党和新四军早已做好渡江接应准备。新四军第三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率领的挺进团以及第

三支队第五团第二营马长炎部、江北游击纵队政委孙仲德率领的江北游纵第二团和无为县游击队，

早已奉命在江北控制了有利地形和渡口，随时准备策应和掩护皖南军部过江。以曾希圣为指挥的

渡江指挥部，在无为筹备了足够的船只和粮食。新四军参谋处副处长张元寿率侦察连"经过 20 多

天的准备，沿江六、七个渡点都已准备好大量船只"。⑤第三支队马长炎部也在江北控制了 200 多

条船只"最小的船可渡十几个人，大船可渡八、九十人。一次至少可渡四、五千人"。⑥ 20 世纪 80

年代，笔者多次访问皖变时担任中共无为县委书记的胡德荣，双目已经失明的他对当时的情况仍然

记忆犹新，他说在渡江指挥部的统一部署下，中共无为县委也在沿江"筹集了二、三十条大船，还有

几十条渔船"以及大量粮草。⑦因此，只要组织得好，行动迅速严密，完全可将皖南部队接应过江。

其六，有蒋桂矛盾可以利用。其七，这条路线是蒋介石和顾祝同最后指定的路线，走此路线在政治

上处于主动。

项英担d已日舰封锁长江和江北友军拦击，是其向中央强调不能直渡皖北的两大主要理由。诚

然，近万人的大部队北渡，可能会走漏消息，长江天重也并非能等闲飞渡。但是，由何处北渡、何时

北渡、何处登陆、何处接应、分几批北渡，主动权均掌握在新四军手中。偌大的长江，也绝非是区区

几艘船舰所能封锁得了的。皖南事变前夕的 1 月 3 日，已在江北的张元寿、马长炎等 200 余人奉命

南渡归队，以及皖变发生时近千名突围的新四军从铜、繁分批北渡安抵无为的事实，都有力地证明

①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07 页。

②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09 页。

③ 《新四军文献(2门，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2 页。

④ 《新四军文献(2门，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93 页。

⑤ 张云龙:((皖南突围记>>.<<革命回忆录》第 6 辑，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⑥ 马长炎A回忆皖南事变的一些情况>>.<<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 6 辑。

⑦ 胡德荣:((皖南事变前后江北工作回忆)).<<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 9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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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长江江面绝非项英给延安报告中所夸张的"少数人也不能偷过"。

至于江北桂军拦击，如果在 1940 年春夏尚有可能，到夏秋以后，李品仙即使有心，也已力所不

逮。 1940 年 7 月，日军分两路扫荡皖中并进占无为县城，原在皖中的桂军郑沧溶第一七六师所部

向皖西撤退，师部驻大别山区岳西县来榜河，其所属陆、周、陈 3 个团分驻桐城、庐江、望江等地，在

元为西南与庐江交界之黄姑闸、牛埠一线，仅有周雄 1 个团兵力，无为沿江从土桥到泥汉、姚沟、二

坝全为中共武装所控制。这一点从江北桂军的档案中可得到证实 :1940 年 12 月 20 日，李品仙、张

义纯在致第四十八军"哥未参一电"中转报了特派员孙福安的情报"匪军现在江南整兵，并拟由旧

县等处撤至江北。又江北匪军于泥汉、姚家沟沿江港汉架浮桥，以备会合。前已通知周团严防并破

坏其浮桥等。匪军声势浩大，恐周团兵力不敷分应付，可否加派得力部队堵截，以免势成燎原。"①

到 1940 年年底，在李品仙"世亥电"指定的"黑沙洲至姚沟为新四军登陆地点，姚沟至无为以东为该

军临时集结地"基本上已无桂军踪迹。正如 1941 年 1 月 13 日桂军一七六师师长郑沧溶在致其上

司四十八军军长苏祖馨"参作元三电"中报告"据报无为属之汤家沟、三官殿、临江坝一带共有匪军

千余，并在泥汉设卡收税，加强工事，内有一部系罗炳辉所属，日前由路东开来。佳晚有匪军七、八

百人经襄安以东之卅里铺向银屏山移动，番号待查。"②而突围到江北无为的新四军确也未曾遭遇

到桂军的堵击。

综上所述，蒋介石虽然有在大江南北围剿新四军的计划，但是并没有在皖南茂林地区预设陷

阱。顾视同也只求新四军渡过皖北。由于皖南新四军选择南走茂林的错误路线，又轻率地过早坦

露行动目标，从而给第三战区制造皖南事变提供了机会。我不能武断地说皖南新四军向东或向北

转移，就保证万无一失 z但是绝对可以肯定的是，决不致发生被国民党军 8 万人围歼而全军覆没、军

部首长无→人幸免的悲惨结局。无论如何，南走茂林是一条绝路!

皖南事变与国共 10 年内战和 3 年解放战争迥然不同，这是一种特殊的战争，是中华民族反对

外族人侵时同一抗战阵营中发生的内战。在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之间的局部内战仍然时有发生。

在华中， 1941 年 2 月至 5 月的豫皖苏边区 3 个月磨擦战斗，新四军第四师折损 4000 人枪，部队被

迫撤退到淮北津浦路东。 1945 年 2 月至 6 月的浙西天目山战役，新四军苏浙军区共歼灭第三战区

国军 1 万兵力，重创第五十二师，报了皖南事变的一箭之仇。对这类外战中的内战，尽管站在不同

立场、不同角度的后人对此会作出各自不同的评价，但其中的是非恩怨业已牢牢地织进了历史天幕

的经纬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无法回避的一页痛史。

‘ 

① 《新四军参考资料(2)>>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82 页。

(作者童志强，上海图书馆编审)

(责任编辑:李仲明)

②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中).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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