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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抗 战 时期 苏联对 中 共的 武 器援助 问 题是 苏联 与 中 共关 系 史上 一 个悬 案 ，

一 般

认 为 中共没有从苏联那里 直接得到武器援助 。 现根据有关 档案材料可 初步 肯定 ， 苏 联确

曾 秘 密援助过 中共一些 武器和军 事装备 ，但援助 不仅数量极少 ，所起的作用 也有 限 。

关键词 抗 日 战争 苏联 中 国 共产 党 武器援助

抗 曰 战争时期苏联是否 向 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武器援助是
一

个历史悬案 。 多年以来 ， 由于档案

资料的限制 学者很难对这一问题进行较系统的研究 。

一般认为 抗战期间 中共没有从苏联那里直

接得到武器①
；
也有个别学者指 出 ，

中共与八路军还是得到过一些苏联武器 但论述不详 。 笔者

通过研究俄罗斯 、中共及台湾方面的档案文献③ ，
从中发现了不少有关这

一问题的线索 。 根据这些

档案文献得出 的初步结论是 ：抗战期间苏联确曾秘密援助过中共武器和军事装备 ，援助主要集中在

抗战前期 ’
不过援助数量极少 ，所起的作用也有限 。 本文拟根据现有文献对中共寻求武器援助和苏

联提供援助的过程进行初步梳理 ，并作简单分析 。

一

、 抗战前期苏联向中共提供武器援助情况

苏联考虑向 中共提供武器援助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大革命失败初期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 援

助计划始终未能实现 。 抗战全面爆发后 ，尽管困难重重 苏联还是应中共的请求设法秘密提供了一

些武器援助 。

大革命失败后 ， 国共关系破裂 ，苏联与国 民党关系也全面恶化 在此情况下苏联开始考虑向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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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提供武器 ，
帮助中共开展武装斗争 。 年 月 ，联共 （ 布 ） 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 中共提供

一

批武器 年 月 ，共产国际又建议苏联军事部门采取措施立即将军事装备运往暴动地区

但有关计划并没能实施 。 此后 ， 由于国 民党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及 年中共与莫斯科电讯联系的

中断 ，武器援助并不具备条件 。 长征结束前后 ，这一问题被再次提出 。 年 月 ， 张浩 回国前 ，

斯大林曾表示 ：如果中 国红军能够控制新疆和甘肃河西
一

带地区 苏联将予以必要的军火供应 。
③

年 月 ，在与莫斯科电讯联系恢复后 ，
中共也立即 向苏联和共产国 际提出 了武器援助 的请

求 。④ 月 初 ，斯大林批准了对中共军事援助的方案 ， 同意红军攻占宁夏后在当地接收武器 。
⑤ 但

是 ， 由于宁夏战役未能完成等原因 ，该方案未能实现 。 西安事变后 ， 国 民党 的
“

剿共
”

政策基本结

束 ， 中共开始派代表同 国民党就合作抗 日 举行谈判 ，苏联也把对华政策的重点转向推动 国共合作共

同抗 日 。 在这种形势下 ， 中共对于武器援助问题暂不迫切 。

抗战全面爆发后 ， 出于对 日作战的需要 ， 中共对武器的需求非常急迫 。 为此 ，抗战初期 中共多

次要求国民党
“

发给平等待遇之补充器物
”

，然而蒋介石并不愿意分配给中共武器 。 此外 ， 中共还

积极发展 自 己 的兵工制造 ，
但由于初创阶段的兵工技术落后 、产量较低 武器缺乏 问题并不能在短

期 内迅速缓解 。
⑦

为解决武器问题 中共把重点转向争取苏联的武器援助 。 年 月 ， 中央派周小舟赴新疆

与盛世才联络 其任务就包括与盛及苏联驻新代表接洽如何接济红军军械军饷 问题 。
⑧ 周小舟到

达迪化 （ 即乌鲁木齐 后将情况转达给陈云等人 。 月 日
，
陈云等致电毛泽东 、张闻天表示 ，

“

对

各种武装及技术干部和钱 、衣服的帮助 ， 已电 国际请求
”

。 此后 ， 中共又多次通过不同方式向苏联

提出武器援助问题 。 年 月 日
，康生在与第二次访问延安的苏军代表安德利阿诺夫会谈时

明确提出 中共需要
“

建设 自 己 的国防工业
”

的问题 ，并希望共产国际能够提供经费让中共及时购买

武器。
⑩ 月 日

，
毛泽东也与安德利阿诺夫谈了武器和武装问题 ，

并向伏罗希洛夫提出资金和武

器的要求 。 年 月 底被中共中央派到莫斯科的任弼时 ， 又提出了关于武器援助的问题。

月 日 和 日
，任弼时在向共产国际作补充报告时 ，指出 了八路军 目前的一些 困难 武器缺乏 ，

许多新兵现在还是徒手 或者拿着手榴弹去参加战斗 ； 武器性能非常落后 没有重武器 、大炮 、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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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和飞机 。

在中共的积极请求下 同时也基于中共抗战的实际需要 苏联开始准备援助中共 。 在这一过程

中 ，苏联考虑到当时敏感的 国共关系 希望把国共两党视作
一个整体 将对中共的援助纳人整个对

华援助中 。 当时 ，苏联设想 了三种方式 。

一

是帮助援建军事工业 。 年 月 日
，在中共驻共产 国际代表团 回国前 斯大林会见

了代表团成员王明等人 。 会谈中 斯大林指出 为了坚持抗战必须创建 自 己 的军事工业 并表示准

备提供制造飞机和坦克的材料 ，准备提供设备和技术人员帮助建立兵工厂等 。
② 但笔者认为 ，斯大

林的这
一

承诺并不是仅针对中共 恐怕更多地是针对国 民政府 事实上当时苏联正在同 国 民政府商

谈帮助中国援建飞机制造厂和炮厂等事宜 。
③ 年 月 ， 中共曾提出请共产国际派专家以塔斯

社记者的身份来华帮助指导武器生产 。
④ 同年 月 ，共产国际

一个专门研究中 国 问题的小组也曾

建议帮助八路军有效组织弹药生产 。
⑤ 但是 ， 由于战时的实际情况 这一设想并没有真正实现 。

二是打算根据其与国 民政府达成的协定 从给国民党的武器援助中划拨出
一

部分给中共 。 有

俄罗斯学者撰文指出 ， 年 月 日
，作为对《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的补充 ， 中苏两 国政府就苏

联以贷款结算的形式 向中 国提供武器、弹药和装备问题达成协议 ，其中特别约定 ，苏联所提供武器

的 或 必须分配给中共指挥的军队 。 另据王 明 回忆 年 月他在回延安后参加的第
一

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转达了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承诺 ：

“

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来源 ，将从苏联支

援中 国国民革命军的武器中抽五分之一至四分之
一 关于这一点 ，早已与蒋介石达成了协议 。

”

然

而 ，这
一协议的 内容并没有相关档案可 以证明 。 而且 ， 即使真有此约定 它在事实上也未能执行 。

当时 针对国民政府只给 中共衣物和少数弹药 并无枪炮等补充的情况 ，苏联曾几次干预 ，但收效甚

微。 年 月 日
，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在接见国民政府代表团杨杰等人时敦促国民党补给

八路军武器 。
⑧ 年孙科访苏期间 ， 苏方又就 国民党

“

对八路军待遇未公
”

、对中共存有
“

歧视
”

等向孙科表示不安 。 即便如此 ， 国民政府不过从
“

军队统帅部
”

分配给中共大概 挺轻机枪和

门反坦克小炮等苏联武器 ， 年弹药接济也停止了 。
⑩

三是希望通过公开的途径直接向 中共提供武器援助 。 年 月 ，伏罗希洛夫在会见国 民

政府访苏代表杨杰时明确表示
“

苏政府欲给第八军野炮廿四门 、防战车炮廿门 、机关枪六十架 、战

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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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十五辆 、飞机十架
”

，如蒋介石许可 ，
即赠与 但最后因未得蒋介石 同意而作罢 。 此后 考虑到蒋

介石的反对 苏联基本放弃了这
一

想法 。 年 月初 ，季米特洛夫 同即将回国 的 中共驻共产国

际代表王稼祥等人谈话 ，
据王稼祥回忆 ， 由于担心引发国民党政府可能出现不利于中共的

“

重大变

化
”

，季米特洛夫并未应允直接向八路军援助武器 。
②

这样 由于战时的特殊情况和蒋介石的反对 ，苏联设想的三种公开援助方式均未能实现 。

在考虑公开援助方式的同时 苏联也在准备采取秘密方式向 中共提供武器援助 。 事实上 ，在后

来公开援助无法实施的情况下 这就成为苏联向中共提供武器援助的唯
一

途径 。

秘密援助之门 的开启是从抗战初期苏军代表对延安的一次访问开始的 。 年 月 日

至 日
，苏军代表安德利阿诺夫第

一

次访问延安
，
在途经新疆期间他把从新疆督办盛世才那里收

到 的 挺带高射瞄准器和 万发子弹的马克沁重机枪及 挺带 万发子弹的捷格加寥夫轻机枪

成功运抵延安 。 据此 他向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建议 ：

“

以督办的名义 、利用我们的线路 督办的运

输条件非常有限 ） ， 间断地向延安运送小批量的武器是完全可能的 ③另据一份材料指 出 ，稍后王

明等人回 国时 ，在其乘坐的飞机上也装载了给延安的武器和物资 。
④

恰好这时苏联政府给国 民政府的各种援助开始通过经新疆的 国际公路和 国际航空线⑤运送 ，

因此抗战初期苏联秘密援助 中共的物资就利用了这条线路 。 由于抗战初期 国民政府无力顾及交通

运输
“

故中苏贸易物资最初是由苏联汽车直运兰州
”

，直到 年冬 国民政府才组织起特运车

队 ， 年 月 苏联汽车不再进人甘肃境内 。 曾任苏联驻华外交官的 列多夫斯基指 出 苏

德战争爆发以前 ，苏联的
“

人员 、车队人境 ，从苏联向新疆或相反方向运送物资实际上不受中 国当

局控制 。 来 自苏联运送武器的车队也畅通无阻
”

。 在这一过程中 八路军驻新疆和兰州办事处承

担了莫斯科与延安之间军火物资的中转任务 。
⑧ 据曾 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的伍修权等回

忆 ，从苏联长途运来的物资和军事装备 由办事处负责接收和转运 有时只经过兰州 ，仍由原车运出

兰州送到解放区 ，办事处只派人押送和领路
，
西兰公路有一段正好通过陕甘宁边区所管的长武县

境 ，车辆开到那里后 ，
就将物资卸下交给驻守在当地的八路军部队 ， 再由他们经庆阳送到延安 。

如办事处的副官况步才等人就曾数次押运军火物资到陕西长武转交驻庆阳的八路军 。
⑩ 关于这条

运输线苏联军事总顾问切列潘诺夫曾说过 ：

“

这条运输线的最后一段距中 国共产党人控制的地区

① 秦孝仪主编 ： 《 中华民 国重要史料初编——对 抗战 时期 》 第 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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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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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 问 中 国特 区《 ■告 》 的手抄记录 。

④ 徐万民 ： 《战争生命线—— 国际 交通与八年抗战 》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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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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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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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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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⑧ 陈秀玉 ： 《
八路军驻新疆 办事处综述》 ， 中共新疆 维吾 尔 自 治区委员 会党史工作委 员会 、 中 共乌鲁木齐市委 员 会党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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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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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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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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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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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近 因而 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深受其惠 。

”

这样 ，从 年底起
，
苏联开始通过新疆这条线路向 中共提供武器援助 。 具体接运武器事宜

由延安驻新疆代表与苏联领事商洽 。
② 根据新疆督办公署档案和国 民政府警务处档案 《 中共活动

案卷 》记载 ： 年底至 年 ，
苏联向中共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武器 。 如 ， 年 月 日 ， 苏

俄军车五辆 ，载纸张 、 白糖 、步枪十五箱 、子弹三十一箱 ，交八路军办事处收转
”

； 年 月 日 ，

“

有军车十六辆 全系步枪 、轻机关枪 、炮弹 、手榴弹等 ，另有通讯器材
一车 ，押车武装士兵二十一人

至迪化
”

；
年 月 日 ，

“

苏俄军车二十五辆 ， 武器弹药 、货物 、 食品等交八路军办事处转
”

；

年 月初到 月初 ，

“

苏联接济延安军车未经督署顾问登记者 ，

“

共有三次五十一辆 ，装载物

品不详 ，均系编号之木箱 ，大小不等可能系武器 ，直接入关
”

这
一

时期还有很多档案记载没有具

体时间 如
“

有苏联军车八辆 装载弹药 、药品 、木箱等 。 押车人为帕思洛夫斯基 ，
其称为友党运送

药品
”

；

“

苏联军车七辆开人八路军办事处过夜 据说明 日入关 蒙古人古鲁 巴尔司机说 ：除子弹外 ，

大都是机关枪
”

等 。
④

从 年中期开始 ， 国民党逐渐加紧了对苏联军运车队行驶区间的限制 先是不许超越兰州
，

后来又不许超越哈密 。 同时 蒋介石也严密监视苏联在华人员 ，
加强对根据地的交通管制 ，试图切

断中共与苏联的联系 ， 防止苏联以
“

军用品 、武器接济陕甘宁边区政府 。
⑤ 因此 从 年下半年

开始 苏联对中共的武器援助受到很大影响 。 此后至 年初 在现有档案 中 笔者仅发现两次苏

联对中共武器援助的线索 。

一

是 年 月 日
，季米特洛夫在给伏罗希洛夫的信中写道 ：根据

我们的要求 ，米高扬拨给我们大约 吨的各种军事物资和文化用品 以供八路军和特区所需 。 请尽

快转运给八路军 。 但 由于找不到相关的其他档案 军事材料具体是什么 、是否最终送出以及何时

送到 ，
目前还不得而知 。 二是据国 民党方面的档案记载 ， 年 月 ， 苏俄曾用

‘

新盛
’

名义运军

火三十六辆至延安
”

。
⑦ 同样 这

一

情况也有待其他相关档案资料的证实 。

总之 ，尽管以上各项援助还需要多方证据加 以进一步证明 ，但依据现有档案和材料基本可以确

定 ， 年底至 年初苏联确实通过新疆这
一线路向中共援助 了一些武器 。

二 、 皖南事变前后苏联提供武器援助的情况

皖南事变前夕 苏联和共产国 际为了阻止蒋介石投降和分裂统一战线 ，曾
一

度同意向 中共提供

武器 ，并为此作了一定准备 。 院南事变爆发后 ，尽管中共要求武器援助 的愿望更加强烈和迫切 ，但

苏联和共产国 际却不再同意提供武器援助 了 。

年下半年 针对蒋介石 日益表现出 的反共和投降的迹象 ， 中共开始准备 自卫 。 为争取苏

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 月初 ，
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等人详细通报了对国内形势的判断 ， 同时提

出 为防止 日军和蒋介石共同向 中共进攻
“

在我取退让态度彼仍坚持进攻之时 ，
我们拟举行 自卫

① 亚 伊 切列 潘诺夫著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近代 史研究所翻译室译 《 中 国 国 民革命军 的北伐 个驻华 军事顾 问 的札

记
》 ，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版

， 第 頁 。

② 张大军 ： 《新韁风暴七十年 》第 册 第 页 。

③ 张大军 ： 《新疆风暴七十年 》第 册 ， 第
—

页
。

④ 张大军 ： 《新 韁风暴七十年》第 册 ， 第 页 。

⑤ 张严佛 ： 《抗战前后 军统特务在西北的 活动 》 ，
全 国政协文 史资料研 究委 员会编 ： 《文 史资料选辑 》 （ 第 辑 ） ， 中华 书 局

年版
，
第 瓦

； 。

⑥ —

。

⑦ 秦孝仪主编 《 中 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 日抗战 时期 》第 编 ，

“

中共 活动 真相
”

（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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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攻
”

。

苏联和共产国际并不认为蒋巳彻底投降 日 本 也不同意中共首先发起攻势② ，但为了在蒋发动

进攻时增加中共军队的战斗力 ，
还是表示可以 向中共提供武器 。 月 日 ，季米特洛夫致电 毛泽

东表示 ：

“

如果您能保证你们地区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交通安全 ，我们可以 向你们提供大量武

器 。 请尽快认真研究这个问题 并告之你们的想法和具体意见 。

”

③ 月 日
， 毛泽东 电告季米特

洛夫说 ，实行 自卫措施
“

目前只是准备性的 ，需要等待国际和 国内政治条件的成熟 ，大约在 个月

之后将急需能够用来摧毁碉堡的大炮 ，为此 目 的也可 以使用反坦克炮 。 目前我们有 门这样的

炮 ，但炮弹很 少 。 希望给予必要 的 支持 。 此外 ， 我们的 重机枪 、 材料和 电 力 设备等也极度

缺乏
”

。
④

在共产国际明确表示同意 向中共提供武器后 ，双方开始对武器援助 、特别是线路和方式问题进

行协商 。 当时 ， 由于新疆形势的恶化⑤ ，
以及蒋介石决定停止 由苏联承运西北运输线 ，双方决定

把经新疆的西北线改为经北线 ， 即蒙古
一缓远的线路进行运输 。

⑦ 月 日
，
毛泽东致电季米特

洛夫 ，详细通告了 中共中央对通过蒙古转运武器的三个方案 ：第一种比较隐秘和安全 可以运送少

量但急需的 ， 即从缓远游击区秘密派遣少量灵活有战斗力 的骑兵队到蒙古边界接收武器并运送到

绥远游击区 而后 由武装力量转运到晋西北 。 第二种可以运送大量各式武器 要求筹备一个能够

深人平绥铁路以北游击区的较大的部队 。 第三种是通过收买傅作义 ，把各种大型武器从蒙古直

接运送到陕甘宁边区。 其中 第二方案容易暴露 ，可能在外交和国共关系上引起麻烦 ；第三方案
，

从现在采取措施到有肯定结果需要半年 而第一方案 ，在明年 月 底就可 以完成布置 ， 月 就可 以

开始接收和转运 。
⑧ 月 日

，季米特洛夫与苏联国防人 民委员铁木辛哥谈了援助八路军武器

问题。

根据现有材料判断 ， 中共有可能从这条线路得到了武器 。 据国 民党方面的档案记载 ： 中共
“

新

辟路线 ， 由陕北三边经伊盟 、桃力 民至大青 山 ， 与外蒙联络
”

，苏俄
“

用汽车密送物资至延安
”

。
⑩

年 月 日 第二战区长官部参谋长朱缓光呈送蒋介石的密电称 ， 中共
“

自 苏联有 由大青 山 、

经内蒙打通路线之企图 ，并取得现款枪弹大炮等接济等情
”

。 另据当年苏联红军汽车驾驶员依

戈 ■ 明卡回忆
“

年或者是 年 ， 我 巳经记不太清楚了 ，我们接受了运送武器到内蒙 的任

务 。 这些武器是送给中 国红军的 ，有机关枪 、步枪 、子弹 、手榴弹以及飞机油
”

，
经过长途跋涉 ，最终

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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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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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武器交给当地部队 。 根据对前后情况的分析 ， 如果有这次援助 的话 ，那么很可能是在

年底 。

就在苏联和共产 国际准备向 中共提供武器援助时 ， 皖南事变爆发了 。 鉴于局势的变化 ， 中共
“

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
”

同时更加强烈地要求共产国际和苏联提供武器

援助 。 年 月 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季米特洛夫 ，表示

“

准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给予蒋

介石所实行的这种广泛的进攻以有力 的反攻
”

。
③ 同时 毛泽东还致电周恩来 ：请周恩来

“

与崔可

夫④切实
一

谈 ，五月 后他们有何办法援助我们夺取兰州 ， 我们缺乏重武器及使用武器的技术人员 ，

如没有飞机及攻城部队 夺取兰州及甘 、凉 、肃三州是不可能的 ，
而这一问题迟早必须解决 ，

蒋介石

反革命是确定了的 请问崔可夫何种时机他们可以公开援助我们
”

。
⑤ 月 日

， 中共中央在给季

米特洛夫的电报中 ，
请求转告斯大林 ，

“

能否于今年秋冬 或者明年春天向我们提供具体的军事援

助
”

。 月 日 ，
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 强调

“

破裂巳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 在彻底破裂之后 ，蒋

介石肯定要 向 日本投降 。 那时我们无疑将会处境艰难 受到来 自 日本和蒋介石两个方面的打击 。

如果那时你们不能公开援助我们 ，那我们的困难将是很大的
”

。

尽管中共的态度如此坚决 ，但苏联在看到蒋介石关于维持国共关系和坚持抗战 的表态⑧后

却不再考虑 向 中共提供武器了 。 月 日
，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明确表示 ， 国共两党的

“

破裂

不是不可避免的
”

，
你们

“

要依靠主张维护统
一

战线的群众 ，尽共产党和我们军队所能作 出 的一

切努力 ’来避免 内战的爆发
”

。 同时 ， 为了 防止国共两党分裂和 内 战 ，苏联在暂停对国 民政府

武器供应的同时 ，
也不再准备向 中共提供武器了 。 月 日

，
周恩来向 毛泽东通告了 崔可夫转

达的意见 第一 斯大林不愿意听到国共两军冲突事 要团结抗战 ； 第二 ， 关于军火 苏联接济的

军火 ， 中共可 向国 民党要求补给 。
⑩ 这样 ， 皖南事变后 中共要求苏联提供军事援助一事就此

搁浅 。

三
、 苏德战争爆发后双方关于武器援助问题的协商

年 月 日 苏德战争爆发后 在苏联请求中共采取军事行动配合作战的背景下 ，双方多

次协商过武器援助 问题 。 其间 ，为了让中共派兵开赴
“

南满
”

牵制 日 军 、配合苏军作战 斯大林还曾

主动提出要 中共到满蒙边境接受苏联武器 。

最初 ， 中共提出武器援助请求是为了协助苏联牵制 日军 。 年 月 底至 月 初 为防备 日

① 依 戈 ■ 明卡 ： 《光荣的使命 》 ，
王佳责主 编 《盟 国军援与新纊一新疆文 史资料》 （ 第 辑 ）

， 第 页 。

② 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 室编 ： 《毛泽东年谱 （

—

》 中卷 ， 第 页
； 中央档案馆编 ： 《 皖南事变 （ 资料选辑 ） 》 ， 中共 中 央

党校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

③
，

“

。

④ 崔可夫时任苏联驻华武官和蒋介石的 总军事顾 问 。

⑤ 周文琪 、褚良如 编著 ： 《 特殊而复杂的课题
——共产 国际 、苏联和 中 国共产党关 系编年史（

—

》 ，
湖北人民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请 问 崔可夫他们何时公开援助我们 》 （ 年 月 ） 。

⑥ 。

⑦
，

⑧
’

；

秦孝仪主编 ： 《 中华 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 曰 抗战时期 》 第 编 ，

“

战 时外交
”

（ ，第 页 。

⑨
， ，

⑩ 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周 恩来年谱 （

—

》 ， 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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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从东线袭击 、造成苏联腹背受敌 ，斯大林通过几个渠道请求中共派兵配合作战牵制 日 军 。 在认

真分析各种情况后 ，
毛泽东向苏联 、共产国际通报了 中共的想法和举措 并借机提出 了武器援助的

问题 。 月 日
，
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 ，请他告诉崔可夫并请他转告远方朋友 （ 即共产国 际

和苏联领导人
一作者注 ） ，

“

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 。 但由 于 日

寇在华北 已 占据四年了 对大城市铁路矿山等已建筑坚固工事 且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 ’ 我

人力 、物力 、地区 、弹药 日益困难 假若 日 本进攻苏联时 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
”

，

“

因

此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 实 广泛的游击战争 ， 与 日 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
”

。 同时表

示
“

如果我们能加强弹药 、机关枪 、大炮和炸药的装备 我们的行动效力就当更大些 。 尤其是步枪

子弹等于至宝 ， 因我们每枪平均只有二十发 ，
机关枪极少 ，炮则更少 爆炸的黄色火药亦得不到

”

。
②

月 日
， 中共中央致电季米特洛夫 再次强调了上述内容 。

③ 收到电报后 ，
季米特洛夫特别 向斯

大林和莫洛托夫请求给予中共
“
一定数量的弹药 ， 以便对 日 本可能采取的反对苏联的行为开展更

大规模的行动 。
④ 但这一请求并未获得批准 ， 月 日

，莫洛托夫回复季米特洛夫
“

同意中国 中

共中央的行动方针 。 关于弹药现暂勿做出许诺。

”

⑤随后 ，季米特洛夫向 中共转达了这
一

答复 。

很快 中共再次提出了援助请求 。 年 月 日 ， 中共中央致电季米特洛夫并转斯大林 ，

表示中共决定创建情报部 ，其主要任务是探明 日本人的军事政治工作和进行军事爆破作业 ，它能够

在 日本向苏联进攻时给予苏联帮助 ，为此希望援助爆破材料 、设备和资金等 。 根据当时的情况分

析 ，估计苏联没有提供这些物资 。 首先 月 日 ，苏联谍报员佐尔格从东京传来情报 ：苏联的远

东地区是安全的 ， 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 ，
日本将在几周 内向美国开战 。 在确认东线安全的情况

下 ，
正全力投入到莫斯科会战中的苏联恐怕顾不上给 中共援助 。

⑧ 其次 当时苏联对中共存有怀疑

和不满的情绪 。 月 月 ，中共刚刚再次婉拒了斯大林要中共派出部分正规部队和游击队到
“

南

满
”

开展作战行动的请求 。 对此 ，苏联和共产国际均表示不满 ， 月 下旬至 月初 季米特洛夫

两次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责问 中共准备采取什么措施阻止 日 本进攻苏联？
⑩ 在这种情绪下 ，刚

① 月 底
，
苏联通过驻延安工作组向 中共提 出关于协调行动问题和在 日 本进攻苏联情况下通过中共 军队积极开展作战行动

援助 苏联的 问题 。 月
，
斯大林又致 电 毛泽 东

，希望 中共抽调若干个旅或 团摆在 长城附近 ， 阻止 日 军 向北 平 、 张 家 口 和 包 头 方向集

结 要采取行动破坏通向上述地 区的铁路交通 。 崔可夫也直接要求八路军 大规模 出 动
，

配合国 民党军队在 中条 山 一带作战
，

以 减

轻 曰 本对苏联东部 的压力 。 杜宾斯基 《 苏联在 日 中战 争时期 （

— 对 中 国人民的援助和 中共领导 的立场 》 ， 转引 自

中共 中 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编 《国 外 中共 党 史 中 国革 命史研究论点摘 编 》 ， 中共 党 史资料 出 版社 年版 ， 第
—

页 ； 师哲 ： 《在历 史 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 》
，
中 央文献出版社 年版 ， 第 贸 ；

彼得 弗拉基米洛 夫著 ，
吕 文镜等译 《延安

日记》
，
东 方出版社 年版

， 第 — 页 ；周文琪 、褚良如编著 ： 《特殊而复杂的课题
——共产国 际 、

苏联和 中 国共产 党关 系 编年

史 （
—

》 ， 第 页
；
胡乔木 《胡乔木回忆毛泽 东 》 ，

人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頁 。

② 《帮助 苏联红军我 们决取广泛游击战的方针》 （ 年 月 曰
）

。

③ 。

④ 季米特洛夫 《季 米特洛夫 日 记选

编 》 ， 第 页 。

⑤ 。

⑥ 季米特洛夫 《季 米特洛夫 记选编 》
，
第 页 。

⑦ 。

⑧ 雪霁编译 《 间 谍佐 尔格》
，
《世界博览 》 年第 期

， 第 页 。

⑨ 杜宾斯基 《苏联在 日 中 战争时期 （

— 对中 国人民的援助和 中共领导的立场 》 ，转引 自 中共 中央党 史研 究

室科研局编译处编 《 国外 中共 党史中 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 》 ， 第 頁 ； 中共 中 央文献研究室编 ： 《毛泽 东年谱 （

—

》

中卷
，
第 頁 ；

， 。

⑩ ， ；
周 文琪 、棱良如编著 ： 《特殊而复杂的课题 共产 国 际 、

苏联和 中 国共产 党关 系编年 史 （

—

》 ， 第 页 。



	

孙艳玲 抗 战时期 苏联援助 中 共武器 问 题初探

刚向 中共援助 了大笔资金的苏联很难再向中共提供援助 。

此后不久 ， 由于得到 日 本可能进攻苏联的情报 ， 中共为 配合苏联作战又提出 了援助问题 。

年 月 日 ，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指出 ：为 了防备 日本进攻苏联 ，我们正在扩大东北的力

量 。 同时 我们正在准备在 日 苏爆发战争时进行爆炸工作 ，但我们没有威力大的爆炸物 ，
也找不到

掌握这些器材使用方法的老师 。 请苏联在这方面帮助我们 。
③ 月 日 ，毛泽东又致电季米特洛

夫强调 目前 日 军再次对华北我游击区发动大规模进攻 ，
似乎是进攻苏联的准备步骤。 我军正与

日军激战 ， 以粉碎这次进攻
”

。
④ 尽管毛泽东反复强调准备配合苏军作战 ，但中共希望提供炸药的

要求并未得到满足 究其原因可能是 第一 ，此前斯大林希望中共配合作战的请求屡遭中共拒绝⑤ ，

苏联和共产国际认为中共指望苏联胜利却不积极开展军事行动 ，
月 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处通过决议不指名地批评了中共 。 第二 ，这一时期苏联对中共的要求不仅限于
“

破路
”

，而主要是

派正规部队和游击队配合作战 。 在这样的情况下 ，苏联很难向 中共提供炸药等援助 。

年 月 ，苏联派弗拉基米洛夫等人作为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来延安工作 。 在

有毛泽东等领导参加的见面会上 ，中共再次提出关于苏联提供武器弹药的请求 ，但未获明确答复 。
⑦

年 月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后 ，为得到中共支援 斯大林 曾两次主动提出要向 中共提供

武器 。 当时 正在部署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苏联 得到不少关于 日 本将配合德国进攻苏联的消息 。
⑧

在此情况下 ，斯大林希望中共能派兵支援 。 鉴于此前的几次请求均未实现 这次为得到 中共的帮

助 ，斯大林想以赠与武器为条件 。 据师哲回忆 斯大林致电毛泽东 ，要求中共抽调八路军一两个师

的兵力到内蒙和外蒙边境地区 接受苏方提供的可装备
一

、两个师的新式武器 。 毛泽东研究后回电

说 武器 ，我们 自然是需要的 。 但调一两个师的兵力通过蒙古草原到达边境去接受武器却是不可想

象的 ，
因为敌人有空军 而我们没有 。 这样 我们 的部队在未到达 目 的地之前 就会被敌机消灭掉。

这个方案恐怕难以实现 。 过了
一

段时间 ，斯大林再次致电毛泽东 ，提出 可否派出较小型的游击部队

到满蒙交界地区轮番接受较小批量的武器 以加强抗敌力量 。 这一方案也被毛泽东否定了 。

派兵到蒙古接受苏方提供武器这
一

方案 在两年前曾受到中共极大的重视 那么此时毛泽东为

何会拒绝斯大林主动提出的援助 ？ 究其原因 ，主要是因为中共面临的形势发生 了变化 。 年秋

冬 中共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 一方面 在 日军的扫荡和 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下 陕甘宁边区和各抗

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财经宙难 。 当时 国 民党不仅彻底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和弹药 还不断掀起

反共高潮 。 因此 ， 中共急需苏联的军事援助 。 另
一方面

，
当 时的交通情况尚好 中共有可能接收到

武器 。 而时过境迁 年 月 以 后 ， 国际 国 内局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 第一 在国 际形势影响

下 中 国的局势有所好转 。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形势逐渐朝着对同盟国有利 的方向发展 ， 国共关系

也在转好 双方正在为此进行谈判 。 在这种形势下 毛泽东判断 ：

“

中 国局势有好转可能 ， 即亲苏 、

① 关于资金援助情况参见孙艳玲《抗战期 间 苏联向 中共提供资金援助问题初探》 ， 《杬 日 战争研究 》 年 第 期
， 第 頁 。

② 中共 中 央文献研究 室编 《毛泽东年谱 （

—

》 中卷 ，第 、 页 。

③ 。

④

⑤ 除此前 的 几次外 年 月至 月 间
，
当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 斯 大林再次致电毛泽东 ， 希望派一部分 力 量向长城

内外发展 但毛泽东没有給以肯定的回答 只说部 队调动 有 困难 。 师哲 ： 《在历 史 巨人身边
——师哲 回忆录》 ，第 页 。

⑥ 用 文琪 、褚良如编著 ： 《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 国 际 、苏联和 中 国共产 党关 系编年史 （

一

》 ，第 页 。

⑦ ， 彼得 弗拉基 米洛夫 ： 《延安

记 》 ’ 第 頁 。

⑧ 《毛泽 东致董 、孔 电 》 （ 年 月 曰 ） ； 。

⑨ 此段未加注者均 引 自 师哲 ： 《在历史 巨人身 边
——师哲回忆录 》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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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共 、政治改良 。

”①第二 中共的财政经济状况得到改善 武器严重缺乏的情况也得到缓解。 通

过对 日 作战 ， 中共军队缴获了大量 日 军武器 初步改善了装备低劣和不足的问题 。
③ 第三 ，交通异

常困难 。 从根据地到
“

南满
”

， 沿途遍布 日本人的碉堡和飞机 蒋介石也作了种种军事部署以 切断

中共向外蒙古靠近 中共军队到达满蒙边境困难重重 。
④ 第 四

，
中共开始积极发展对美关系 ，试图

争取美国援助 。 最后 ， 当时毛泽东 巳猜测到斯大林是想以武器援助为条件 ，争取中共采取军事行动

配合作战 。 在中共境况有所好转的情况下 毛泽东不想为得到少量武器而去 冒牺牲部队的危险 。

此后至抗战结束
一些档案 示双方仍讨论过有关援助等问题 。 如据季米特洛夫 日 记记载 ，

年 月 日
，
季米特洛夫与莫罗佐夫 、潘友新等人讨论了蒙古共和 国和延安之间 的联系线

路问题 ，认为这条线路是需要的 并责成他们作进
一

步研究并提出新的具体建议 。
⑤ 另据国民党方

面的档案 年 ，延安 由俄运到新式步枪 支 ，子弹 余箱 于 月 日 交抗大七分校保存
；
同

年 月
， 中共向俄购到新式轻机枪千余挺 ，弹药千余箱 。 但是否确有此事 ，

以及如何运到 ，
还需要

其他档案的充分证明 。

此外 ，除了苏联的直接援助 ，新疆督办盛世才提供给中共的物资 其中大部分应该也来 自苏联
，

因为盛世才的装备基本都是苏联援助的 ，有时可能就是苏联出钱 、盛出名 。
⑦ 据不完全统计 武器

援助大致有 年 月 ，盛赠送八路军的
一

批机枪 年底 滕代远从新疆返回延安时带回 的

高射机枪 挺 、子弹 万发 也有说机枪 挺 、子弹 万发 ） ； 年 月 ， 高 自立携带皮衣 、军火

等 车经兰州办事处运往边区 ； 年西路军余部返延时 ，除携带随身 自卫武器外 ，
还带机枪

挺 、子弹 万发 、 日式三八步枪 多支等
，
作为送给朱德 、彭德怀的礼物等 。

⑧

四 、 小 结

综上所述 ，根据现有的档案和有关材料可以肯定 ，抗战时斯苏联确曾根据中共的要求秘密援助

过机关枪 、步枪 、炮弹 、手榴弹 、子弹等武器和军事装备 援助主要集中在 年以前 苏德战争爆

发后这
一

问题更多地与苏联请求中共采取军事行动配合作战纠结在一起 。 与苏联给国 民党的大量

军援相比 ，苏联向中共提供的武器援助在数量上确实极少 。 同时 与抗战期间苏联向 中共提供的

① 中共 中 央文献研究室编 ： 《毛泽 东年谱 （

—

》 中 卷 ， 第 页 。

② 关于这一情 况参见孙艳玲《抗战期 间 苏联角 中共提供资金援助 问题初探》 ， 《抗 日 战争研究》 年第 期
， 第 页

。

③ 据不 完全统计 ， 年 中共缴获步枪共 万支 轻重机关枪 余挺
，
手枪 余 支 反坦克炮 门

，
大炮 门

，

速

射炮 门
，

还有 两 门 高射炮等 。 艾格媒丝 史沫特莱著 梅念译 ： 《 伟大的道路
——

朱德 的生平和时代 》 ，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

书店 年版 第 页 。

④ 《周恩 来同 志关于对反共高 潮的估计致毛泽 东 同志并 中央 电 》 （
一九四二年四 月 十八 日

） 。

⑤ 季米特洛夫 《季 米特洛夫 曰记选编 》 ， 第 页 。

⑥ 秦孝仪主编 《 中 华民 国重要史料初编——对 日抗战 时期 》第 编
，

“

中共 活动 真相
”

（ 第 、 页
。

⑦ 黄火青 ： 《抗 战争时期 中 国共产党与 盛世才的关 系 》 ， 中共新 韁维吾 尔 自 治区委 员 会党史工作委员会 、 中共乌鲁木齐市

委 员会党史工作委员 会编 ： 《八路军驻新疆 办事处 》
，第 页 。

⑧ 陈秀玉 ： 《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综述 》 、
滕代远 《 回忆赴新疆迎接红西路军和成 立八路军驻新韁 办事处情 况 》

， 中 共新疆

维吾 尔 自 治 区委员会党 史工作委员会 、 中 共乌鲁木齐市委员 会党史工作委员 会编 ： 《
八路军驻新雄 办事处 》 ， 第 、 、 页

；

《滕代远传 》编 写组 ： 《滕代远传 》 ， 解放军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谢觉哉 ： 《谢觉哉 曰记》

， 第 、 页
；李映光 ： 《

从新疆回延

安 》
，
《革命回忆 录》增刊 （

，

人民由版社 年版 ， 第 页 ； 萧显清 《在新纊新兵 营的 曰 曰 夜夜 》
，
《革命回忆录 》 （ 第 辑 ） ，

人

民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⑨ 关于抗战期间 苏联援助 国 民党军火武器数量
，
中俄两 国学者利 用 各 自 掌握的史料进行统计 得 出 的 结果不尽相 同

，

基本认同

的是
：
飞机 余架

，
大炮 余 门

，

坦克 辆 机关枪近 万挺 步枪 万支
，

炸弹 万余顆 炮弹约 万发 子弹 亿发等 。 参

见李嘉谷《合作与 冲 突
—— — 年的 中 苏关 系 》

，
第 沈志华主编 《 中 苏关 系史纲》 新华出版社 年版 第 頁 。



	

孙艳玲 抗战 时期苏联援助 中共武器 问 题初探

上百万美元的资金援助相 比 ，武器援助所起到的实际作用也有限 。 由于档案文献的局限 ， 目前对

苏联军事援助的考察尚不系统 还存在许多疑点 。 因此 笔者姑且通过对上述资料的整理 ，对这
一

问题作几点初步的分析 ：

第一
，
苏联援助数量极少的主要原因

苏联对中共的武器援助之所以非常有限 ， 除了苏联和共产国 际 自身存在
一

定困难等客观因素

外 ，主要原因有二 ：

一

是苏联的对华基本战略考虑及其对国共两党的不同认识 ，导致中共不是苏联援助的主要对

象 。 抗战时期苏联发展对华关系最重要的 目 的是让中 国束缚住 日 本的手脚 使苏联避免两线作

战 。 当时斯大林对国共两党的认识是 中共不够强大 ，在国 内的地位尚不巩固 ，在抗战中发挥的

作用不大 中共的民族主义倾向相当严重 ， 国 际主义团结感发扬得不够 ，指望苏联胜利 自 己却不积

极开展军事行动 ’
毛泽东永远也得不到美英这些大国 的支持③ ；

而国 民党军队是抗战的主力军 ，
蒋

介石有苏联和英美盟国的援助 ，

“

即使不能打退 日本的侵略 也能长期拖住它
”

。
④ 因此 苏联显然

会把大量军援提供给 国民党 ，而对中共的援助则是有限的 。

二是国民党坚决反对苏联向中共提供援助 致使交通运输极其困难。 蒋介石不仅多次拒绝苏

联向中共提供武器援助的想法⑤ 而且严密监视苏联在华人员 ，加强对根据地的交通管制 ，防止苏

联以军用品 、武器接济陕甘宁边区政府 。 国 民党对苏联军运车队行驶区间的限制逐渐加紧 开始是

不许超越兰州 ，后来又不许超越哈密 ，
年和 年先后派汽车团和空军人员直接在哈密接收

苏联援华物资 。 到 年前后限制更加严格 ： 由兰去延飞机须蒋亲批 非经检查不得飞延 派胡宗

南部队人甘肃控制西兰公路 调马步青骑兵军人康 ；企图检查苏联来华外交飞机 甚至还在兰州机

场扣 留苏联飞机
一

个多月 ，拒绝苏联外交飞机到重庆降落等 。 在国民党的坚决反对和严密监视

下
，
运输是极其困难的 ，直接限制了苏联对中共的武器援助 。

第二 ，武器援助对苏联与中共关系的影响

对于苏联在武器援助问题上的态度和表现 许多 中共同 志都感到失望 、不解 甚至不满 。
一是

国共有别 、数量不足 。 抗战时期 ，延安出现了许多诸如苏联把
“

武器给 了资产阶级 书籍给了无产

阶级
”

的说法 。
⑦ 当时

一些同志直接提出要求苏联援助武器的意见 ，
表示 了对这

一

问题的不满 。

如 ， 年 月彭雪枫曾建议 ：

“

苏联之军火人力必须设法得到援助 ，
王明 同志等既能坐苏联飞机

到延安 ，则以此飞机运输军火论 ，亦并非难事 。 苏 日 中立条约订立之后 ，在国际外交上之顾虑似 已

减少到最低限度 。

”

⑧当然 ，这也不能排除另
一

种可能 ， 即为 了避免透露给国 民党 ，
中 央尽可能地封

锁消息和保守秘密 绝大多数中共同志并不了解武器援助的情况 。 二是苏联在提供援助时附带的

① 关于资金援助 问题参见孙艳玲《抗战期 间 苏联向 中共提供资金援助问 题初探 》 ， 《抗 曰 战 争研 究》 年 第 期
， 第

—

页 。

② 瓦 崔可夫著 ，
万成才译 《在 华使命 个军事顾 问 的笔记 》 ，

新华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③ 瓦 崔 可夫 ： 《在 华使命 一个 军 事顾 问 的 笔记 》 ， 第
—

頁
；

，

—

。

④ 瓦 崔 可夫 ： 《在 华使命 个 军 事 顾 问 的 笔记 》 ， 第
—

页
；

，

—

。

⑤ 如
， 年 月 日

，
蒋介石 自 重庆 明确 电 告正在莫斯科的孙科 ：

“

如 再有人提议以俄货直接由俄接济共党之说 ， 请兄严

词拒绝 切 勿赞 同 。 以 军事胜败全在统一 ，不能受外 国直接接济 ，
否 则抗战不惟 无益 ，

而且 国 家必亡也 。

”

秦孝仪主编 ： 《 中华 民 国重

要史料初编——对 日 抗战 时期 》 第 编 ，

“

战 时外交
”

（ ， 第 一 页 。

⑥ 《 周 恩来 同志关于对反共 高潮的估计致毛泽 东 同志并 中 央电 》 （

一九四二年四 月 十八 日 ） 。

⑦ 奥托 布 劳恩著 ，李逵六译 《 中 国纪事 （

—

》 ，
现代史料编刊社 年版

， 第 页 。

⑧ 《彭 雪楓 同志对 目 前 国共斗争形势的分析及对蒋介石斗争策略的建议》 （

一九四一年五 月 三 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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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和要求 ，
也使中共非常无奈 。 对于这些指示 无条件地执行可能会给 中共带来损失 ，婉拒则会

引发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不满甚至批评 。 因此 这些因素多少都会对双方关系产生
一

定影响 。

第三 关于苏联武器援助存在的疑问

由于档案文献的缺失和模糊 ， 目前对苏联援助中共武器问题的考察还存在许多疑点和问题 ，主

要有两点 一是关于档案材料 从 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 很多是间接的 ， 同时很多援助都找不到

多个可靠的证据。 最关键的
一

点是 ，
至今我们都没有在 中共正式文件中找到有关中共得到苏联武

器援助的蛛丝马迹 ，这就对研究的可靠性提出很大挑战。 二是援助本身 我们既做不到对援助数

量 、种类等做准确的统计 ，
也不清楚中共如何分配 、使用这些武器 。 总之 本文的研究还是初步的 ，

笔者期待更多档案材料早 日公布 ，能使这些疑问得到解答 从而对武器援助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 。

〔 作者孙艳玲 ， 中 共 中央党史研究 室 副研究 员 〕

责任编辑 ：
徐志民 ）

《抗 日 战争时期人 口 内迁研究》 出版

程朝云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 月 出版 万字 ，
元

程朝云的 《抗 日 战争时期人 口 内 迁研究 》
一

书 ，
以全面抗 战爆发以后的 战 区 、 沦

陷 区人 口 向后方的 迁移为研究对象 ，该书鉴于 学界 目 前对战时人口 迁移的研究 大 多

偏重于某一方面 、或局 限于某一特定地域的现状 ，
重在对战时人口 内迁 问 题作整体性

研究 。 作者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 在大量 占有和考证原始史料 尤其是 南京第 二历

史档案馆相关档案史料的基础上 通过对档案 、 报刊杂 志 、 各种资料集 、回 忆录 、 当 事

人 日记等的反复甄别 、推敲 ，对战时人口 内 迁问题进行 了 深入研究 。 该书 细致地梳理

和论述 了抗战时期人口 内 迁的 背景 、构成 、规模与 分期 、 过程与 具体路线 ，战时 内 迁人

口在后方的分布与 生活就业状况
， 战时 内 迁人 口对抗战的 贡献 、 对迁入地的影 响 ， 战

时 内迁人口 的 个体生命体验以及知识分子奔赴陕甘宁边 区等 问题
，在一 些 问 题如难

民定义 、人数 、
人口 内 迁的分期上 多有创新 作者认为 战时难民从狭义上来理解 ，

大体

涵盖 了 除随政府机关 、 学校 、
工 厂有组织地迁徙以外的所有战时迁移人口 。 关 于难民

的人数 ，作者通过对统计数据的细致分析 ，令人信服地指 出战时人口 内迁的规模应在

万人左右。 关于人口 内 迁的分期 ，作者认为应划分为初期 （
抗战爆发到 年

底 ） 、 中期 （ 年至 年底 ） 、 后期 （ 年到抗战胜利 ）
三个阶段 。 该书从人 口

迁移研究和抗战史研究 的 双重视角 出 发 ，在宏观展现人 口 内 迁运动 的 同 时 ，
力 求使

“

人口
”

这一概念立足于鲜活的
“

人
”

，使抗战 中每个
“

人
”

的真 实感受得以体现
，
如此

我们更加 明 白 了战时人口 迁移与抗战的 关 系
，
了解 了 抗战时期 中 华 民族为争取个体

！

乃至民族的 生存所做的艰难 而不屈 的抗争 对 《 中 国 复兴枢纽
——

抗 日 战争的八年 》

一

书 中提到 的
“

不 同状况、 不 同 方向成亿人口 的 迁徙运动形成 了 中 国 民族浩浩 荡 荡

的有形的 觉醒运动的 一种形式
”

进行 了论证和补充 。 （ 敖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