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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共中央南方局，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派驻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的秘密机关
。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历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曲折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
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伟大历史的重要篇章。
本书是迄今为止对南方局历史及其功绩、经验最全面最系统的一次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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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军事工作的重大影响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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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工作的开展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面对其侵华战
争的人力、财力、物力的不足，不得不调整对华策略，停止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对国民党采
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此时，国共合作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英、法、美对日实行绥靖政策；苏联采取维护自身安全
策略；国民党政府对日倾向妥协、日趋反动。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南方局应势建立。
为了坚决抗击日军侵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调整了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策略，加强对国
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坚持国共团结抗战，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积极发展壮大人民抗日武
装力量，但同时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予以坚决反击。
为了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军事工作的领导，南方局成立了军事组，并设立了八路军驻重庆、桂林、香港
、广州、韶关、衡阳等办事处、驻湘通讯处和驻贵阳交通站等公开机构。
这些机构的成立，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工作的广泛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节　抗战相持阶段后国共军事合作面临的复杂形势　　一、中国抗战相持阶段的出现　　中
国抗战相持阶段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中日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的结果。
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会战结束，经过了16个月的战争，日军虽然已经推进到包头、风陵渡、开封、信
阳、合肥、岳阳、芜湖、杭州一线，并控制了珠江口、长江下游沿岸和华北、华东的主要铁路沿线，
占领了中国的主要工业城市和富饶地区。
但是随着战区的扩大、战线的延长；整个战局却出现与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初衷完全背离的状态，面
对中国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日军陷入顾此失彼、疲于奔命的境地。
在正面战场，日军面对的是200多个师的中国军队。
在日军占领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广泛开展，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遍布各地，在敌人后
方形成了敌我相互包围、犬牙交错的敌后战场。
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总人口达5000万人以上。
日军仅能局限于主要城镇和主要的交通沿线地区。
与此同时，因长期战争而使得自身实力的消耗，对苏战争准备受到削弱，日苏之间的力量对比严重失
衡，日本失去了对苏联的强硬立场，被迫对苏联采取战略缓和。
正由于国际局势的急剧动荡，日本急需调整战略以应付即将到来的动荡。
　　就日本自身而言，长期的战争消耗，使得日本人力与资源匮乏的根本弱点暴露出来，日本的经济
基础因此而动摇。
战争开始后，日本大规模扩军，先是在1937年扩编了7个师，于l938年又扩编了10个师。
短时间内如此大规模的扩军，造成了日本兵员结构的畸形，严重降低了日军的战斗力。
与此相伴随的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的补给同样难以为继。
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和持久，各类军需物资的消耗直线上升，日本被迫于1937年、1938年实行了两次
军需动员计划，但两次动员计划仍满足不了战争的实际需要。
兵力和军需物资的匮乏，限制了日本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因为战争的不利局面，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也陷入困顿。
由于连续追加巨额的军费开支，造成日本财政拮据，政府大量发行国内公债，严重影响了日本经济的
正常运行。
日本国内物价上升，通货膨胀，物资匮乏，国民生活每况愈下，厌战情绪、反战活动加剧。
　　面临种种窘境，日本政府意识到，单凭武力是不能征服中国的，侵华战争已经成为日本实现其称
霸世界的沉重包袱，在战争转向长期化的形势下，日本侵略者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被追
对侵华的战略和策略做出了一些新的调整。
一方面对国民党由原来的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
辅的方针；另一方面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采取以保守现有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逐渐将其注
意力集中于打击和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并集中主要兵力对占领区实行“治安肃正”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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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东南亚新秩序的声明》，一改他在同年1月份声明中提
出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立场，声称：“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
。
这次征战之最后目的，亦在于此。
”“此种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
，希望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的结合。
”“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
”“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进一步提出：“日满华三国应在建设东
亚新秩序的理想之下，作为友好邻邦互相结合，并以形成东亚和平的轴心为共同目标。
”以上的声明和方针的发表表明，日军加强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攻势，抛出种种诱饵，促使国民政
府对日妥协。
以承认国民政府存在为条件，利用并扩大中国的内部矛盾，迫使国民政府放弃抗日立场，企图用政治
攻势解决陷于僵局的侵华战争，达到现有军事力量所达不到的目的。
　　1938年12月6日，日军陆军省、参谋本部在《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的文件中指出：“如
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而将占领地区划分为以确保治安为主的治安地区与以消灭
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
”“虽然肃清抗日残余势力的工作仍须进行，但主要有待于以坚强的军力为背景，进行谍报工作与政
治工作。
”文件表明，日军被迫限制战争的规模和区域，并将军事打击的重点移向后方的抗日游击力量。
日军加强对占领区的控制，加紧贯彻“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方针。
在政治上，扶植和强化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
在经济上，大肆掠夺占领区的资源，建立所谓“长期自给体制”。
在文化思想上，推行奴化教育，大力宣传所谓“日中亲善”、“共存共荣”的欺骗政策，以麻痹中国
人民。
　　正是因为中日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日军妄想全面占领中国的困难日益增加，不得不停止对
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
而从中国方面来说，虽然经过战略防御阶段全国军民的英勇抗战，彻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灭
亡中国的计划，遏制了日军的战略进攻，人民抗日力量已有较大的发展，使敌我双方进入新的战略阶
段。
而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一些大城市和主要交
通线。
八路军、新四军控制着广大农村。
但是，中国军民的损耗也十分巨大，大片的国土特别是重要经济港口城市和较为富庶的地区落入敌手
，抗战面临艰难的形势，中国仍远未能有足以进行战略反攻的条件。
为了积蓄力量，准备战略反攻的条件，中国人民还需要继续坚持长期的艰苦斗争。
这样，中国的抗日战争出现了战略相持的阶段。
　　二、国共军事合作面临的复杂形势　　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英、美等国认为这是与日本达成妥
协的良机，积极进行斡旋，以期实现“中日和平”的局面。
面对着国际上德、意法西斯疯狂扩张，英、法、美等国对其一味妥协让步，欧洲形势恶化。
英、法、美为了应付欧洲危机，对日本奉行绥靖政策。
苏联虽有与其他国家联手遏制法西斯侵略的愿望，但在西方一些国家拒绝集体安全策略的情况下，也
以维护自身安全为首要任务。
这种种国内外因素的影响，使国共两党军事合作的形势日趋复杂。
　　这期间的欧洲战场，英、法对德意法西斯实行绥靖政策。
1938年9月，德、意、英、法四国首脑达成了出卖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慕尼黑协定》，引起了欧洲国
际关系的大混乱，原有的欧洲秩序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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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法西斯加快扩张，欧洲局势急剧恶化。
在远东，英、法、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仍采取绥靖政策，即利用中国的抗战来打击日本的扩
张，使其知难而退，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换取日本让步，实现双方有条件的妥协，从而保全西
方国家在中国的利益。
但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东亚新秩序”野心的彰显，英、法、美等国与日本矛盾增大，为牵
制日本的侵略，英、法、美等国决定实行对华贷款，给予中国政府适当支持和援助。
但英、美等国家与日本的贸易经济关系，决定其在中日战争上的“中立”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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