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共中央南方局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共中央南方局史>>

13位ISBN编号：9787509802762

10位ISBN编号：7509802768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时间：中共党史出版社

作者：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页数：43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共中央南方局史>>

内容概要

中共中央南方局，是中国共产党为适应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形势的发展和斗争需要，派驻国民党
统治中心重庆的代表机构，是中共中央建立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前哨阵地，肩负着代表中共中央协调
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大责任，是中国共产党对外的主要窗口；同时也是领导南
方各省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争取中国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战斗堡
垒。
研究、撰写南方局的历史，必须站在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高
度，把握和审视全局，注重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注重历史的空间和时间的统一。
本书对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历史作了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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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简介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系中共重庆市委直属事业单位；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部门，又是市委主
管党史业务的工作部门。

（一）主要职能
开展党史资料征集整理、党史研究和党史宣传教育；服务并参与市委组织开展的党史重大事件、重要
人物纪念活动；履行重庆市重大历史题材项目审查把关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组织开展重大历史题材
项目审读工作；指导区县（自治县）党史部门工作和重庆市中共党史学会等社团活动；完成中央党史
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市委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等。

（二）机构沿革
1980年6月，中共重庆市委成立中共重庆市委现代革命史资料组和党史资料征集小组。
1982年5月，市委现代革命史资料组改为市委党史研究组，与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合署办公。
1982年12月，市委党史研究组改为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改为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
会。
1983年6月，市委党史研究室与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合并，改称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1989年11月14日，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更名为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三）主要成果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自成立以来，在中共重庆市委的直接领导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关心指导下，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抓住重点、突出特色，紧紧围绕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中共中央西南局历
史和中共重庆地方历史两个层面、三个方向，扎实推进党史资料征集，不断深化党史研究，有效开展
党史宣传教育，认真组织重大纪念活动，全面推进重庆党史工作的整体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
先后出版了《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中共中央南方局史》、《红岩精神研究》、《邓小平西南工
作文集》、《邓小平在西南的理论与实践》、《邓小平主政大西南的历史经验》、《中共重庆地方简
史》、《重庆抗战史1931-1945》、《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大事记》、《关怀与重托》、《重庆解放》
、《解放60年重庆英模谱》、《曹荻秋传》等一批重要党史著作；组织开展了“纪念周恩来同志诞
辰110周年”、“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 “纪念杨尚昆诞辰100周年”、“纪念赵世炎同志诞
辰100周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纪念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70周年”、“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暨重庆解放60周年”、“纪念中国
共产党成立90周年”等一系列重大纪念活动；合作或协助拍摄了《主政大西南》、《重庆解放》、《
数风流人物》、《千秋红岩》等党史影视作品。

（四）内设机构
主要内设机构：办公室、征集研究一处、征集研究二处、南方局研究室、宣传教育处；直属事业单位
《红岩春秋》杂志社。

（五）现任领导
主　任：周　勇
副主任：徐塞声、罗心福
网站名称：红色春秋·重庆党史网
域　　名：http://hscq.cqnews.net/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主要成果
（一）基本著作
1.《重庆党史人物（一）》，重庆出版社，198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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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方局党史资料》六卷本，重庆出版社，1990年出版。

3.《重庆党史人物（二）》，重庆出版社，1991年出版。

4.《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93年出版。

5.《重庆4.12学生运动》，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6.《抗美运动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7.《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

8.《新重庆的起步》，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9.《中国YC团》，重庆出版社，1997年出版。

10.《半个世纪看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11.《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大事记1949.11—1999.12》，重庆出版社，2000年出版。

12.《邓小平与大西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

13.《铸就辉煌——中共重庆建党历程》，重庆出版社，2001年出版。

14.《赵世炎研究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

15.《赵世炎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16.《重庆直辖五周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17.《赵君陶教育思想论文集》，重庆出版社，2003年出版。

18.《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重庆出版社，2004年出版。

19.《见证红岩——回忆南方局》（上、下册），重庆出版社，2004年出版。

20.《千秋红岩——中共南方局历史图集》，重庆出版社，2004年出版。

21.《邓小平与重庆》（画册），重庆出版社，2004年出版。

22.《重庆抗战史1931-1945》，重庆出版社，2005年出版。

23.《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简史》，重庆出版社，2006年出版。

24.《红岩?丰碑——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65周年纪念集》，重庆出版社，2006年出版。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共中央南方局史>>

25.《巴渝丰碑——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图集》，重庆出版社，2006年出版。

26.《为了和平与民主——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集》，重庆出版社，2006年出版。

27.《邓小平主政大西南的历史经验》，重庆出版社，2006年出版。

28.《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出版。

29.《给世界以和平——重庆大轰炸暨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
版社，2007年出版。

30.《千秋红岩——纪念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七十周年》（上、下），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红岩
春秋杂志社，2009年出版。

31.《中共中央南方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出版。

32.《红岩精神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出版。

33.《解放60年重庆英模谱》，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9年出版。

34.《丹心铁骨曹荻秋》，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9年出版。

35.《重庆解放》，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出版。

36.《胡康民党史研究文集》，重庆出版社，2009年出版。

37.《朝天汇流—重庆市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型展览》，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38.《邓小平在西南的理论与实践》，重庆出版社，2010年出版。

（二）影视作品
1.《主政大西南》，6集，2004年重庆电视台播出。

2.《数风流人物》，1集，2009年重庆卫视播出。

3.《重庆影像》，58集，2009年重庆卫视播出。

4.《重庆解放》，共5集，2009年重庆卫视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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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前言第一章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建立和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针的贯彻  第一节  第二次国共合作
的形成和中共代表机构的建立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    二、中共中央长
江局和中共代表团  第二节  南方局的建立和各项工作的初步展开    一、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形势    
二、南方局的建立与分工    三、推动国民党统治区的“讨汪”运动    四、外事工作的开拓    五、在发
展中巩固党的组织  第三节  贯彻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针的斗争    一、中共三大政治口号
的提出及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制订    二、维护国共军事合作，参与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三、坚守
两个文化阵地    四、高举抗日民主旗帜，加强与中间力量的团结    五、配合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
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第二章  击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  第一节  未雨绸缪预作应变准备    一、国民党
军事反共重点南移    二、协调处理新四军内部矛盾，粉碎顽固派搞垮新四军的阴谋    三、1940年夏的
国共谈判    四、针对反共逆流提出应变方针  第二节  协助中共中央应对即将到来的反共高潮    一、“
皓电”后为中共中央决策提供重要建议    二、紧急形势下的谈判、统战及外事工作  第三节  发动政治
攻势，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    一、揭露皖南事变真相，坚守国民党统治区革命阵地    二、向国民党顽
固派发动强大政治攻势    三、借助反法西斯国家对顽固派施压    四、团结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孤立顽
固势力    五、围绕解决皖南事变善后问题开展的斗争第三章  在逆境中开拓新局面  第一节  继续维系国
共合作抗日的大局    一、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对国共关系的影响    二、宣传八路军战绩，申明
坚持国共合作抗战的立场    三、争取国民党内开明之士维护国共合作抗日    四、1942年至1943年问的国
共谈判    五、配合陕甘宁边区武装自卫，制止第三次反共高潮  第二节  建设坚强战斗的党组织    一、
整顿组织，撤退转移干部    二、隐蔽精干，彻底转变组织形式和领导方式    三、实行“三勤”、“三
化”    四、南委事件及善后处置    五、“据点”的建立和发展    六、整风学习与审查干部  第三节  大力
加强对广大中间力量的统一战线工作    一、推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建立    二、充分发挥党外左
派人士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    三、支持帮助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建立与发展    四、团结支持国民党民主
派坚持抗战争取民主    五、团结争取地方实力派    六、广泛团结各界爱国人士  第四节  依靠爱国知识
分子发展进步力量    一、重视关怀爱护知识分子    二、以戏剧演出活动冲破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沉寂
局面    三、全力组织香港大营救    四、鼓励进步学术工作者的研究创造    五、引导科技界人士参加民
主活动，作好科学研究  第五节  协助中央军委领导华南敌后游击斗争    一、建立人民武装，开展抗日
游击战争    二、坚持独立自主方针，反击顽固派的进攻    三、粉碎日、伪、顽夹击，坚持敌后游击战
争    四、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    五、抗战胜利后北撤山东与坚持华南武装
自卫第四章  推动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运动  第一节  团结民主力量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    一
、国民党统治的腐败，社会矛盾加剧    二、团结民主力量，推进宪政运动    三、谈判桌上的再度斗争  
第二节  为争取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而斗争    一、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和国共再度谈判    二、建立秘密外
围组织，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    三、推动大后方民主运动高涨  第三节  打破国民党外交垄断，多方
面开展外事工作    一、扩大与英美驻华机构联系，宣传中共抗战民主主张    二、冲破新闻封锁，促成
中外记者团采访陕甘宁边区    三、加强与美国官方联系，美军观察组到延安    四、董必武出席联合国
制宪会议  第四节  在民主运动高潮中迎来抗战胜利    一、反对“一党国大”，争取光明前途    二、领
导反对国民党特务统治的斗争，掀起群众运动新高潮    三、领导社会各界争取民主，挽救时局    四、
促成六参政员访问延安第五章  为争取和平民主建国而斗争  第一节  配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一、毛泽
东赴重庆谈判    二、《双十协定》的签订    三、配合重庆谈判进行多方面工作  第二节  国民党统治区
人民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兴起    一、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迎接革命新高潮    二、国民党的掠夺性“接
收”    三、一二·一学生运动和人民反内战运动的高涨    四、支持爱国民主力量组织起来    五、团结
争取民族工商界，投入和平民主运动    六、加强外事工作，扩大国际影响  第三节  推动政治协商会议
召开和维护政协决议的斗争    一、停战协定的签订    二、力促政协会议取得成功    三、维护政协决议
的斗争    四、军事问题的继续谈判  第四节  南方局东迁，第二条战线初步兴起    一、南方局东迁和南
京局的设置    二、第二条战线初步兴起    三、全面内战中的最后一段谈判    四、完成使命回延安结束
语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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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建立和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针的贯彻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
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不久，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
战火在中国南北大地同时燃起，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
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当局终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全国各族人民、各党派团体，以及国民党内部
积极力量的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从而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第一节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中共代表机构的建立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由此产
生的种种问题　　全国抗日战争的爆发，迅即推进了国内局势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政治格局。
　　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即仆仆风尘，往来于延安、西安、杭州、庐山之间，
与国民党代表，特别是与蒋介石本人折冲樽俎，反复交涉，以推进国共合作。
谈判的中心是红军改编问题。
谈判时续时停，时进时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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