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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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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洛川会议，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抗战的路线，也就是人民战争的路线，即抗日战争应该是全国人民总动员

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全民族的利益，是争

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的路线。 

为了贯彻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战胜日寇的纲领、方针和具体政策，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关于军事问题，他指

出，八路军的主要作战地区是晋察冀三省，主要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

山地游击战。关于国共关系问题，他指出，要坚持、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的阶级独立性和警觉性。

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指出共产党同国民党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胜利

的问题，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如何争取胜利的问题，而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

党的片面抗战路线。 

会议向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和全国人民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它的要点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

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

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

结。这个纲领是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它全面地概括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指明了争取抗日

战争彻底胜利的道路。 

会议分析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指出它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因此共产党“应该使自

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必须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同时反对悲观失望的民族失败主义。 

会议决定了共产党在新阶段的具体行动方针：第一，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

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第二，以减租减息作为党在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第三，在国民党

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第四，红军实行战略转变，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

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 

会议决定将中共中央军委成员增加为十一人，毛泽东任书记，朱德、周恩来任副书记。 



洛川会议在历史转变关头，指出必须坚持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规定了共产党的战略任务和基本政策，对

争取抗战的胜利和建设一个新中国，具有重大的意义。 

洛川会议后，为进一步指导共产党和八路军实行战略转变，毛泽东在九月连续发出指示，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

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应环绕于游击战争。“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

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

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 

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必须解决一些基本政策问题。十月，刘少奇发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指

出芦沟桥事变后，广大的游击战争将成为华北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方式，也是最有效的斗争方式。华北数

十万游击队是能战胜多数敌人的，华北的反日游击战争，是有光明前途的。 

刘少奇指出，游击战争要建立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建立真正人民的抗日政权。这种政权的基本任务是：（一）普遍

地武装人民，动员人民参战；（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三）改善人民的生活；（四）肃清汉奸，取缔一切阻碍与

破坏人民参加抗日战争的行为。为实现这些任务，抗日政府应该实行如下的各种具体政策： 

（一）财政经济政策。财政政策是，取消旧的捐税和摊派，重新规定统一的累进税；没收汉奸及日本帝国主义的财

产；向富户征收救国捐等。经济政策是，保护一切工商业的自由营业；协助对抗战有利的工业和生产合作社及消费合作

社的组织；发展农业生产，进行耕种运动等。 

（二）农民土地政策。由政府采用法律命令的办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争取抗战胜利的最重要的一着。在

根据地内，应没收汉奸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没收逃亡地主的土地，无租息的分配给农民耕种；颁布减租

法令，减租至最低限度；保障农民佃耕土地的永佃权；协助农村合作社的发展；禁止高利贷；农村政权由农民直接选

举，组织农民武装自卫队等。 

（三）关于群众运动的政策。确立群众团体及群众运动在法律上的权利与合法地位。建立真正群众的工会、农会、

学生会、商会及青年、妇女、儿童等团体。群众团体的中心任务，是动员群众加入抗日军队和游击队，发动群众参加抗

日战争中各方面的工作。 

此外，抗日政府还必须执行正确的劳动、内务、教育、民族和对外各项政策。刘少奇在这里所提出的各种政策，是

共产党十大纲领的具体化。 

二 、平型关战斗 ，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展开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以后，立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一九三七年九月，一一五师挺进至晋东北地区；一二○师到达榆

次地区；一二九师主力开赴正太路南侧地区。 

这时，日军正由晋北、察南、冀西分路向平型关、雁门关进攻。一一五师按照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二十三日以一部

在灵邱、涞源方向阻击敌人的增援部队，以三个团的兵力于二十四日夜冒雨设伏于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山地。次日晨，

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进至伏击地区，八路军突起猛攻，迅速将敌包围分割，进行白刃战。经过一天的激战，歼敌

一千多人，击毁汽车百余辆，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胜利。这次胜利振奋了全国



人心，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加强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 

平型关战斗以后，八路军参加忻口战役。一一五师和一二○师在察南、晋北和冀西地区作战，收复了十余座城镇。

一二九师的一部于十月十九日夜袭阳明堡机场，击毁敌机二十二架。当正太路危急时，八路军总部率一一五师和一二九

师驰援，先后胜利地进行了长生口、七亘村、黄崖底、广阳等战斗。当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从忻口、太原及晋中地区溃逃

时，八路军仍在积极战斗，使他们免于被歼。 

上海、太原失陷前后，八路军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敌后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一一五师一部留在以恒

山为依托的晋察冀边区，主力进入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地区；一二○师进至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地区；总部率

一二九师主力进入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边区。八路军在完成了战略展开之后，接着就开展了创建根据地的战争和其

它各项工作。 

晋察冀根据地平型关战斗后，聂荣臻率一一五师一部两千人留守五台山，在晋察冀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十一月，成

立了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四个军分区。八路军在各地组织战地动员委员会和游击队。一九三

八年一月十日，在河北阜平召开全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成立了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各级政权进行了改选，统一了政策

法令，改编了当地的抗日武装，部队迅速扩大。二月，边区军民粉碎了日寇二万多兵力的八路围攻，恢复了晋北、冀

西、冀中、察南的五十余县。这是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一九三八年春，派出一个支队进到北平的西山一带，开

辟了平西根据地。同年四月，在冀中成立了行政主任公署，建立了冀中根据地。六月，又组织一个纵队，进入冀东。七

月，配合当地的党组织，在冀东七县发动武装起义，并在十七个县开展了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开辟了冀东根据地。它是

以后冀热辽根据地的基础。这些根据地的开辟，使晋察冀边区更加扩大。 

晋绥根据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国民党军队弃守太原后，八路军一二○师在晋西北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抗日。一

九三八年二月，日寇乘一二○师开赴同蒲路作战之机，调集万余人兵力向晋北进攻，侵占宁武等七个县城。一二○师闻

讯，星夜回师，经二十多天激战，收复了七个县城，打垮了日寇的第一次围攻，奠定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同年

八月，一二○师派一个支队北上绥远，越过平绥线，进入大青山地区，与当地的抗日武装相配合，发动了绥东、绥西、

绥南以及察哈尔的游击战争，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以后，大青山区和晋西北区统一为晋绥抗日根据地。 

晋冀豫根据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在正太路痛击日寇之后，进入晋东南，以太行山为中心开辟抗日

根据地。十二月，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一九三八年，游击战争迅速发展起来。二月进行了长生口伏击战。三月中下

旬进行了神头岭和响堂铺战斗，歼敌约二千人，焚毁汽车一百八十余辆。四月，日军三万余人分九路进攻晋东南地区。

一二九师等部在长乐村歼敌二千二百余人，又乘胜追击，粉碎了敌人的围攻，共歼敌四千余人，收复县城十八座。下旬

成立晋冀豫军区。同年春，一二九师一部开赴冀南，发动群众，打击日寇，建立政权，开辟了冀南区。八九月间，一二

九师一部在漳南作战，收复了豫北滑县等地。 

山东根据地抗战爆发后，山东的共产党组织，从一九三七年十月至一九三八年六月，先后在盐山、乐陵、文登、长

山、徂徕山等地领导起义，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并逐步开辟了十个抗日根据地。为加强统一领导，十二月成

立中共山东分局，同时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统一领导山东地区的部队。一九三八年五月，一一五师和一二九师各一部

进入冀鲁边，将该区部队统一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随后在宁津、乐陵、盐山等地开展游击战争。从十二月至



一九三九年三月，连续粉碎敌人的三次“扫荡”，开辟了冀鲁边根据地。 

华中根据地一九三七年十月，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

编第四军。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正式成立。军长叶挺，政委兼副军长项英。下辖第一、二、三、四

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同时，成立中

共中央东南分局，项英任书记。一九三八年二月，各支队开始向皖南皖中集中。四月，军部由南昌进到岩寺。六月，第

一支队在陈毅率领下进入苏南敌后，七月，第二支队在张鼎丞率领下也进入苏南敌后，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根据

地。两个支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牵制了向华中内地侵犯的敌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第一、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

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由陈毅、粟裕任正副指挥。第三支队在策应第一、二支队挺进苏南以后，进入皖南前线抗战，于

芜湖、宣城等地开辟了皖南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四月，第四支队挺进皖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三九年五月成立江

北指挥部，由张云逸、徐海东任正副指挥，开辟了津浦路东、西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六月，中共河南省委组织了豫东游

击第三支队等抗日武装。十月，该支队与新四军游击支队合编，东渡黄泛区，十一月在睢杞太地区取得多次胜利，初步

打开了豫东抗战局面。 

陕甘宁根据地一九三七年九月，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共辖二十三个县。十一月，在完成普选的基础上建立了边

区各级人民民主政权。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中央一直在陕甘宁边区，在政治上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战。陕甘宁边区成

了全国抗日的中心，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首府延安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在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前线

后，驻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和地方武装，守卫着几百里黄河河防，保卫着边区。一九三八年粉碎了日寇的两次

进攻。同时消灭了国民党派遣的四十八股土匪，使边区日臻巩固。陕甘宁边区还成立了总工会、农民会、妇女联合会、

青年救国会等，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开展了蓬蓬勃勃的抗日民主运动。一九三九年一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成立，并

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的抗日民主运动，为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提供了经验，在全国树立

了榜样。共产党在这里创办了马克思列宁学院、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卫生学校，为抗日

民族解放运动培养了大批干部。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欣欣向荣，成为模范的抗日根据

地。 

一九三七年，共产党通过与阎锡山的统战关系，组建了青年抗敌决死纵队（新军），共有四个纵队和政卫队、工卫

队，全部兵力约四万余人。第一、三纵队和政卫队活动于晋东南地区，第二、四纵队和工卫队活动于晋西南地区。 

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使日寇腹背受敌，受到极其严重的威胁。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党领

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在敌后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坚持长期抗战的基本力量，成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和全国人民解放的

保证。从一九三七年九月到一九三八年十月，华北八路军与敌人战斗一千五百余次，毙敌五万多人，牵制敌人兵力三十

万以上。八路军迅速发展到十五万多人，新四军发展到二万五千人。这是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

争的战略方针的重大胜利。至此，日寇只得停止战略进攻，回过头来以主要兵力把守占领区。 

为了使共产党员充分认识人民游击战争的伟大作用和意义，正确地指导抗日游击战争，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发表

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处于进步时代的大而弱的国家，这个国家被小而强的日本所攻击。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



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由于敌人占地甚广但兵力不足，因而在占领区留下很多空虚的地方，这

样就使抗日游击战争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

对广大军民的发动，就使抗日游击战争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

生了。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于是根据地问题、向运动战发展问题等等也发生了。因此必须“把游击战争的问题

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 

毛泽东指出，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方针是：（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

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三）建立根据地；（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

向运动战发展；（六）正确的指挥关系。这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其中第一项是游击战争战略原则的最中心

的问题。 

毛泽东这一著作，指明了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正确道路和方针。使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抗日武装沿着正确路线向前

发展。 

三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亡，使一部分群众产生了对抗战的悲观情绪。国民党政府中以

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宣扬“再战必亡”论。以蒋介石为首的英美派则希望依赖外力的援助或者日本国内的变化，迅

速结束战争。台儿庄的胜利，引起速胜论一度风行。速胜论在共产党内也有影响，使一些人产生轻敌思想。 

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虽然对抗战发表了许多正确的主张，但是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

上，使抗战无法获得彻底的胜利。 

饱受战争灾难的中国人民渴望抗战的胜利，迫切要求解答中国能不能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的问题。肩负着领导

抗战责任的共产党，为了给全国人民指明胜利的前途，必须彻底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同时，十个月战争的发展，已使

共产党掌握了足够的论据，来击破亡国论，说服速胜论，对战争的全局做出正确的论述。    

抗战一开始，共产党就已确定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朱德、洛甫、彭德怀、周恩来等曾先后发表文章，论述持久抗战

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系统地论述了有关持久战的基本问

题。 

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

争。战争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这些

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而不属于日本。”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没有根据的，是战争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 

毛泽东科学地预见了持久战的发展过程。“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

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指出，犬牙交错的战争

形态是持久战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内线和外线，有后方和无后方，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四种情况上。根据这些情

况，具体地进行持久战的方针，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中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

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总之，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在第三阶段中，是战略的反攻战。 



  

毛泽东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因此，必须坚持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对全军全民进行广大的政治动员，普遍地、深入地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

积极性，这样才能争取最后胜利。 

《论持久战》的发表鼓舞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成为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强大思想武器。它是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抗日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也是重要的哲

学著作。 

四、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 

抗战开始以后，由于国内阶级斗争形式发生变化，共产党内一部分人中滋长了右倾情绪，对国民党的反动本质缺乏

认识，曾先后发生了闽粤边区的“何鸣事件”和西安的“西救”事件，在八路军中出现了新军阀主义倾向，某些人以接

受国民党委任为荣。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指出右倾投降主义已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强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必须在党内反对阶级投降主

义，在全国反对民族投降主义。 

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

胜利呢？》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反对洛川会议确定的全面抗战路线。王明否认国共两党的本质

区别，抹杀两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伟大作用，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

党身上；反对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而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完全统一于国民党军队，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

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放弃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受到毛泽东等的抵制，未

能形成决议，没有在全党占统治地位。会后，王明到武汉担任共产党长江局的书记。在此期间，他不服从中共中央的领

导，不执行中央的正确指示，擅自发表了许多文章和讲话，极力鼓吹并在实际工作中推行投降主义的错误主张，使共产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战工作受到损害。 

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工作，确立抗战即将转入新阶段时的方针任务，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共产

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尤其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

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

密团结的空气。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他强调全党要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

历史责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动员和团结全民族一切力量，为克服困难、战

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毛泽东还进一步强调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深刻阐明了武装斗争在中国革

命中极为重要的作用，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的任

务。 



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决议案指出：坚

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增加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是全中华民族

的当前紧急任务。全会批叛了右倾投降主义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牺牲党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把无产

阶级为了反对共同敌人而与其他阶级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曲解成为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为资产阶级的尾

巴的错误。全会重申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

华北解放区，发展华中解放区。全会认为，必须认真地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

义，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鉴于右倾投降主义分子违反组织纪律的

错误和张国焘的叛党行为，全会通过了几个组织建设方面的文件，以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巩固党的统一。全会决定撤

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中原局由刘少奇兼任书记。南方局由周恩来任书记。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全面地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策，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取

得了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作了全面的战略规划，推动了抗战工作的迅速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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