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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曾当面称叶挺将军是“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

写起”。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 1927 年 12 月爆发的广州起义，首次打

出了“红军”旗号，而叶挺担任了红军的总司令。“第一任总司令”之说由此而来。

新四军作为人民军队的重要一支，它的战史也要从叶挺写起。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形势，同意国共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但内

心并未完全放弃“剿灭共匪”的计划，只是变换一下策略，实行所谓“北和南剿”。

1937 年春，蒋介石密令第 157 师限期“剿灭”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此时，周恩

来、叶剑英等先后在西安、杭州、洛阳、庐山、南京等地，与国民党当局、蒋介石

谈判，主要是谈判长征到达陕北的主力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的问题，尚未涉及南方

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问题。陈毅、项英等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内容只是停止敌

对，就地集中改编为地方抗日武装，也未涉及集中改编一支队伍开赴抗日前线的问

题。叶挺利用他的特殊经历和社会声望，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红军和游击队集中

改编为新四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特殊作用。 

 

  提议组建新四军 

 

  “八·一三”第二次淞沪抗战爆发后，叶挺根据周恩来赴庐山路过上海时的授

意，主动向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老同学、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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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集中编一支部队，开赴前线抗日。并建议这支部队取

名新编第四军，以继承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老四军的光荣传统。他表示愿意参与这

支部队的组建。随后叶挺又将此事告知老四军军长李济深，还有冯玉祥，他们也向

蒋介石进言，终于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国民政府军委会发布了“委员长核准”任命

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的命令。这为我党同国民党当局谈判集中改编南方红军游击

队扫除了一大障碍，因为有了正式的任命，国共双方只要商谈如何集中改编就可以

了。在以后的日子，国共双方就新四军编制、干部配备、军费供给、集中地点等一

系列问题进行谈判。蒋介石要求压缩新四军编制人数、要派人来控制部队，不肯承

担军费供给，不断进行刁难。叶挺则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同国民党当局陈诚、何

应钦、顾祝同等据理力争。他曾以“辞职”逼蒋，迫使其让步。如果没有叶挺，通

过谈判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会大大增加。 

 

  叶挺在蒋介石任命发布后，听从党中央召唤，亲自赴延安向毛泽东等表示，一

切听从党指挥。毛泽东提出，新四军编两个师、四个旅、八个团，陈毅、张鼎丞、

张云逸、谭震林担任师级领导，叶挺在周恩来、叶剑英支持下，向国民党当局力争，

后达成协议，新四军编四个支队(旅级)，一、二、三支队各两个团，第四支队三

个团，外加一个手枪团；国民党当局同意不派干部，委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

敬亭等担任支队领导，后来又争得国民党当局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

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每月军费核定 6.5 万元，由于叶挺力争，增加到 9.5

万元，后来又增加到 13.5 万元。为解决上述问题，叶挺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四军在皖南岩寺集中后，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奉命前

来点验。罗是叶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老同学，叶挺与之巧妙周旋。罗提出新四军

人多枪少，编制人数要减少。叶则采取把部分干部战士送教导队培训，把另一部分

干部战士放到下面去充实基层，把宣传队和华侨服务团上调军部之类的办法，顺利

地走完了这个点验过场。 

 



  所有这些，基本上实现了党中央对组建新四军的要求，叶挺以自己特殊身份作

出的努力，为其他任何人所难以替代。 

为提高军队素质多所建议 
 
  新四军组建前夕，叶挺即从项英、陈毅等领导人口中得知，经过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考验

的红军游击队，具有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优良传统。同时，叶挺以战略家的眼光，也预见

其不足:红军游击队员大都出身贫苦劳动人民的家庭，读书不多，缺少文化；长期游击环境，

未能经过正规军事训练，更未研究过战略战术；小游击队作战，一个人发号施令就可以了，

而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面对的是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正规化日军，不仅要打游击战，还

要打阵地战、攻坚战，大部队协同作战，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政治、军事、文化素质成了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1938 年 4 月，一、二、三支队在皖南岩寺集中后，叶挺就以主要

精力抓部队训练，他亲自给指战员讲课，讲国内国际抗日形势，讲与日军作战的战略战术；

他亲自上操场指导指战员演练，列队、出操、打靶、刺杀、搞爆破、越障碍，一一示范，并

严格要求。 
 
  1939 年春，叶挺主持编写了《关于新四军对敌作战说明书》，对新四军进入江南敌后一

年抗日战争进行总结。这份说明书，不仅成为我军的军事教材，连蒋介石都批示:“所陈各节

颇有见地，已令择列教令，以供我游击各部队之参考。” 
 
  为了加速军队正规化建设，叶挺还倡导并主持建立了全军的参谋工作制度。他强调军队

干部必须分清指挥员和战斗员的不同责任，连长以上的指挥员，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观察敌人

的弱点，灵敏地指挥部队进行突击、战胜敌人上面。指挥员和参谋各有分工，参谋要随时了

解敌情变化、熟悉战场、为指挥员决策提出可供选择的几种方案。 
 
  但由于项英的不同意见，认为部队搞正规化训练会丢掉优良的游击作风，以致叶挺的这

一颇具远见的战略决策未能贯彻始终，直到皖南事变后，陈毅、刘少奇又正式提出建设正规

化的党军，叶挺的正确主张才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 
改善新四军的后勤保障 
 
  新四军组建之初，国民党当局排斥异己，军费压得很低很低，枪支弹药和医疗器械及药

品更是少得可怜，而且还常常被扣押。为解决这些问题，叶挺花费了大量精力。 
 
  新四军在汉口筹建军部机关时，叶挺就亲自动员医学博士沈其震来新四军工作，沈其震

又通过国际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林可胜教授动员来一批医生、护士，很快成立了军医处，组建

了前方医院、后方医院，并采取培训办法，为各支队培养了一批医护人员，为部队开展医疗

和战伤救护奠定了基础。叶挺到南昌后，让项英、陈毅等主持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事宜，

自己飞抵香港，通过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秘书处，向海内外华侨华人宣传新四军挺进华

中敌后抗日，争取到一批华侨捐款及医疗器材、药品、通讯器材、衣物等急需物资。1938
年秋，外国友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到新四军军部采访，叶挺请史沫特莱写了一篇新四军敌

后抗日的报道，打印在白绸布上，挑选了几件从日军手中缴获来的战利品，还拍了一部新闻

电影片，让沈其震去上海办了一个小型展览，又争取到一笔捐款和部分医疗器械、药品及其

他军用物资。 
提高新四军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叶挺本人的社会知名度很高，他善于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去宣传新四军。1937 年 11 月

13 日，叶挺从延安来到武汉第二天，就以新四军军长身份召集记者招待会，宣布南方八省

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后，将挺进华中敌后抗日，汉口《大公报》于次日以显著篇幅宣传此事。

1938 年 1 月 15 日，叶挺由南昌飞香港路过广州，向广州《救亡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再次

宣传新四军将挺进华中敌后抗日，《救亡日报》和香港《珠江日报》先后发表了这篇谈话。

此后，叶挺多次会见记者，向国内外宣传新四军。在国民党当局实行新闻封锁的环境下，叶

挺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日的信息大量介绍到海内外，使新四军得到了

海外广大华侨华人的赞扬、声援和捐助，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内外人士都同情支持新四军，

痛斥国民党当局和蒋介石倒行逆施，也为党中央重建新四军军部创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氛

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