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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持久战论持久战论持久战论持久战》》》》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李君如 

□在抗日战争中在抗日战争中在抗日战争中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不仅自觉地肩负起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中国共产党不仅自觉地肩负起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中国共产党不仅自觉地肩负起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中国共产党不仅自觉地肩负起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积极投身这场民族解积极投身这场民族解积极投身这场民族解积极投身这场民族解

放战争放战争放战争放战争，，，，而且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且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且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且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在全民抗战开始后在全民抗战开始后在全民抗战开始后在全民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战略的制订和实施上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战略的制订和实施上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战略的制订和实施上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战略的制订和实施上，，，，也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也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也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也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

用用用用。。。。其主要标志其主要标志其主要标志其主要标志，，，，就是毛泽东的名著就是毛泽东的名著就是毛泽东的名著就是毛泽东的名著《《《《论持久战论持久战论持久战论持久战》》》》的发表的发表的发表的发表 

 

  □毛泽东的毛泽东的毛泽东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持久战论持久战论持久战》》》》论述的不是一般的军事问题论述的不是一般的军事问题论述的不是一般的军事问题论述的不是一般的军事问题，，，，而是从全局上驾驭抗日战争发展而是从全局上驾驭抗日战争发展而是从全局上驾驭抗日战争发展而是从全局上驾驭抗日战争发展

趋势趋势趋势趋势，，，，融军事和政治于一体的融军事和政治于一体的融军事和政治于一体的融军事和政治于一体的，，，，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战略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战略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战略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战略 

 

  □毛泽东在论述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这一战略时毛泽东在论述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这一战略时毛泽东在论述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这一战略时毛泽东在论述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这一战略时，，，，其思想路线和方法论就是实事求是其思想路线和方法论就是实事求是其思想路线和方法论就是实事求是其思想路线和方法论就是实事求是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周年。抗日战争是 1840年鸦片战

争以来，近代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是中华民族由积贫

积弱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毛泽东的名著《论持久战》，在这场决定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

民族解放战争中，在政治、军事和思想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重要体现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不仅自觉地肩负起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积极投身这场民族

解放战争，而且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

有中国共产党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 

 

  这样讲的根据，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前，就已经在艰苦的条

件下领导人民抵抗日本侵略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我们常讲的“八年抗战”，指的是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建立后经历的 8年全民抗战。实际上，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有 14年，从 1931年“九

一八”事变后就已经开始了。其中前 6 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东北实行“不抵抗主义”，在

全国实行“攘外必先安内”，重点围剿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革命根据地。而中国共产党在“九一

八”事变发生后，9月 20日就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领导人民开展抗日

救亡运动；支持国民党内抗日将士的正义行动；特别是，派出优秀共产党员杨靖宇、赵尚志、

周保中、赵一曼等，组织东北抗日联军，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 

 

  这样讲的根据，其次在于中国共产党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主动向国

民党当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全民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经过长征

到达陕北后，明确指出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党的

首要任务；并且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国共两党第二次握手中建立起了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正是有了这一重要条件，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抗

战开始了。 

 

  除了上述两大政治根据外，有必要强调的是，在全民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战

略的制订和实施上，也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主要标志，就是毛泽东的名著《论持久战》

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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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率先开赴前线，取得了平型关大捷，

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民心。国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从台儿庄战役开始，

也英勇杀敌，顽强抗战。但是，伴随着徐州失守、武汉告急，到 1938年 5 月，人们对这场

战争的趋势和前途已经议论纷纷。哀叹“亡国论”者有之，主张“速胜论”者亦有之。在中华民

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在 1938年 5月 26日至 6月 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

会发表了《论持久战》这一著名的讲演。他通过对中日双方基本特点的全面分析，得出了一

个极其重要的结论：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既不会亡国，也不会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那

么，当年这部著作的反响如何？它对国民党统治集团有没有触动呢？曾经在李宗仁身边工作

过的程思远先生，在他写的《我的回忆》中披露了这样一个情况：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

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

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介石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

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恩

来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这个资料提供的情况，

从另一个侧面十分生动而又难得地反映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中的

指导作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正确战略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正确战略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正确战略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正确战略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客观、全面地分析了中日双方的优势和弱

点，科学地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和特点，为中华民族赢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制定了

正确的战略战术。 

 

  首先，毛泽东深刻地论述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道理。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前，中

国共产党就已经预见到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系统地论述了这

个重大的理论和战略问题，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

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在二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这就

是说，日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是一个强国，但它发动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

在人力、物力上又是一个小国，在国际社会失道寡助；中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

是一个弱国，但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在人力、物力上又是一个大国，在

国际社会得道多助。这些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是这场战争客观存在的全部要素。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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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还从中日双方这些矛盾的特点及其变动趋势，“合理

地设想”这场战争必将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

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即战略的相持阶段；第三阶段，是我之战

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后来的战争实际进程，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些基本判断。至今

人们讲到毛泽东思想包括它的辩证法思想的贡献和威力时，仍然津津乐道这部著作，对毛泽

东的科学预测赞叹不已。 

 

  其次，毛泽东深刻地论述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他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和

战争三个阶段的特点出发，指出在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尽管国民党军事当局把阵地战放在

主要地位，但是正确的战争形式应该是以运动战为主。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到第二

阶段，由于敌人兵力不足，要保守占领地，后方空虚，我们的作战形式主要是游击战，甚至

可以在敌人的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而以运动战辅助之；进入第三阶段，游击战仍将辅助运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动战和阵地战发挥其战略配合作用。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运动战是主要的作战

形式，但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只是一个战术问题，而是一个特殊的战略问题。“它

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这个问题，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文中，作过系统的论述。后来的实践证明，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不仅能够在内线

配合正规军作战，而且主要是在外线单独作战，不仅能够进行战略防御，而且能够实施战略

进攻，并能够根据战争的需要及时地向运动战转变，确实发挥了战略上的作用。 

  再次，毛泽东深刻地论述了抗日战争必须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

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全面抗战的主张。比如 1937年 11月 12日，毛泽东在《上

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针对国民党政府的片面抗战路线，强调指出：

“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

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从客观规律性与主

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高度，深刻地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必须对军队和人民进行政治动员，

并且革新军制，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实行全面抗战的路

线。他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军全民的统一战线，决不仅仅是几个党派的党部和党员

们的统一战线；动员全军全民参加统一战线，才是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战争。 

 

  显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述的不是一般的军事问题，而是从全局上驾驭抗日战争

发展趋势，融军事和政治于一体的，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战略。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体现和展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体现和展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体现和展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体现和展开 

 

  众所周知，“实事求是”是毛泽东为我们党确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如果说《资

本论》是马克思留下的活逻辑，那么，毛泽东留给我们的《论持久战》的逻辑，也是毛泽东

成熟的哲学思想的一个典范。通观《论持久战》，毛泽东的方法论就是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

理论与实践相联系、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科学方法论。 

 

  对“实事求是”，毛泽东有一个独特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

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

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

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因此，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把握三个基本的环节：一要始

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二要对实际情况和群众的利益要求进

行科学的分析，形成正确的认识和方针政策；三要把正确的认识和方针政策付诸人民群众的

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完善。其方法论的逻辑运演程序，就是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

中所讲的“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样三个环节。 

 

  我们只要读一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剖析其内含的“活逻辑”，就可以清晰地看到：

毛泽东在论述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这一战略时，其思想路线和方法论就是实事求是。在这里，

我们如果对毛泽东分析问题的逻辑，作一个简略的复原，全文论述的 20个问题 120段话，

展开的逻辑就是实事求是的运演程序——— 

 

  “提出问题”是全文逻辑展开的第一环节。从毛泽东写的第 1个问题即“问题的提出”，到

第 5 个问题“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共 29段话。在这里，毛泽东抓住中国

会亡国还是会速胜这一涉及民族危亡的大问题，以中日矛盾基本情况的分析为根据，驳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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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国论”和“速胜论”，提出了“持久战”这个深刻的命题。 

 

  “分析问题”是全文逻辑展开的第二环节。从毛泽东写的第 6个问题“为什么是持久战”，

到第 9 个问题“为永久和平而战”，共 29段话。在这一部分论述中，毛泽东通过对中日矛盾

双方各自的优势和弱点及其复杂变动趋势的分析综合，科学地预测了抗日战争必定会经过战

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这样三个发展阶段，指出这是中日战争的自然逻辑和必然趋势。 

 

  “解决问题”是全文逻辑展开的第三环节。从毛泽东写的第 10个问题“能动性在战争中”，

到第 20个问题“兵民是胜利之本”，共 60段话（加上“结论”的两段话，共 62段话）。在这一

部分论述中，毛泽东首先指出：“以上说的，都是说明为什么是持久战和为什么最后胜利是

中国的，大体上都是说的‘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以下，将转到研究‘怎样做’和‘不怎样做’的

问题上。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就是以下要答复的问题。”他依据主观能

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相互关系的原理，强调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

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为此，他

提出战争指挥员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

民众之中；并且，提出了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略方针、具体战术和政治动员的要求、方法。 

 

  综上所述，《论持久战》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一个指导中华民族赢得抗日战争最终胜利

的正确战略，就在于这部著作具有这样一个严整的科学方法论。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