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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1年到 1945年，历时 14年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尤其是1937年“七
七事变”爆发后的全民抗战，是近代以
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
利，并在世界面前树立了以弱胜强的光
辉范例。

国难当头之际，中国共产党以明确
的政治主张、深邃的战略思想、广泛的民
众动员，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支撑起
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与全国人民一起
不断走向胜利。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时光淬炼，始知历史选择。

战略：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2015年，日本投降七十周年，四川
建川博物馆聚落“侵华日军罪行馆”入门
处，黄锈斑斑的日军头盔，如滚滚浊流，
映射出历史的黑暗。

椎心泣血，也让人血脉偾张；忆古抚
今，更让人静穆沉思。

无法否认，80多年前开始的那场战
争，对阵双方实力悬殊。从“九一八事
变”开始到“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无
论是局部战场的誓死拼杀，还是正面战
场连番硬战，一寸山河一寸血，但英勇抗
击仍没能摆脱大片国土的沦丧。

在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这个有着辉
煌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该向何处去？

1938年5月，延安凤凰山，一孔窑洞
里，中国共产党人给出了答案：“中国会
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
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煤油灯下，9天8夜，毛泽东奋笔疾
书，以朴素但激动人心的语言，拨开重重
迷雾。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
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
可有可无的。”

“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
阶段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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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持久战》47000多字的论述，对

战争进程乃至历史进程，做出惊人的预
见。最后的胜利，更深刻印证了六个字
的结论：我必胜、敌必败！

这个声音，发自西北一隅，迅速传遍
全国。“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对
《论持久战》这样概括，同时要求以国民
党军委会的名义印发全国。

这本印刷简陋的油印小书，犹如黑
暗中发出的一束强光，让四万万中国人
在愤懑、彷徨中找到方向，在“亡国论”

“速胜论”的喧嚣中，对战争未来、国家前
途第一次有了清晰的认识。

从那时起，延安那座兴建于唐代的
古塔，成为照耀中国人走向胜利的灯
塔。也从那时起，延安，有了一个新称
谓：抗战“圣地”。

《论持久战》发表后，原来名气不大
的延安成为进步人士心向往之的地方，
最多时一天有1000人沿着古道来到这
里。1942年5月日本人出版的《华北共

军现状》披露：北平大学生到大后方去的
占20％，投奔解放区的则达70％。“因为
人们在这里看到了抗战的信心与决心”，
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定力、静气和智
慧，克敌制胜的正确方针和有效方法。”

北京，妙峰山，今天还能看到“坚持
持久战”的摩崖石刻，为1939年八路军
挺进军所刻。

旗帜：实现中华民族空前凝聚

“弟兄两人正在闹矛盾，突然进来一
个强盗，我们是继续打架还是联合起来
对付强盗呢？”这是1936年“西安事变”
爆发后，共产党领导人对红军战士讲的
一番话。

在国家民族遭遇空前危机之际，中
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内阶级矛盾
让位中日民族矛盾。在历史的十字路
口，中国共产党人毅然高擎起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大旗。中国，向正确方向迈
出了历史性一步。

稍稍向前追溯，可以梳理出更为清
晰的历史经纬：

1931年9月20日，“九一八事变”爆
发后第三天，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
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1932年 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
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

1935年 8月，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
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
书》，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5年底的瓦窑堡会议，中国共产
党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
针，得到全国各界积极响应。

……
抗日，让中华民族形成空前的凝聚

力。瓦窑堡革命旧址纪念馆原馆长王志
厚说：“不管你是什么人，什么军队，什么
阶级，什么政治力量，只要你抗日，共产
党就和你联合共同救国。”

由是，才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出现过
被蒋介石调到陕北围剿红军的东北军将
士与红军一起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
江上……”也才有了庐山上那段讲话：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
战之责。”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统一战线曾面
临巨大考验。1940年，国民党悍然发动
的“皖南事变”，在国共之间撕开了一道
血淋淋的口子。面对这一惨案，周恩来
悲愤撰文：“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
戈，相煎何急！”但国难当头，共产党人一
方面谴责国民党的不义，一方面继续号
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南洋华侨侨领陈嘉庚，到重庆之后，
坚持要到延安去看看。走遍延河两岸，
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共是真正希望联
合各界力量抗日，延安平等、自由、充满
积极的力量！”

战争：兵民是胜利之本

靠一支怎样的军队，采取怎样的战
略战术，才能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战事中
取得最后的胜利？

中国抗战的武装斗争，是一场人民

战争，战争形态迥异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其他主要参战国。敌强我弱，要取得胜
利，只有最广泛地动员民众，“陷敌于人
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不发枪，不发炮，只发干部和电
报”，这是八路军、新四军都有以人名命
名的部队番号的原因。一个个干部被派
到敌后，就变成一个个火种，发动群众建
立起一支支抗战杀敌的部队。共产党就
是这样创造了中国抗日更广泛的战场
——敌后游击战场。

侵略者很快发现：他们根本无法有
效占领广袤的农村。他们统称为“共产
军”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领导的武装遍
布在他们所谓“占领区”的千山万水、千
沟万壑、千村万寨。

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对
共产党武装的评估应该说是客观的：“简
单的生活，寙败的武器，不充足之弹药
……”，却能以“游击战术，穷乏手段，适
切的宣传，机敏的组织，思想的训练，实
施大团结共干硬干的精神……”这些“尽
管人数不多但能量惊人”的武装，是其真
正的“大敌”。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敌后战场逐
渐成为主战场，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
和95％的伪军，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
说，在一般性战争中，游击战对战争进程
主要起辅助作用。但在中国这个以乡村
为主、疆域广阔的多民族大国中，却形成
了巨大的决定战争胜负的游击战场，“这
在世界战争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为“治安战”困扰的日军旅团长铃木
启久在给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
的报告中对“占领区”是这样描述的：“表
面上，这个地区是一片雪白的，深入扒开
一层皮，里面却是通红的。”

林海雪原、太行山脉、华北平原、江
南河汊、南粤大地……广泛动员，全民皆
兵，使日伪军成了囚笼困兽。正如毛泽
东所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
存在于民众之中”。

历史证明，谁赢得人民，谁就会赢得
战争。

“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
场”，这是当年的歌咏，也是历史的真
实。这支有红军血脉的部队，虽然装备
简陋、衣着不整，不少还拿着“冷兵器”，
却因为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在敌人的后
方站稳脚跟，发展壮大。

在华北、在华中，中国共产党建立了
辽阔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从东北、华南，
一直到海南岛，建立了广阔的抗日游击
根据地。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
击队对敌作战 12.5 万次，消灭日伪军
171.4万人，包括52.7万余日军。

1945年 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
日军民开始全面反攻。8月9日，毛泽东
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最接近日伪
军的各解放区立即组织反攻。至年底，
共歼灭日伪军近40万人，收复县以上城
市250余座。

“敌后游击战实质上是抗日战争中
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场战略大会
战。”曲青山这样评价。

精神：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长城，曾经是天国上朝的坚实壁垒，

到了近代，却以残破、衰败的形象，成为
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国家形象的缩影。

是什么让长城的形象，发生根本转
变，成为不屈不挠、追求解放的意象？

是什么让曾经一盘散沙的民族浴
火重生、凤凰涅槃，完成了精神的重塑
和再造？

永恒的丰碑，记录下这样的轨迹：
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

这些英雄都有个共同的身份：共产党员。
“狼牙山五壮士”“刘老庄连”……这

些英雄的群体，都来自共产党领导的八
路军、新四军。

他们，有名的、无名的，和浴血苦战
的无数人一起，共同激发出一个民族抗
争的血性！

毛泽东说：“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
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
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
得上的。”

时光流逝，硝烟远去，但响彻于烽火
岁月的歌声，传唱至今。一个民族的精
神之魂，必将流传后世。

物质匮乏的延安，是一座精神丰盈
的歌咏之城。《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
歌》《延安颂》《太行山上》等都诞生在延
安。无数进步青年唱着源自延安的歌谣
来到延安，伏下身子，亲吻这片土地。

1944年，美国记者爱泼斯坦来到延
安，采访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听到了
延安无所不在的歌声。他在给妻子邱茉
莉信中这样写道：“他们代表中国，代表
中国的未来。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深信，
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在下一个十年
里将证明这一点。”

启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
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
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
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这是毛泽东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
是为一位因烧炭而牺牲的八路军战士张
思德而作，题目是《为人民服务》。

北京，中南海，新华门，巨大的影壁
上镌刻的就是这五个金色大字。

时间，记下深刻的对比；历史，成为
最好的镜鉴。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金一南
说，中国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中表现的
深刻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英勇
的民族抗争，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
定性因素，也是今天和今后继续实现伟
大民族复兴的关键性支撑。

70年后，检看一页页发黄的档案，一
个问题让人深思，是什么让中国共产党
成为抗战中流砥柱？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
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
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
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这是历史的真实，也是历史的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

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人民
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
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

当年，一致抗日，在神州大地上产生
了空前的民族凝聚力；今天，中国梦，激
励着中国人民向着民族复兴伟大目标不
断迈进。

牺 牲 奋 斗 砥 柱 中 流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人

新华社记者 肖春飞 刘书云 钱彤 丁锡国 徐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