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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驻陕办事处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北新街七贤庄。从 1936 年到 1946 年，七贤庄

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在古城西安设立的红色堡垒所在地。从红军秘密交通站、红军

联络处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以下简称驻陕办事处），七贤庄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

驻陕办事处的同志肩负重托，不辱使命，完成党中央赋予的“建立红军秘密交通站、开

展隐蔽战线斗争，营救失散红军将士，开展民族救亡运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推进统

一战线形成，输送培养爱国青年，保护中转抗日将领，采购运输边区物资，筹措转运抗

战经费，揭露制止反共摩擦，坚守红色革命堡垒”等多项任务，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

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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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八路军办事处抗战纪事远永永永远远远远的的的的丰碑丰碑丰碑丰碑

一、红军秘密交通站

1935 年 10 月 19 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

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国民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奉蒋介石命令“围剿”红军

连遭重创。同时，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民众抗日救

亡运动的推动下，张学良、杨虎城认识到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毫无出路。经中共代表与张、杨多次谈判，达成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的共识，为中共在西安建立红军秘密交通站创造了条件。

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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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 11 月 21 日至 23 日，红一方面军在鄜县（今富县）直罗镇歼灭国民党东北军尾随红军到达陕北的

第 109 师又一个团，活捉了师长牛元峰，粉碎了国民党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

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奠定了基础。图为直罗镇战役旧址



4

——全国八路军办事处抗战纪事远永永永远远远远的的的的丰碑丰碑丰碑丰碑

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中国示意图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

5

1935 年 8 月 1 日，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发

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呼吁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号召全国

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团结起来，挽救民族危亡

1935 年 12 月 9 日，在空前的民族

危机面前，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

请愿游行，强烈要求国民政府改变误国

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掀起

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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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八路军办事处抗战纪事远永永永远远远远的的的的丰碑丰碑丰碑丰碑

1935 年 12 月 17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在陕

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

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中

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图为瓦窑堡

会议旧址

1936 年 8 月，毛泽东派他的秘书张文彬到西安

与杨虎城就共同抗日问题进行商谈。并以第 17 路军

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身份常驻西安，负责红军与杨

虎城的联络工作。图为张文彬在西安

1936 年 10 月，美国记者、作家埃德加 • 斯诺

访问保安返回西安。在秘密交通站与温奇 • 海伯特、

艾格尼丝 • 史沫特莱、丁玲相聚。斯诺向大家讲述

保安之行的所见所闻。他们用不同语言唱起了《国

际歌》。图为埃德加 • 斯诺

1936 年 1 月 25 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

怀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领导人发表《红军为愿意

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为争取既有抗日热情，又有联合之可能的

杨虎城和第 17 路军共同抗日，中共中央、中共

北方局和共产国际先后派汪锋、张文彬、王世英、

王炳南等至杨虎城处商谈联合抗日问题，最终

就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等

达成协议。图为第 17 路军与红军订立的合作抗

日协定

1. 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取消敌对行动。
2. 取消经济封锁，设专门贸易站，在 17
路军掩护下保障苏区贸易。
3. 建立军事联络。双方军事行动事先通
报，杨方供给南京等各方情报。有关纠
纷问题，双方磋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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