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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壮举，是战争史上的奇观，是惊天动地的伟绩，是中国人民在

近现代百余年反对帝国主义入侵的斗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重大事件。 在这长达

八年的全国性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战争中，国共两党、两军二度合作，对抗战的坚持和

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而在这场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和前途命运的神圣战争中，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不仅走上了抗日最前线，而且在华北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牵制了

大量日军，并以顽强的作战精神与侵华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写下了抗战史上最辉煌、

最壮丽的篇章。

早在 1935年， 中共中央就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红军接受改编， 走上抗日前线的要

求，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一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一方面削弱了

国防力量，另一方面也使得日军侵略更加肆无忌惮。“七七事变”爆发以后，不到一个月，

日军便占领北平、天津。 之后又以平津为基地，沿平汉、同蒲、平绥、津浦等铁路，兵分四

路向华北地区发动大规模的侵略，其战争计划是以平绥、津浦分东西两翼钳制配合，平

汉、津浦两线实施中央突破，先取太原，后夺山西，这样便可固守平津，在此基础上，占领

华北，进取中原，继而吞并全中国。 这就是侵华日军“一个月拿下山西，三个月灭亡全中

国”的狂妄计划。 此刻，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东北已经成为抗日的战略中枢。

%%%%%%根据两党谈判协议，1937年 8月 22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将陕北红军主力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改编后的八路军东渡黄河，以三师之众，全部开到了抗日

最前线，充分显示出共产党八路军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决心。

% 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软弱和溃退，1937年 11月 8日，太原失守。 至此，华北的大城市

全部沦陷，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正面战场宣告失败，整个华北的抗战局势发生了历史性

转折。 正如毛泽东所说：“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

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八路军总部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毛泽东主席制定

的战略方针，并结合前线实际，积极调整各师的作战区域，部署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工

作，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在很短的时间内，华北敌后就出现了晋东南、晋东北、

晋西南、晋西北四大区域的根据地。 八路军以此为中心实施战略展开，在华北创建了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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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冀、晋绥、晋冀豫和山东四大根据地，形成了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 八路军和华北地

方党组织一道，把有组织的正规部队分散到被敌人占领的敌后去发动民众、组织民众，

这就使敌后已经觉醒起来的人民摆脱了群龙无首的局面， 形成了组织体系完备的抗日

力量。 人民群众一经组织起来，就发挥出各种智慧和能量。 创造出诸如地道战、地雷战、

麻雀战等多种作战形式，并建立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雁翎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多

种组织，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 根据地的扩大，华北地方党组织的配合，广大民众的发

动，八路军部队得以很快发展，短短一年里，八路军就成为拥有 16万之众的强大集团

军，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主力军。

%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在日军占领区的心脏地带，高举

团结抗日大旗，始终以抗日为已任，同侵华日军进行了长达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 在这

八年的艰苦岁月里，八路军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牺牲。 他们不仅没有为来势凶猛

的侵略者所吞噬，反而发展壮大到百万之众。 事实证明，八路军既是华北民众的发动者，

华北抗战的组织者，又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缔造者，敌后战场的开辟者。 他们深入敌后，浴

血奋战，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不畏艰苦，使根据地逐渐发展壮大，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

煌战绩。 他们为民族解放抛头颅、洒热血，所表现出的崇高斗志和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

成为鼓舞全国各阶层民众坚持抗战、驱逐倭寇、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精神支柱，在全国

人民心中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垂范作用。

% 1940年 5月，日军先后对南昌、长沙、桂南、宜昌等地发起攻势，并以空军轰炸成都、

贵阳、昆明和衡阳等城市，其目的在于攻占重庆，以威逼蒋介石政府与其和谈，并且打通

粤汉线，实施太平洋战争计划。 八路军于 8月份开始，先后投入 105个团的兵力，在华北

发动了以破袭敌交通线为主的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有效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

作战。日军不得不从南下的正面战场上抽调大量军队回师华北。正如毛泽东所说：“几年

内，我党开辟了一个广大的解放区战场，以至于能够停止日寇主力向国民党战场作战略

进攻至五年半之久，将日军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围，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支持了长

期的抗战。 ”日军南进计划终于被八路军打乱。 正因为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的积极有效

配合，才扭转了中国抗战的危局。

八年抗战中，八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深入华北敌后，遍及长江以北的 13省

2市，创建了人口 8502万、面积 246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的敌后根据地，遍布晋、陕、甘、

宁、绥（远）、察（哈尔）、热（河）、辽、冀、鲁、苏、皖、豫等省和平、津两市。 根据地广大军民

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了长期抗战，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了前线，不仅有力地打击了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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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的疯狂进攻，同时也牵制和吸引了大量的日军。百团大战后，1941年，日军从华中调

来两个师团，这样华北与华中相比，仅差几万人。 彭德怀曾讲：“日本侵华一共 27个师

团，19个独立旅团，2个骑兵旅团，3个重炮旅团，以及其它一些配属部队，在华北战场不

下 40万，占进攻中国总兵力的 2/5强。”对坚持全国抗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八

路军在战争中发展，在战争中壮大，从改编时的 4.2万人，到抗战胜利发展为拥有 102万

人的大军。

综上所述，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创造

和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在辽阔的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浴血奋战，成为全民族抗战的

中流砥柱，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它的丰功伟绩，将永载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为了给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军战史研究爱好者和广大读者提供一部生动翔实的史

料， 我们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与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联合， 组织研究人员与技术人

员，共同制作了大型多媒体电子出版物《八路军》，从多个角度，简明扼要地宣传介绍八

路军在八年抗战中的历史功绩。 本产品最大的特点是，把八路军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以

大量丰富的历史档案为依据，并吸收军史学术界最新成果，做到背景清楚、内容翔实、史

料可靠、实事求是，遵循历史已作的结论，不作任何夸大或缩小的评价，各个条目均以抗

日战争时期为主体，力图利用电子读物这一新兴载体，、再现八路军辉煌业绩。

%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国防大学教授何理少将对本书给予了较高评价，他将本

书视为一部有关八路军历史资料的辞典式著作，可以说添补了八路军历史研究的空白，

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和阅读价值。 军事科学院军史所抗日战争研究组原组长、正师职研

究员岳思平大校，看了电子光盘制作，更感觉声像、图文并茂，将枯燥的历史赋予了现代

的包装，不仅具有可读性，也具有观赏性，这样的电子读物，比纯纸媒书籍阅读更方便，

查找更便捷。

愿本产品能够成为一部信史，运用电子技术这一手段，来表现和传播八路军这个重

大题材，成为广大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了解历史的全新载体。

%% %%

%%%%%%%%%%%%%%%%%%%%%%%%%%%%%%%%%%%%%%%%%%%%%%%%%%%%%%%%%%%%%%%%%%%%%%%%%%%%%%%%%%%%%%%%%%%%%%%%

%%%%%%%%%%%%%%%%%%%%%%%%%%%%%%%%%%%%%%%%%%%%%%%%%%%%%%%%%%%%%%%%%%%%%%%%%%%%%%%%%%%%%%%%%%%%%%%%《八路军》编委会
2011年 3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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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战综述

卢沟桥事变爆发，揭开了日军全面侵华和中华民族全国抗战的序幕。 在国家危亡时刻，

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努力促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中国工农红军主

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从宝塔山麓到黄河之滨，从

长城内外到陇海沿线，英勇无畏的八路军将士前赴后继，浴血鏖战，演绎了一幕幕惊心动魄

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活剧，在中国抗战舞台上，迫使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堪称中华民族的壮举，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

献，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一、奉命出师华北 创建抗日根据地

1937年 7月 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

战争。 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标志着全国抗战开始。 1937年 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

扩大会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军委。 8月 25日，中共中央军委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

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 11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实

际上两种番号并用），正、副总指挥（9月 11日改称正、副总司令）是朱德和彭德怀，正、副参谋长是叶

剑英和左权，政治部正、副主任是任弼时和邓小平，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等，师长

依次为林彪、贺龙和刘伯承，全军近 4.6万人。 10月下旬恢复政委制度，聂荣臻（后罗荣桓）、关向应、

张浩（后邓小平），依次任 3个师的政委。另以八路军主力一部，成立后方留守处，主任是萧劲光。在日

军大举实施战略进攻、国民党军败退的情况下，八路军 3个师，梯次由陕西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

前线，形成敌进、友退、我进的战场景象。 9月 25日，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精锐第五师团一部

1000余人，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11月 7日，

晋察冀军区成立。11月 8日，太原失守。太原失守后，在华北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

以共产党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开始上升到主要地位。 八路军除以一部兵力挺进冀南平原外，在

山西牺盟会和新军的配合下，以主力大力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 至 1938年 4月，采取以一

部兵力钳制敌之数路，以主要兵力歼敌一路的方针，多次击退日军 1至 3万人的多路围攻，初步创建

了以五台山、管涔山、吕梁山、太行山、太岳山区为依托的晋察冀、晋西北、晋西南和晋冀豫敌后抗日

根据地，完成了在山西四角的战略展开，形成向日军四面包围的态势。 并且，打退日军向黄河河防西

犯，保卫了陕甘宁边区。 4月 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后，八路军开始了较

大规模向平原地区推进的第一步行动。 第一一五师一部和第一二九师主力，由冀南和晋东南出发，发

展冀鲁边、冀鲁豫边和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 4月下旬，晋冀豫军区成立。 5月，河北游击军与人民自

一、抗战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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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军合编为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第一二○师与晋察冀军区各一部，合编为第

四纵队后，协同中共冀热边特委，领导 20万人民抗日武装起义，开创冀东抗日根据地；中共山东省委

已领导徂徕山、鲁南等 10大抗日武装起义，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9月，第一二○师一部挺进绥远后，

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秋，冀南军区成立。9月 20日至 11月 7日，晋察冀军区在第一二○师主

力、第一二九师一部的支援下，粉碎日伪军 5万余人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空前规模的大围攻，在战略

上策应了武汉作战。 八路军自出师华北至 1938年 10月，共作战 1500余次，歼灭日军 5.1万余人，基

本上完成了在华北的战略展开。 不仅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作战，而且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

西南、晋冀豫、冀鲁豫和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

二、坚持对敌斗争 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

1938年 10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广州、武汉后，改为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

策略，而将主要矛头指向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国民党蒋介石顽固派遂滑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歧

途。在抗战即将进入新阶段、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 1938年 9月 29日至 11

月 6日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和任务。 12

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正式成立。 为了巩固和扩大华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主力实施向平原大规模推进

的第二步行动；第一一五师一部由晋西南出发，与山东纵队继续巩固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第一二

○师主力，由晋绥出发，执行巩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任务；第一二九师主力，由晋东南出发，执行

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1939年 4月 23日至 25日，第一一五师集中 7个团的兵力，进行齐会战

斗，歼灭日军 700余人，创造了平原歼灭战的范例。8月 1日，八路军第一纵队正式成立。同年夏季，华

北日伪军“扫荡”重点由平原转向山区。 第一二九师粉碎了日伪军 5万余人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大

“扫荡”。 11月 4日至 8日，晋察冀军区部队在黄土岭歼灭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

将以下 900余人。 同年，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多起流血惨案。 12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

潮。 共产党和八路军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至翌年 3月，打退了第一

次反共高潮。 1940年，第二、第四（华中）、第五纵队和冀鲁豫军区、晋西北军区相继成立。 8月 20日至

翌年 1月 24日，八路军集中 105个团，共计 20余万人，在华北进行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 自 1938

年 10月至 1940年底， 八路军共粉碎日伪军 1000余人至 1万人的“扫荡”94次，1万至 5万人的大

“扫荡”10次；同时，八路军部队发展到 40万人，成为华北抗战的主力军；华北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抗

战的重要战场。

三、战胜严重困难 坚持华北敌后抗战

1941年起，华北敌后抗战进入严重困难时期。 日本帝国主义为变华北为其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

方基地，更加强调打击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推行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持续进

行“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国民党顽固派相继掀起反

共高潮，继续配合日军夹击八路军。同时，连年自然灾害的侵袭，也加重了华北敌后抗战的困难。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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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坚持执行中共中央关于“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反攻”的方针和关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

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等“十大政策”，展开了艰苦的反“扫荡”、反“蚕食”和反“治安强化运动”

的斗争。“扫荡”与反“扫荡”，是敌我之间的主要斗争形式。 8月 14日，日伪军 7万余人对晋察冀抗日

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 至 10月 17日，晋察冀军区采取内外线相结合的战术，粉碎了这次

大“扫荡”，并出现了狼牙山五壮士。 1942年 5月 1日至 7月初，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在粉碎

日伪军 5万余人的“拉网”大“扫荡”中，作出了重大牺牲。 5月 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指挥太

行军民反“扫荡”作战中，壮烈殉国。 1943年 10月 1日至 22日，八路军太岳军区，进行了韩略村战斗，

全歼包括由 120名华北日军旅团长和联队长以下军官组成的战地观摩团，粉碎了 2万余人的“铁滚

式”大“扫荡”。 与“扫荡”反“扫荡”相辅而行的斗争方式，是“蚕食”与反“蚕食”、“治安强化运动”与反

“治安强化运动”。 八路军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尤其先后组织

武装宣传队、武工队，采取记“善恶录”和“红黑点”等办法加强对敌斗争。 山东军区（1942年 8月由山

东纵队改称，翌年 3月与第一一五师合并为新的山东军区）创造了“敌打进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

去”的翻边战术，晋绥军区（1942年 9月，由晋西北军区改称）执行毛泽东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指

示，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得到迅速发展。 地道战由冀中发展到冀南，逐步完善为能藏、能打的战斗地道

体系。 地雷战普及到山东、太行、晋察冀边区，不仅种类繁多，有铁雷、瓷雷、石雷、瓦罐雷，而且埋雷方

法巧妙，又分为拉雷、绊雷、滚雷、水雷、连环雷、子母雷，形成“飞行爆炸运动”。 晋绥民兵，变人自为

战、村自为战为地区性联防战。 山东抗日军民，结合三五成群、忽聚忽散的麻雀战，创造了敌人走到哪

打到哪的车轮战、同日军兜圈子的推磨战和一村打响、四处支援的蜂窝战。 鲁南铁道游击队，炸火车，

劫机枪，大显神通。 冀中白洋淀雁翎队，时而水荡中，时而芦苇里，灵活机动地开展水上游击战。 对敌

斗争的同时，八路军和新四军又先后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第三次反共高潮，得以继续坚

持了国共合作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

四、参加战略反攻 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八路军的局部反攻，以“卫南、林南战役”为标志，在 1943年的下半年以歼灭大股日伪军为主要

目标时就开始了。 1944年，八路军趁华北日军抽兵参加“打通大陆交通作战”之机，以抗日根据地为依

托，集中较大兵力，向守备薄弱的城镇据点和交通线相继发动了春、夏、秋、冬季攻势作战。 1945年，八

路军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指示，持续发起了春、夏季攻势。 同时，分兵一部远

离抗日根据地，转入外线，与新四军协力完成了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创建了抗日根据地，成立了河

南军区。 发展豫东，开辟了豫西、湘鄂赣抗日根据地，进军到湘粤赣边区。 1945年 8月 9日，毛泽东发

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 10日至 11日，朱德连续下达 7道命令，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

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向日军占领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展开全面反攻，迫使日伪军限期缴

械投降。 晋察冀军区集中主力近 11万人，民兵 63万余人，进军北平、天津和平汉、同蒲铁路北段、平

绥铁路东段等；山东军区集中主力 23万人、民兵 38万余人，组成 5路大军，进逼济南、青岛、徐州和

胶济铁路、津浦铁路北段、陇海铁路东段；晋绥军区，以主力 3.4万余人、民兵 4.1万人，进攻归绥、太

一、抗战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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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和平绥铁路西段、同蒲铁路北段；晋冀鲁豫解放区部队约 19万人、民兵 45.5万人，除以一部配合晋

绥、山东部队外，以主力进军同蒲铁路南段，平汉、陇海铁路中段。 8月 20日，晋冀鲁豫军区成立。 8月

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改取以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为主。

8月 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 9月 2日，日本帝国主义签字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结束。

在 8年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共计对日作战近 10万次，歼灭日伪军 125万余人，在华北建立了 63

万余平方公里、人口 7000余万的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 4大解放区，收复了华中、东北大片国

土，八路军部队发展到 102万余人，牺牲 34万余人，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岳思平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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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文献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

（1937年 7月 8日）

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军队，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暨全国同胞们！

本月 7日夜 10时，日本在卢沟桥，向中国驻军冯治安部队[1]进攻，要求冯部退至长辛店，因冯部

不允，发生冲突，现双方尚在对战中。

不管日寇在卢沟桥这一挑战行动的结局，即将扩大成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或者造成外交压迫

的条件，以期导入于将来的侵略战争，平津[2]与华北被日寇武装侵略的危险，是极端严重了。 这一危险

形势告诉我们，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新认识”、“新政策”的空谈，不过是准备对于中国新进攻的烟

幕。中国共产党早已向全国同胞指明了这一点，现在烟幕揭开了。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

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 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

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全中国同胞们！ 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 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华北当局与国

土共存亡的宣言！ 我们要求宋哲元[3]将军立刻动员全部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 我们要求南京中央

政府立刻切实援助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

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及一切日寇侦探，巩固后方。 我们要求全

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 我们的口号是：

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

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

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驱逐日寇出中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

*:说明：为了尽可能保留历史原貌，我们只对影响阅读、产生误解的个别字词进行了修订，错字后

用（）标注出，多余的字用框框住，缺字用[ ]标出，文中无法辨认的字用□□表示。

二、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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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指以冯治安为师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

[2]北平———今北京市、天津市。

[3]当时任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

毛泽东等关于日寇进攻华北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致蒋介石电

（1937年 7月 8日）

庐山蒋委员长[1]钧鉴：

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 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

容再有疏失。 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2]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

津，保卫华北，规复失地。 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

的。 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3]叩

庚亥

注：[1]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2]指 1937年 2月 15日至 22日召开的国民党 5届 3中全会。 这次会议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

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确立了停止内战和国共合作抗日的方针。

[3]毛泽东，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革命军事

委员会主席；朱德，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彭德怀，当时任红军前敌总指

挥部总指挥；贺龙，当时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林彪，当时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长；刘

伯承，当时任红军总参谋长、援西军司令员；徐向前，当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西路军总指挥。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要求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锋的通电

（1937年 7月 9日）

庐山林主席、蒋委员会、冯副委员长、汪主席、太原阎副委员长，并转国民政府、各院部长、西安行营顾

主任、何副主任[1]，延安毛主席、朱总司令，并转人民抗日红军军委会钧鉴，各省军政长官钧鉴：

日本法西斯蒂，肆其侵略故技（伎），造成虞晚卢沟桥宛平事件，杀伤我国军民，强占我国土地。 此

种盗匪行为，流血惨剧，破坏国际信义和平之行为，充分暴露其侵占华北灭亡我国之野心变本加厉。

我冀察当局及二十九军将士，为自卫而抗战，誓保国土，忠义壮烈，实为我大中华民族之男儿之良好

楷模。 德怀[2]等以抗日救国为职志，枕戈待旦，请缨杀敌，已非一日，当此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敢

请我国民政府，速调大军增援河北英勇抗战之二十九军。 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

为授命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仅此电达，敬候钧命。

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

叶剑英、肖克、左权、徐海东[3]

率人民抗日红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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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林主席、蒋委员长、冯副委员长、汪主席、阎副委员长、顾主任、何副主任，指国民政府主席

林森，蒋介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国民政府军

事委员会副委员长阎锡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顾祝同、副主任何柱国。

[2]指彭德怀。

[3]叶剑英、肖克、左权、徐海东，当时分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副总参谋长，第三十一军军长，前

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第十五军团军团长。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及

加强抗日教育问题的命令

（1937年 7月 14日于延安）

彭总指挥、任政委、林校长[1]、各方面军、各军团、各军、各师、各团及各军事学校首长、同志们：

（甲）日本大举向华北出兵，国家危急，二十九军正在抗战，国民政府已在调派援军，全国救亡运动

正在奋起，我抗日红军，有开赴前线增援友军，并配合友军消灭野蛮日军之任务。

（乙）令到着即以军为单位，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编制。 同时增加抗日政治课程，对干部及兵员教授

东四省[2]及华北五省[3]地理，教授日本现状。 军事训练着重雪地战斗、夜间动作、袭击战斗、防空技术、

长途行军、无后方作战等项，各军事学校大体同此办理。 以上各项限十天完毕。 听候出动命令。

（此命令对红军公开宣布，惟对日寇及汉奸分子秘密，不得疏忽。 ）

军委主席团

注：[1]指彭德怀、任弼时、林彪，任弼时当时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政治委员。

[2]指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四省。热河省 1955年撤销，原辖区分别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及内

蒙古自治区。

[3]指河北、山西、山东、绥远、察哈尔五省。 绥远省 1954年撤销，原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察

哈尔省 1952年撤销，原辖区分别划归河北省及内蒙古自治区。

张闻天、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原则致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电

（1937年 8月 1日）

周、博、林：

关于红军作战，依当前敌我情况，我们认为须坚持下列两原则：

（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

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 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

（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

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以上原则，请与各同志商定，并准备携告国民党。

洛、毛

东酉

二、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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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1937年 8月 25日）

南京已经开始对日抗战，国共两党合作初步成功。 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改名

之保证，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推动这一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以争取最后的

彻底胜利，特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治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着将：

前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

左权为副参谋长。

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

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七十四师，合编为陆军第一一五师，以林彪为该师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

周昆[1]为参谋长，罗荣桓为该师政训处主任，肖华为副主任。

二方面军、二十七军、二十八军、独立第一、第二两师及赤水警卫营、前总直之一部等部，合编为

陆军第一二九师，以贺龙为师长，肖克为副师长，周士梯[2]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

副主任。

四方面军、二十九军、三十军、陕甘宁独立第一、二、三、四团等部，改编为陆军第一二九师，以刘

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

以上各部改编后人员委任，照前总命令行之。 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同加强党的领导，

保持和发挥 10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

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朱 德

周恩来

注：[1]周昆于 1938年 4月脱逃。

[2]即周士弟。

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就职通电

（1937年 8月 25日）

南京林主席、蒋委员长、冯副委员长、各部院长、太原阎副委员长[1]钧鉴：

西安顾主任、蒋代主任、何副主任、孙主席，开封刘主任、商主席，成都刘主席，南宁李总司令、白副司

令、黄主席，广州余总司令、吴主席，昆明龙主席，长沙何主席，南昌熊主席，汉口何主任、黄主席，福州

陈主席，济南韩主席，保定冯主席，太原赵主席，绥远傅主席，万全刘主席，兰州贺主席，宁夏马主席，

青海马主席，迪化盛督办[2]，各总司令、总指挥、军长、师长勋鉴：

各报馆、各民众团体公鉴：

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兹幸国共两党重趋团结。坚决抗战，众志成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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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养日（8月 22日）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委任令开，特派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

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等因奉此，遵即将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宣布就职，部队现已改编

完毕，东进杀敌。 德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

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肃电奉闻，敬候明教。

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叩有

注：[1]指林森、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

[2]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西安行营代主任蒋鼎文，副主任何柱

国，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国民党军豫皖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河南省政府主席商震，四川省

政府主席刘湘，国民党军第一预备军司令长官李宗仁，副司令长官白崇禧，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

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

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湖北省政府主席黄绍竑，

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河北省政府主席冯治安，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绥

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

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成立前方军委分会及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的决定

（1937年 8月 29日）

（甲）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主力开赴抗战前线情况下，中央决定前方设党的军委分会，以朱

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九人组织之。 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

为副书记，受中央军委会统辖。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第一一五师以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周昆、肖华

组织之，以林彪为书记。第一二○师以贺龙、关向应、肖克、甘泗淇、王震[1]组织之，以贺龙为书记。第一

二九师以刘伯承、张浩、徐向前、陈赓[2]、王宏坤[3]组织之，以刘伯承为书记。 均受军委分会统辖。

（乙）上项组织均系党内之组织，党外应保守秘密。

中央书记处

注：[1]当时任第一二○师三五九旅副旅长。
[2]指当时任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
[3]当时任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旅长。

毛泽东关于向国民党解释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致彭德怀电

（1937年 9月 12日）

德怀同志：

真电悉。

（甲）同意你偕恩来去南京一行。

（乙）在晋在冀在京，均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取得他们的彻
底了解与同意。
（丙）此原则中包含：

二、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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