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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抗战的战斗历程

(代序)

在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之际，{苏南抗

日斗争史稿》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值

得高兴的事。《史稿》真实地反映了苏南军民

抗日斗争的光辉历程，生动地再现了苏南军

民抗日斗争的历史风貌，内容丰富，史料翔

实，叙述简明、准确，是一本有特色的区域性

专史 O

《苏南抗日斗争史稿》记载了国民党军在

东战场败退后，中国共产党领导苏南人民和

人民军队，在日寇侵占的江南国土上，与日本

侵略者及其走狗进行长期英勇战斗的历程。

苏南地处长江三角洲的最米之乡，京沪杭又

是国民党政权的政治经济中心，是它长期经

营的"首善之区"。日军入侵后，南京是日本 r

中国派遣军指挥机构和汪伪中央政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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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苏州是汪伪江苏省会，上海又成为日军经济掠夺和间

谍特务活动的中心口苏南地区域镇星布，交通发达，日军

重兵驻守，据点密集，不斯拉荡清秦L 加之西部为丘陵 w

地，童山秃秃，无可捷、蔽，东部为平原水同，河流纵横，北

濒长江，东临大海，京 P铁路穿行其间，在这样的地lR开

展潜击战争是极其困难和最苦的。在苏窑的南否还有虎

大的自民党军，不抗日，专门反共，时提蚕食抗 5 根据地，

经常进攻抗臼军民，特别是境南事变以后，更加变本加

后，使苏南军民处于日伪顽夹击之中。国之，苏南拭目斗

争较之其绝地区确实更为复杂，更为艰巨，更为残酷。百

每当进利的消息传播海内外，影响也就更加广泛，更加深

远，更加振奋人心。

1937 年 7 月 7 B 卢沟桥事变之孟， B 本军 E 主义对

上海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c 国是党军拭击三个月运，上海

路落。自此，罢民党军节节欺退，一溃千里。 12 月 13 B • 

南京洽于敌手口苏南人民被撞入国硬家亡、水深火热的

深滞。

1938 年初至 1939 年初，中共江苏省委陆续法人到东

路边运，成立了京?线工委，后改为江南特委〈苏常特

委) ，并与一些潜击且取j寻联系，掌握了少量武装。江苏

省委在 1938 年 12 月 1 B 的《决议》中说"敌人后方潜击

工作落在客现彭势之后f

苏南敌后拭目斗争的勃兴和苏南抗 E 提据地的创

建，开始于新四军进入敌后。 1938 年 4 月，新四军军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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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由捧毅需志负责组建先遣支队，深入苏南敌后进行战

略镇察。 6 月 17 8 ，粟裕同志率先遣支队和二国药今连，

在镇江城下韦岗伏击，取得江南敌后是女战的是利。 6JJ

3 日，陈毅需志率一支队进入茅 w 地 IK 0 7 月，张;在王同

志率二支队进入南京升 E地区 O 此后 8 今月内，新团军

袭击南京近郊西善桥、最麟门和新丰车站、句容县域、龙

潭等据点，大小百余哉 O 同时动员和组织群众，扶助和建

立地方潺击队，并且开展统战工件，图结了纪提纲、樊玉

塔、巫惶通等知名人士，建立了相当于地方政权的西县抗

敌总会。事实证明，在南京城下和平军水词地区仍是可

以建立拉日根据地的。陈毅民志高瞻远嘱，援予管文蔚

同志所部以"新西军丹 F日潜击纵 p人"番号， þ反支队政治部

主任刘炎等军政干部帮助工作，开辟丹北地莲，为新西军

向北发展的造了有科条件。又授予上海地下党掌握的梅

先迪、何克希部以"江南拭目义勇军第三路"的番号，派支

队参谋长萌发坚等军政干部去加强领导，为新盟军向东

路地区发展准备力量。 1939 年 5 月，味毅同志浓我率六

团以"江南拭目义勇军"(简称江主〉名义东进。"江拉"血

战黄土塘，夜袭)v午墅关车站，直逼上海近郊，火挠主工桥飞

轧场，新团军的威名远扬海内外。但是，型民党特务武装

忠义救国军竟向"江拉"发动进攻"江抗"被迫自主，六司

副团长吴娓同志牺牲于江院马镇。随后"江拉"奉命西

撤渡江南北发展。这时，薪自军一、二支队统妇珠毅同志

指挥，成立江南捂挥部，由味毅、粟格同志分任王副捂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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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山地区我军也取得了著名的廷陵大捷。 11 丹，珠毅同

志派陶勇同志率由团主力一部北渡长江，与"挺级"一部

合编为"苏皖支队"继而派六囡北上，与"挺统"合编。

1940 年 7 月，江南苟挥部率二团、新六司和江抗二国渡江

北上，提入剖建苏北根据地的斗争。所以陈毅同志说:

"撞兵、渡江都是很正嚼的"。"‘江抗'的渡江与东道需

(掏勇〉到天长六合都是有战略意义的。"①

珠毅同志还指出，苏吉拉自斗争在"江拉西撤以后，

谭震林同志东来，是第二时黯的开始"f1东南局和新四军

军帮派谭震林司志率领一扯干部，于 1940 年 4 月到东路

地区工件。那时，江拉留在阳澄湖一带的货病员成立了

东路司令部，重建了部队。谭震林同志来后改为"江南抗

E 救国军东路指挥部"潭任司令员兼政委。工作重点放

在发展武装和创建披挂地上，以苏常太地区为基点，东出

昆嘉太，西入澄锡虞。 jiJ 是年 11 月，大小战斗 50 余次，控

制大小市镇 90 余个， 1陆续组或一拉主力部队及县区常各

队。茅山地!R军民在新西军二支队罗忠毅司令员、寥海

涛副司令员和以邦振询同志为书记的苏南军政委员会领

导下，于乳臣原有阵地的同时，还完成了发展长荡湖、 i 昌

湖、太湖和澄武锡地区的任务。皖南事变后，东路部队编

为新四军三支队，成立新的江声指挥部，谭震林司志任捂

挥，统一指挥江南辛苦四军，击退了国武党忠教军如第四十

① ~J941 年 7 片 6 日陈毅:(建设六师为党的模范游击兵团》，载 M、南 Otrl 根据
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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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反共进攻。 1941 年 3 月上督，江南新型军编为第六

师，潭震林需志任部长兼政委，二支队编为第十六旅，三

支队编为第十八施。并且成立江南行政委员会，领导 6

个专员公署，28 个县政府。

苏南抗 E 根据地的发展像一框利结束j 进 E 伪心脏。

E 伪从 1941 年 7 月开始，重兵正境，)f]军事进攻、政治伪

化和特工破坏等手段，对苏南根据地分区分期进行清乡 O

苏常太地区首当其冲，遭受严重握残。 8 月下旬，日伪开

始把兵力转向澄锡虞。根据新四军军部关于"敌对苏南

清乡是分/K清乡性质，六师各旅、由应LY-分/K转移应付清

乡为指导革时"的捂示，有计划地布置了秘密工作，坚持

原地斗争;部部到率十八族及公开暴露的党政干部转移

到丹北地/K o 这就粉碎了日军开我主力、伪生根据地的

狂妄企图，并为我军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经验。院后，十

八旅转移到苏中，开辟江高宝新区 O

为配合东路反清乡斗争，十六旅向 B 伪军发动攻势。

7 月至 11 月，十六族先后攻克廷陵、九里等 30 余据点，并

在大湖沿岸的苏西、锡离开辟新区 o 11 月 28 日，吕部军

3仅泊余人奔袭漂阳塘马村十六旅旅部。罗忠毅、彦海涛

同志率部英勇拉击，掩护党政札关和群众安全转移，罗、

要二同志壮烈捂住!

1942 年 1 月，华中局召开扩大会议，邓振询、江渭清

同志在会上分射作了《苏南工作报告》和《六焊工作报

告}，初步总结了苏南根据地创建以来的经验教专J) 0 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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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确定苏南党和部队的主要任务是:用一切方法坚持

苏甫的斗争与阵地。陈毅同志也指出:苏南是完全处在

敌后，又是三角斗争彩势 σ 我钉的力量比之 5 寇、顽 E派

都弱，占第三位，力量悬殊，因此"目前主要还是游击战

争" "工作方式以政治斗争为主，军事为辑，不能单靠打

仗。"苏皖区党委自江渭清、邓振询闰志任正、哥书记:十

六旅由钟 E楚自志任旅长，江渭清同志任政委，由新四军

一师指挥。苏南抗日斗争又进入了薪阶段 ο 经过半年的

艰苦努力，取得了丰项成果c 茅山棱据地于是年 6 舟，粉

碎了 E 伪对直兴悔口地区的扫荡，巩固了太湖沿岸地区;

7 月又攻克博望、小丹南等据点，恢复了横山地区。苏常

大、澄锡莫清乡区也于 1942 年春开始，逐步恢复点钱工

作，装复潜击基点。 1942 年成，新 E 军二旅主力南下，与

十六旅合缮，王必成同志任旅长，江渭清民志 1f-政委。

1943 年春夏，苏南军民提提东路反清乡斗争的经验，采取

井线打击和内线坚持相结合、公开斗争与秘苦斗争桔结

合的方针，取择了丹北、茅山和太 i圣地区反清乡的胜利 C

E 军大本营高级考察臣也不得不承认镇江地运的清乡遭

到失败。苏南军民为夺取反清乡的胜利也付出了代告，

曾担任过中央苏维埃政府劳动部长的苏皖区党委副书记

邓振诲同志在战斗中以身乎每囡!在自传清乡的同时， 00

民党二十三集团军 13 个团竟然大举清剿我深陆、漂水地

区，十六揉搓迫自卫反击。 1943 年 9 月，自军进攻 E 民党

统治区，国民党军望风雨选，三日连失四城;我军则敌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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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逞，向郎溪、广德、深甜、高淳进军，牵制打击敌人，开辟

新区。

1944 年春，抗战即将进入反攻阶段， 8 伪已无力进行

频繁的扫荡，苏南报据地得 jÙ 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进行

建设。与此同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利向前推进，为了

逆接战略反攻，中共中央确定新西军主力发展东南地旺

的方针。刘少奇、陈毅同志也从延安来电，指出新西军的

任务是自江南发展，以便在战略反攻时配合盟军登陆，

"破敌、收京、入 i户"。 12 月下旬，粟禧司志率新团军三旅

南下; 1945 年 4 月，我率教导旅(即一放)菌下，成立苏菲

军区，粟洛同志 11 司令员，我任高司令员，谭震林民志任

政委(未到职)。部队向南挺进，控制了武康、建清等县

境，开辟了莫干 w 区，继又击退了顽fE );政第一、第二次对

天 E 山区的反共进攻，解放了孝丰、临安等县，打通了与

海东的联系 o 6 月，顽囡派调集 14 今炜 66仅拍余人向天白

山发动第二次大提模进攻，遭我自卫反击，为坚持清苗、

巩E 苏南创造了有利条件。东路地区也由积蓄力量转白

恢复和扩大抗 E 游击报据地，配合主方向南发展。

抗战八年，终于违来了最后是耗。在毛泽东同志《对

E 寇的最后一战〉声明的召唤下，苏南军民自拒不技碎的

日伪军展开握烈进攻，相继解放长兴、潭陪、深水、金坛、

安吉、部溪、广德、高淳、南汇、宜兴等县城，还攻克中小据

点 100 多处，苏南拉吕棱据地扩展到 25仅后平方公里，包

括苏南除大中城市以外的广大地区和商江、安徽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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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抗战八年.苏南军民的战斗道路，雄辩地证明了拉 5

战争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束战争的伟大成

果。我们今天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新的

历史时期，我 1fJ不仅要了解中国的今天，苟且要了解中国

的昨天，从宝贵的历史财富中获取教益。对于苏南军 5己

的英勇斗争和苏南抗战的历史经验，绝大多数青年是知

之甚少的，即使亲身经历了这一斗争的人，也往往国国于

一搞市缺乏全苗和深刻的了解。型 i毡，希望广大读者，尤

其是青少年，认真读一读这部史稿，从革命前辈英雄斗争

的事迹中，波取智慧和力量，激发爱国主义情感，为提兴

中华作出贡献。

1987 年 5 月写于南京东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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