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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日前线，深入敌后’，开

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与山西

地方当局阎锡山商谈，成立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

员委员会(以下简称。战动总会”)，以合作的方式进行全民总
’

动员，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I．’．。； ，

、 ’

：战动总会成立于1937年9月20日，一中国共产党、八路军·
。

派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参加了战动总会的领导工

作。战动总会主任委员由著名的爱国将领续范亭担任。战动总

会是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共产党、八

路军在二个战略地区范围内同地方当局合作，7吸收有关方面代。

表参加，形成固定的组织形式，提出奋斗纲领，进行战地动员，
“

团结抗日。这种公开，平等、有纲领、有组织进行合作的形式，

在当时全国还是第一个．战动总会首创了敌后抗日统一战线组”

织的范例。根据协商的动员范围和管辖区域，战动总会在晋察

． 绥等广大地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群众动员工作。正如毛泽东

指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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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统二战线。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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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

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①

总会是统一战线的战时政权组织，它以其战时政权的

权威性，动员组织群众，武装群众，配合八路军创建

地。共产党、。八路军派出代表，以公开的身份参加和

组织，因此，八路军在创建抗日根据地中，就以战动

总会的名义，以合法的形式进行战争动员，取得人力，物力、财

力的后援，打好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从而不断开拓和

发展了抗战局面。战动总会在晋察绥等广大地区，充分发挥了

动员群众支援抗战和协调各方面力量共同抗日的战时政权职

能，其中在晋东北和冀西部分地区，。在绥远大青山地区，动委

．会由代行部分政权职能，或代行全部政权职能，．到后来过渡到

了共产党统一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 ．

’

’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山西成功地解决了统一战线的

形式下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问题，其中的一支武装力

量就是战动总会所属的各游击支队。战动总会行使组建抗日武

、装部队作战的职权，使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形式下很快发展壮大

了部队，组建了战动总会领导的基干游击队21000余人，此外，

，还发展了县、区地方游击队12000余人，自卫队65000余人．战

动总会所属的武装部队，在晋察绥广大地区展开对日作战，配

． 合八路军，开创、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

业绩。战动总会组建发展的武装部队，后来改编为陆军暂编第

一师，是山西新军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归入TA．路军的序列，

。 战动总会还为协助、掩护基层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

的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二般是党的系统多头建党，而

党的组织和党的活动，。又以公开合法的组织形式作为掩护。例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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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晋西北地区，。‘晋西事变’以前，晋西北区党委尚未公

。开”，区党委。常常是通过战动总会这个合法的组织形式开展党

。的工作的。”“晋西北许多县党的县委书记或部长在动委会的掩 。

．护下进行党的活动。党的政策方针和决定指示，通过在动委会

中的党员去贯彻执行。”“战动总会和各县动委会中的党员是由

晋西北区党委直接领导的，有的县的党组织是在建立动委会的

同时建立的，有的县先成立了动委会，后建立县委，有的县先

建立了县委，后成立动委会。这些县委的机关都是以动委会公，

开合法的组织形式作掩护的，。一套人马两个组织。晋西北区党

委和战动总会的这种关系，是我们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政策的一个成功的范例。”①党的组织和党的活动以动委会来作

掩护，这是开展党的工作的一个好的方式。 ．

战动总会经历了又团结又斗争的复杂过程。中国共产党与

阎锡山合作，成立了战动总会，产生了工作纲领，及到后来，阎

锡山走向倒退和分裂，想方设法拆战动总会的台，拆台不成，便

多方限制，制造事端。对此，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必要的斗争。这

种斗争，时时处处是从抗日大局出发的，时时处处是执行和维 ．

护共同认可的纲领的，斗争是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

为了抑制阎锡山的表里不一，反复无常。同时，为了保持与阎’

锡山的统一战线，也曾几经适当让步。最后，为了争取推迟与

阎锡山的公开冲突，终于被迫于1939年7月1日宣告结束战动

总会的工作。 ，
。。

·

，

战动总会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发挥的作用很大。战动总会

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

① 引自：罗贵渡在战动总会成立5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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