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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27年8月1日

南昌起义到今天，已度过了60多个春秋。这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为唯一宗旨的军队，在夺取政权和保卫政权的斗争中，从胜利走向

胜利，不断成长壮大，在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道路上奋勇前

进，已成为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钢铁长城，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

量。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这支人民军队积累了丰富的建军与作战经

验，形成了自己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

科学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

结合的毛泽东军事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无数革命先烈、人民军

队广大官兵和亿万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人民极为宝贵

的精神财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杰出领导人和无

数革命先烈，对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伟大功勋和建树，将永垂中国人

民解放军的史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多年来，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历史资料。

过去对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缺乏全面、系统的整理，影响了对中国人

民解放军历史的研究和宣传。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编纂出版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遵

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全面、完整、系统、准确地汇集人民解放军在

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重要战役、战斗和军队建设中重大问题重大事

件的历史资料，并对重要史料认真进行考证和核实。这套丛书的出

版，将为研究和宣传人民解放军的历史，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研究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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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军事思想，研究国防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的依据；也为向军队

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光荣传统教育

提供重要参考资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分若干卷，每卷分别由综述、文

献、回忆史料、大事记、表册、图片等部分组成。中共中央军委批准由

于永波、徐信、刘明璞、姜思毅、侯树栋、赵可铭、程建宁组成中国人民

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在中央军委领导下，统一组织领导

全军历史资料丛书的编审工作。许多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亲自主持

编纂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区、军兵种和国防科工委、军

事科学院、国防大学等单位，领导和参加了有关卷册的编审工作。这

套丛书还得到了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一些中共

党史、军史工作者、专家协助审阅了部分书稿。选编不当和疏漏之处，

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订。 ，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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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团结起来的广大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以进一步加强与各国人民的

友好团结，为制止新的战争，保卫世界持久和平而斗争。

《八路军》史料丛书包括以下各册：(1)综述、大事记册。综述客观·

地概述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对敌斗争和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大事．

记编纂有关八路军的重要纪事：7(2)文献册：选编中共中央和中央军

委、八路军总部、各师各大战略区以及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的部分重j

要历史文电。(3)回忆史料册。选编八路军旅以上或起开创作用的独

立部队领导人撰写的具有史料价值的回忆文章。3(4)表册。编纂八路

军的序列、团以上干部名册、重要战役战斗统计、烈士名录、英模名录

等。(5)图片史料册。选编、复制具有史料价值的照片，有关的斗争形

势图和重要战役战斗要图。(6)参考资料之一。选编国民党军队协同

八路军作战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攻八路军的文电；国民党有关人

员忆述八路军的文章和国内外友好人士当年对八路军的评述文章。

(7)参考资料之二o、选编日、伪军同八路军作战的文电’、日方有关人员

．论述八路军的文章等。
： ’⋯‘。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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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地、真实地反映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战斗和发展的历史

进程，我们在编辑工作中，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遵循求实存真的原则，对各种史料作了认真地考证与核实，力求使这

部丛书所披露的史料和引出的观点、结论，符合历史的原貌，经得起

历史的检验。’
’。

，!‘
‘’

‘《八路军》史料丛书，是由国防大学(原由军事学院)、总政治部、

总后勤部、北京军区、济南军区、成都军区(原由昆明军区)、兰州军区

及原乌鲁木齐军区、海军、第二炮兵、军事教育学院(原石家庄高级陆

军学校)、解放军档案馆等单位选派干部编纂的。‘。
‘

《八路军》编审委员会 i

! ．，：。199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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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节．

抗臼战争爆发；八路军主力出征。

，

抗日战争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资本主义各国在1929年到1933年的经济危机中，受到沉重打击。德、意、日

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危机，走上了国民经济军事化的道路，在政治上日益法西斯

化，成为亚洲和欧洲的战争策源地。早在1927年，日本内阁就确定了先独占东

北、内蒙，进而侵占全中国的扩张政策。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沈

阳，接着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成立了伪满洲国。1933年，日军侵占热

河省n 3，并控制了冀东地区。1935年日本又攫取了河北、察哈尔。3两省的大部

分主权，并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一，使华北五省面临沦为第二个满洲国的

危险。*
4¨

”‘．3

。。‘ ，’ 1‘J。
m

，
’’

、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多次提出与全国各党派和各阶层人民

联合抗日的主张。1935年12月9日，爆发了学生爱国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

国的新高潮。12月下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召

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二二九运动后，由于中国

人民抗日潮流的压力和英、美同日本争夺中国的矛盾日益尖锐，加上国民党内部

抗日反蒋事件接连发生，迫使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了比较

强硬的态度。1936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准备开赴抗日前

线，但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阻截。红军为了团结抗日，于5月回师河西，并发出《停

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党内指

， ’ 一

(1)’热河省现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及内蒙古自治区。

[2)察哈尔省现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及河北省。t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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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八路军·综述

示。从此，共产党放弃了“抗日反蒋”的策略，转为“逼蒋抗日"的方针。1935年底

至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代表开始在南京进行谈判，由于国民党当权者当时尚未

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民党军对红军的进攻并未根本停止，谈判没有取

“得积极的结果。1936年冬，蒋介石调集大军准备进攻红军。12月4日，蒋飞抵西

‘安。12日，主张联共抗日的国民党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了

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和平解决西

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参加张(学良)、杨(虎城)同蒋介石的谈判。

24日，达成抗日救国的6项协议。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

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19．37年上半年，周恩来等同蒋介石进行了数次关于合作抗日的谈判。在谈判中，

蒋介石力图限制共产党和红军的发展，但被迫在原则上承认合作抗日。 ，

一1936年，日本法西斯势力策动陆军举行军事政变，组成以法西斯军阀为核

心的新内阁，变本加厉地推行侵略和战争政策。同年11月，日本和德国签订了

《反共产国际协定》(在此之前，德、意两国于1936年10月签订协定，结成侵略同

盟)，积极准备发动世界性侵略战争。美、英、法等国为了把战争的祸水引向东方，

对德、日、意采取绥靖政策，并向日本、德国输出大量战略物资，从而助长了法西

斯的侵略气焰，加速了战争的到来。以苏联为代表的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积极倡

议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但遭到英、法等国的反对。于是，日本帝国主义决

心利用对其有利的国际形势，乘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完全形成之机，发动

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

，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靠近北平郊区战略要地卢沟桥的回龙庙一

带，进行军事演习。深夜，日军以在军事演习中有1名士兵失踪为借口，无理要求

搜查宛平县(今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城，被中国驻军当局拒绝。于是，日军炮

击宛平城，并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驻军发动攻击。．第29军37师110旅219团，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还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作为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人民全国性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一面放出“不扩大”事态的烟幕，作为缓兵之计；一面

加紧向前线调集兵力。至7月下旬，日本对华增兵10万左右，进一步完成了扩大

侵华战争的军事部署。7月26日，日军攻陷平津之间要地廊坊。28日拂晓，日军

盔舅～哟一簟-■舅～



抗日战争爆发，八路军主力出征

‘．： 集中大量兵力，向北平郊区南苑阵地进攻。第29军激战终日，副军长佟麟阁、第

132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殉国，部队伤亡惨重。29、30日，北平、天津相继陷落。日

-军占领平津地区后，继续增强兵力，先后调集8个师团又5个旅团近30万人，在
4

航空兵团的配合下，分3路在华北地区展开战略进攻：一路沿(北)平绥(远)路西

}， 犯，进攻察哈尔、山西和绥远“3；一路沿(北)平汉(口)路南下，进窥河南；一路沿

(天)津浦(南京浦口)路进犯山东，企图迅速占领整个华北。～。．1|． o。一

，：一继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又在上海制造了虹桥机场事件。·8月9日，日本海

。 军陆战队的军官驾驶军车强行驶入上海虹桥军用机场，与守卫机场的中国哨兵

- 发生武装冲突，日军军官和士兵各1名被击毙。，日军以此为借口，向中国政府提

巴 出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绝。8月13日，日军在虹口、杨树浦一带抢占阵

I 、 地，对中国军队发起攻击。14 FI，中国军队进行反击，拉开了淞沪会战的战幕。在

墨· ，， 历时3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浴血奋战，打得十分顽强。国民党军第88师524

o ’团团附谢晋元率八百壮士，坚守闸北四行仓库4昼夜，歼敌200余人，使中国国

i 旗在已成为“孤岛”的四行仓库楼顶上高高飘扬。，11月5日，日军从杭州湾大举

，登陆，由西线迂回中国守军的后方，中国守军奉命全线撤退，日军遂于11月12‘

；：
～

日占领了上海：在淞沪抗战中，中国守军奋勇作战，予日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全

，’ 国人民的抗敌意志0；：一“·{’ _⋯。． 。、。’k“：’．‘，_¨，_·二j’‘

f。 ．‘“日本侵略者一再制造事端，其目的就是为了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日本军

：+ 部为此制定了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企图在短期内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因此，

∑’ 。

日军一面在华北大量增兵，扩大侵略战争，一面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挑起战

’。’t ’事，占领上海，进逼南京，企图迫使国民党政府屈服，迅速结束这场侵略战争。j：

：，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了全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新的历史．

1： 时期。事变的第2天，中共中央即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
⋯ 急l华北危急j中华民族危急!j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
一

。，。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

略!’’同日，中共中央指示北方局∞’，加强与各界爱国分子合作，组成坚固的统一．

·’T—————_。·1 ’0．，。++ ．‘。’}。=’’、、’：I。’

(1)绥远省现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

(2】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共中央北方局设于天津，书记刘少奇．抗日战争爆发后，北方局由天津迁往
1

j一：太原、l陆汾等地，后进入晋东南抗日根据地。1938年刘少奇到延安，由杨尚昆任书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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