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卿
’

、。

、

至≥华。李凰梧 主编

中国社会出版社



中国现代日志
下 卷

(1935——1949)

主编 王一华 李凤梧

中国社会出版社

m

。

“，¨?。。}舅

哆

气

．辫缫～鬃露缴㈣‰黔一t筮霹雾筮ⅢI_％㈣》_∞孰_墨lF翳《一矿。t露#整融参”，”融；菹黪甏“黔I扩乱黔器q一

≯{
，—黔一蕾}l搿。丸p彤r．≈≯坳醪。心麓H



下卷 目 录。
。

t k二 · ‘

’

1 1935年⋯⋯⋯o⋯⋯⋯(1235)一 4月 ⋯⋯⋯⋯⋯⋯(1426)．

-， 1月oj··⋯⋯⋯⋯(1235)’- 5月⋯⋯⋯···⋯⋯(1433)

2月‘⋯i··⋯⋯⋯⋯r(1242) 一：6月⋯-⋯⋯⋯⋯(1438)

；： 。|，3月 ：⋯⋯⋯⋯⋯··(1249) v，7。月 ⋯⋯⋯⋯⋯⋯(1443)

4月 ⋯⋯⋯⋯⋯⋯(1255)’8月 ⋯⋯⋯⋯⋯⋯(1456)

。5月’⋯⋯山⋯⋯⋯(1260) ’j

9月 ⋯⋯⋯⋯···⋯(1468)

3．． ，6月+⋯⋯⋯⋯⋯⋯(1266)： 10月⋯⋯⋯⋯⋯⋯。(1476)
： 。。

7月⋯⋯⋯⋯⋯⋯(1272) 。11月i··⋯⋯⋯⋯⋯(1485)

8月’⋯⋯⋯⋯⋯⋯(1278)‘． 12月⋯⋯’⋯⋯⋯⋯(1493)

?9月⋯⋯⋯⋯⋯⋯(1284)1938年⋯．．．⋯．．．．⋯⋯⋯(1502)
一， 10月小⋯⋯⋯⋯⋯(1291) ，1月 ⋯⋯⋯‰⋯⋯(1502)

： ’11月‘⋯⋯⋯m⋯⋯，(1298)’一2月‘小⋯⋯⋯⋯⋯(1509)
” o 12月⋯⋯⋯⋯⋯··_(1307) 3月1．．．⋯‰⋯⋯⋯(1516)

，j。 1936年⋯⋯．．．⋯⋯⋯⋯(131 6)‘ ?，4月 ⋯⋯⋯⋯⋯⋯(1524)’

：。 ‘： 1月m··i⋯⋯⋯!．．(1316)’4+5月⋯⋯⋯m⋯···(1530)
、《；．t 7

2月⋯⋯⋯⋯⋯···(1323)( 6月”m⋯⋯⋯⋯⋯(1537)
’． ：，：‘3月川⋯⋯⋯⋯⋯(1330)‘ 7月，⋯⋯沁⋯⋯⋯(1543)

、 4月‘··t⋯⋯⋯⋯⋯(1337)一．’8月⋯⋯⋯⋯小⋯(1551)
，5月⋯⋯⋯⋯⋯⋯⋯(1343) ，‘9月⋯⋯m 0 00 0·0···(1557)

6月 ⋯⋯⋯．-．⋯⋯(1350) ’“10月⋯⋯⋯⋯⋯⋯(1561)
，， ‘7月 ⋯⋯⋯⋯⋯⋯(1358)j’|，11月⋯⋯⋯⋯⋯⋯(1569)

8月⋯⋯⋯⋯⋯⋯1(1365) 一12月⋯⋯⋯⋯⋯⋯(1575)

；． ：，’。，’。9月⋯to dd'o··⋯⋯⋯，(1372)1939年⋯⋯⋯⋯⋯⋯⋯(1582)
～。 ：10月⋯⋯⋯⋯⋯一“(1381)⋯ 1月⋯⋯⋯0 4J·00 0-·．．(1582)

0 ¨s 11月-··⋯⋯⋯⋯⋯(1388) 、2月 ⋯⋯⋯⋯⋯⋯(1589)

+：

‘

12月-o oe·o·66e·qJ e oe e ee·’(1395) i 3月⋯ee·4rog O o o·a·．，．(1595)

“1 1937年一⋯⋯·000 0 0·⋯⋯(1406) 。4月 ⋯⋯⋯⋯⋯⋯(1600)

’，·1月 ⋯⋯⋯⋯⋯⋯(1406)j 1．．5月 ⋯⋯⋯an o 6 o oo⋯(1607)
．r 2月～⋯⋯⋯⋯⋯··'(1414)．| 6月一’⋯⋯⋯⋯⋯⋯(1613)

3月 ⋯⋯⋯⋯⋯⋯(1420)。，7 7月-⋯⋯⋯⋯⋯⋯(1619)。
一1一 ，∥‘

’ 社

， 《 ‘ 《



8月 ⋯⋯⋯⋯⋯··-

9月 ⋯⋯⋯⋯⋯⋯

10月⋯⋯⋯⋯⋯⋯

11月⋯⋯⋯⋯⋯⋯

12月⋯⋯⋯⋯⋯⋯

1940年⋯⋯⋯⋯⋯⋯⋯

1月 ⋯⋯⋯⋯⋯⋯

2月 ⋯⋯⋯⋯⋯⋯

3月 ⋯⋯⋯⋯⋯⋯

4月 ⋯⋯⋯⋯⋯⋯

5月 ⋯⋯⋯⋯⋯⋯

6月 ⋯⋯⋯⋯⋯⋯

7月 ⋯⋯⋯⋯⋯⋯

8月 ⋯⋯⋯⋯⋯⋯

9月 ⋯⋯⋯⋯⋯⋯

10月⋯⋯⋯⋯⋯⋯

11月⋯⋯⋯···⋯⋯

。， 12月⋯⋯⋯⋯⋯⋯

1941年⋯⋯⋯⋯⋯⋯⋯

1月 ⋯⋯⋯⋯⋯⋯

2月 ⋯⋯⋯⋯⋯⋯

3月 ⋯⋯⋯⋯⋯···

4月，⋯⋯⋯⋯⋯⋯

5月 ⋯⋯⋯⋯⋯⋯

6月 ⋯⋯⋯⋯⋯⋯

7月 ··t⋯⋯⋯⋯”·

8月 ⋯⋯⋯⋯⋯⋯

．9月 ⋯···⋯””一”·

10月⋯⋯⋯⋯⋯⋯

11月，⋯⋯⋯⋯⋯⋯
、j 12月⋯⋯⋯⋯⋯⋯

(1625) 2月⋯⋯⋯⋯⋯⋯

(1631) 3月⋯⋯⋯⋯⋯⋯

(1637)4月 ⋯⋯⋯⋯⋯⋯

(1642) ，5月⋯⋯⋯⋯⋯⋯

(1648) 6月 ⋯⋯⋯⋯⋯⋯

(1 656)。 7月 ⋯⋯．．．⋯⋯⋯

(1656)8月 ⋯⋯⋯⋯⋯⋯

(1665) 9月⋯⋯⋯⋯⋯”·

(1672) ，10月一一”⋯⋯⋯“t

(1 679)． 11月⋯⋯⋯⋯⋯⋯

(1686) 12月⋯⋯⋯⋯⋯⋯

(1692)1943年⋯⋯⋯⋯⋯⋯⋯

(1698) 。 1月⋯⋯⋯⋯⋯··?

(1706) 2月⋯⋯⋯⋯⋯⋯

(1714) 一3月。⋯．．．⋯⋯⋯⋯

(1720)，，4月 ⋯⋯⋯⋯⋯⋯

(1729) 5月⋯⋯⋯⋯⋯⋯

(1737) ·6月，⋯⋯⋯⋯⋯⋯

(1747) 7月．⋯⋯⋯⋯⋯⋯

(1747)7，。8月 ⋯⋯⋯⋯⋯⋯

(1754) 9月 ⋯⋯⋯⋯⋯⋯

(1761)。，：10月······⋯·····⋯·

(1766) 一11月⋯⋯⋯⋯⋯⋯

(1772) 12月、．．·⋯⋯⋯⋯⋯

(1778)1944年⋯⋯⋯⋯⋯⋯⋯

(1783) 1月 ⋯⋯⋯⋯⋯⋯

(1789)．’ 2月 ⋯⋯⋯⋯⋯⋯

(1794)，-’3月⋯⋯⋯⋯⋯⋯

(1798)4月⋯⋯⋯⋯⋯⋯

(1804) 5月⋯⋯⋯⋯⋯⋯

(1809) 6月⋯⋯···⋯⋯”·

(1816) 7月·⋯⋯⋯⋯⋯⋯

(1816)8月 ⋯⋯⋯⋯⋯⋯

，一2一

(1821)

(1828)

(1834)

(1841)

(1846)

(1852)

(1858)

(1863)

(1868)

(1873)

(1877)

(1883)

(1883)

(1887)

(1891)

(1896)

(1900)

(1904)

(1909)

(1915)

(1920)

(1923)

(1927)

(1931)

(1936)

(1936)

(1941)

(1946)

(1951)

(1956)

(1962)

(1968)

(1976)％



h舳
；

十

：。!
警

}
f i

9月 ⋯⋯⋯⋯⋯⋯

10月⋯⋯⋯⋯⋯⋯
’

11月oo e eo o o oe e o o e e o o eo

12月⋯ooo o o o o oo mog o oo

1945年⋯mO O g O O OO O m O g e OQIOO

1月 ⋯⋯⋯⋯⋯⋯

2月 O O O O B O Q OO O gI Q OO⋯

3月 OOO O O O⋯⋯⋯··?

4月 ⋯⋯O eO OOO OO O⋯

5月 ⋯⋯⋯⋯⋯⋯

6月 O O O OOOOOO⋯⋯⋯

*。7月 ⋯⋯⋯O O B OI O⋯

8月 ⋯⋯e oe oe o oo e⋯

9月 ⋯OO O O O a OO O O O Q⋯

10月⋯⋯⋯⋯⋯⋯

11月⋯⋯⋯···⋯⋯

’12月⋯⋯⋯⋯⋯⋯

1946年⋯OO O OO a⋯⋯⋯⋯

1月 ⋯OO O Oa O O OO O O O O 0 0

2月 o o e eoe o o o o oo oee oeo

1． 3月 o o o o o o g o m⋯⋯⋯

4月 ⋯⋯⋯o 8 o o o o⋯

5月 o o g o o o o oo m o o⋯⋯

6月 ⋯⋯⋯⋯⋯⋯

7月 ⋯8 eG egg⋯⋯⋯

8月 ⋯olo ooQ⋯⋯⋯

9月 oo e eo 0 ee o e e e eo o oo o

10月．⋯OO O O O O⋯⋯⋯

。11月⋯⋯⋯⋯⋯⋯

12月OOOII O⋯⋯⋯⋯

1947年·：⋯⋯⋯⋯·a o o e 0e

1月 ⋯⋯⋯···o oo o o o

2月 ⋯eo e o oo o oe o eo⋯

(1982)

(1989)

(1996)

(2002)

(2009)

(2009)

(2014)

(2020)

(2025)

(2030)

(2034)

(2040)

(2045)

(2060)

(2073)

(2086)

(2098)

(2110)

(2110)

(2124)

(2132)

(2142)

(2151)

(2161)

(2173)

(2185)

(2194)

(2202)

(2213)

(2223)

(2232)

(2232)

(2242)

3月 ⋯⋯⋯⋯·⋯··

4月 ⋯⋯⋯⋯⋯⋯

5月 ⋯⋯ooo O O 0 0 0B O O O

6月 ⋯OOO O O 0 0 8 O O 00⋯

7月 ⋯⋯⋯⋯O gO OOO

8月 ⋯O O，O a O⋯⋯⋯

9月 ⋯O OO O O BIQO 0 0 8⋯

10月o 00 o o e e eo o o o oo o⋯

11月⋯⋯⋯⋯⋯⋯

12月⋯⋯⋯⋯⋯⋯

1948年⋯⋯⋯⋯⋯⋯⋯

1月 ⋯⋯⋯⋯⋯⋯

2月⋯⋯⋯·g O O O O S OO 0

3月 O OO g O O⋯⋯⋯⋯

4月 ··j⋯⋯⋯⋯⋯

5月 ⋯⋯⋯⋯⋯⋯

6月 ⋯⋯⋯⋯⋯⋯

7月 ⋯O O O OOO O O O⋯⋯

’8月 ⋯O 00 el dDO D Olid O 4t,O O O O

9月 ⋯⋯⋯⋯⋯⋯

10月⋯⋯⋯···⋯⋯

11月⋯⋯D QO O Q O O gO⋯

12月⋯0 0 0 OI O⋯⋯⋯

1949年⋯⋯⋯⋯⋯⋯⋯
1月 ⋯⋯⋯⋯⋯⋯

2月 ⋯⋯⋯·····-···

。3月 ⋯⋯⋯⋯⋯⋯

4月 ⋯⋯O O O O O m⋯⋯

5月‘⋯O g O O O a⋯⋯⋯

6月 ⋯⋯⋯⋯⋯⋯

7月 ⋯⋯⋯⋯gg O O O O

8月 ⋯⋯⋯⋯⋯⋯

9月 ⋯⋯OOO O OO O O 0⋯

·-—-3‘__- ’2。t

：争

(2249)

(2258)

(2265)

(2274)

(2279)

(2287)

(2295)

(2301)

(2309)

(2314)

(2320)

(2320)

(2328)

(2335)

(2342)

(2348)

(2357)

(2364)

(2372)

(2380)

(2387)

(2404)

(2420)

(2434)

(2434)

(2450)

(2462)

(2470)

(2485)

(2497)

(2507)

(2516)

(2528)

苷’ ≯

琴 i：
i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35年l’月

。1日

t
．

-·： 譬，

1 9 3 5年． 。。I

◎中共中央在贵州瓮安县猴场召开政治局会

议，研究强渡乌江和渡江后的行动方针同题．会议

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红

军应“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以

“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而。首先向以遵义为

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

任务。”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

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以加强政治

局对军委的领导。 ” ：

◎红军第一军团、第三军团、第五军团主力到

达乌江南岸。红军先头部队林彪第一军团陈光(师

长)、刘亚楼(政治委员)第二师耿飚(团长)、杨成武

(政治委员)第四团逼进乌江江界河渡口。

◎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都庆祝中华民国成

立24周年纪念会上致词，声称：国内所需要的是“和

平统一．”欲达到国内和平统一，。中央政府与各省

关系，除了实行总理的均权制度主张，没有第二条

路。”同日，汪在《东方杂志》第三十二卷第二号发表

《救亡图存之方针》～文，声称：要抵御日本侵略，必

先“剿除”红军，“剿匪即是御侮”，。要达到御侮之目

的．必须同心并力去肃清匪患。”’、

，◎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刑法》、《中华民国

刑事诉讼法》；。一
’ ’’

、◎蒋介石在杭州浙江省府主席、各委员及各厅

长就职典礼上宣布：今年为“新生活运动年。”

、0日本驻沪海陆军数千人在虹口公园举行阅

兵典礼。日本第三舰队司令百武源吾为检阅官，驻

沪特别陆战队司令荒木贞亮为指挥． ，。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在北平开幕j是为第一

次全国性版画展览。 +、
，

◎中英庚款董事会借款筹办的中央机器厂在

沪奠基。

?“ 2日 一
，

◎红军林彪第一军团李聚奎(师长)、赖传珠

(政治委员)第一师击溃黔军第八团一个营，在余庆

‘t

县回龙场突破乌江。同日，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第

十五师(师长彭绍辉，政治委员肖华)和罗炳辉第九

军团从回龙场渡过乌江。

◎国民政府财政部重订《精盐行销暂时办法》。
’ ’

，．． ；， 3日．

◎红军林彪第一军团陈光、刘亚楼第二师、耿

飚、杨成武第四团击溃黔军侯之担独立第二师林秀 ·

生第三旅第五团，在瓮安县江界河口渡过乌江，并’

占领黔军国防司令部所在地猪场(珠藏)。同日，下

午，军委纵队由江界河渡口渡过乌江。 ，．

@彭德怀第三军团由开阳县茶山关(侯之担独。

立第二师第二团未抵抗)渡口渡过乌江，并进入尚

嵇。，z一 ．，

4日 。’ ，。

◎红军林彪第一军团攻克湄潭，并分兵两路向

遵义、绥阳挺进。 ·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发出《粉碎敌人新的进．

攻，保卫新的苏区宣言》，号召根据地人民行动起

来，粉碎敌人的“围剿”。 } ⋯

◎红军程子华、徐海东第二十五军循黑龙江旧

道向东南推进。 8，．，一

．◎国民党“追剿”军第二兵团总指挥薛岳抵马

坪场，与贵州“剿匪”军总指挥王家烈商定黔北部

署：侯之担黔军独立第二师6个团固守遵义，柏辉章

第一。二师开赴遵义、刀靶水之间，并保持乌江渡

河点。 ：， ‘，。

．+0日本关东军在大连星浦旅馆举行会议，讨论

对华侵略方针。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特务

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第二课长石本、第三课长原田、

参谋河野、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驻山海关

特务机关长仪我、驻济南武官花谷正、驻沪武官影

佐和驻平津武官等出席会议。会议对东北与关内通

车、通邮和关税等同题进行了讨论。会议要求中国
。

充分履行《塘沽协定》，调整华北中日关系，实行“中7

日提携。”n，
4。

．，．

一 ，：

@法国驻华大使韦礼敦就国民政府取缔民国

元年法人在中国设立的万国储蓄会，向国民政府外，

交部提出抗议．
? ，； _ ：

* ，j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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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 禅入藏。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出《关于我野战军迅 ◎河北省邮政管理局局长曹健庭与民营榆关

速休整，准备进入反攻战的指示》，指出：各军团须 汇通转递局经理黄子固签订《承办东北通邮合同》，

于本月6、7两日先后到达遵义地区，迅速休整补充， 有效期为1年。

并准备反攻，红军“仍分三路前进，坚决并迅速消灭

阻我前进之黔敌，并实行追击。”红=师及干部团为 8日

主力担任攻占遵义消灭黔敌的任务。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都进驻遵义。红军总政

◎中央红军第一、三、五、九军团主力大部渡过 治部发布进驻遵义的通令，颁布I=I号和进城八项注

乌江。第一军团第二师向遵义驰进。 意。口号有“建立遵义的工农政权”、。创造川贵边苏

◎上海外汇平市委员会抛出纯金2．08万条，向 区”、“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

香港购觋洋2000万元济急，首批金条即日出口。由 制增加工资”．“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贫农

于香港银价高于上海，依汇率计算，损失达250万元 实行打土豪不还债不交捐”等；八项注意是：1．整齐

以上。 武装服装。2．不掉队落伍。3．不脱离部队，不自由

行动。4．到宿营地后出外要请假。5。私人不准向群

6日 众借东西。6．不乱买东西吃。7．无事不要进群众家

◎本月1 El以来，中共中央机关、中革军委纵 里去。8．注意卫生，不乱疴屎尿。

队，红军第一、三、五、九军团全部渡过乌江，并向遵 ◎红军彭德怀第三军团攻占娄山关，并经南溪

义地区推进。 ’一 口、红花园进至桐梓附近。

◎贵州省“剿匪”军总指挥王家烈在贵阳与“追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一部伏击由通化开

剿”军第二路副指挥吴奇伟、黔军独立第一师师长 往山城镇的日本军用汽车3辆，击毙日伪军7人，击

犹国才等会商追堵红军计划。 伤18人。同日，该军第一师第三团在通化二密河附

◎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发表近60 近，伏击日军胁坂支队和伪军1个连，毙敌11名，伤

年来中国耕地面积增减数字：以清同治12年(1873敌9名，缴获机枪1挺，长短枪7支。

年)为基年，截至民国23年(1934年)，耕地面积增 ◎第三国际轰炸机、战斗机各6架，自西伯利亚

1％；荒地占土地总面积的19．1％，可耕荒地占土地 飞抵巴山。是为第三国际首次与红军徐向前第四方

总面积6．36％。 面军试行航空联络。 ：

◎张希哲在秦皇岛附近密组“东亚同盟军”500 ◎孙科由济南抵泰安，赴泰山五贤祠访冯玉

人，自任总指挥。是日，张部与悍匪刘桂堂勾结，窜 祥，商谈“精诚团结，一致对外”同题。下午，孙离泰

扰冀东，占据蓟县北黄崖关。 -” 南下。

◎清华大学10名学生以“参与共党活动”罪，被

7日 ． 国民党北平当局拘捕。

◎林彪第一军团肖华第二师在遵义击溃黔省 ◎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决议：蒋介石兼任陆军

“剿匪”军后备军总指挥侯之担(兼黔军独立第二师 大学校长，杨杰兼教育长。

师长——编者)部6个团，占领遵义。 ’． ◎国联派遣的水利专家聂育夫、顾德等抵开封

◎红军贺龙第二军团、肖克第六军团在湘西慈 视察黄河。

利、江垭地区与国民党军张万信第三十四师激战 ·◎日本新任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日本关东军

后，进至大庸后溪。同日，陈济棠声称：“决以红军顽 驻榆关特务机关长仪我抵北平，并同访北宁路局局

石、太平桥阵地遭国民党军郭汝栋第二十六师袭 长殷同及滦榆区专员陶尚铭等，续商战区保安队换

击。 防、接收马兰峪及取缔日鲜浪人等问题。

◎广东“绥靖”主任陈济棠召开援黔会议，余汉 ◎日伪军与蒙古军队在哈尔哈庙发生冲突。

谋、李扬敬、张达及各师长出席。同日，陈济棠声称：

“决以第二军四、五、六师组织‘追剿部队，援黔。” 9日

◎孙科由北平到济南，会晤鲁省府主席韩复 ◎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军委纵队迸驻遵义。

榘。鬣 ．- ◎红军第三军团攻占同梓、松坎。

o西藏庄策觉林呼图克图抵南京，拟北上请班 ◎红军程子华、徐海东第二十五军攻克镇安县

r“

·-———1236————

囊 ；

’

鹫
葛

羲
瑟
g



1935年1月

城。 7
一‘

◎胡汉民派刘芦隐到沪，与王宠惠、孙科等会

商宁粤合作办法。
’

+

v◎陕西省府教育厅厅长周学昌、外交部条约委

员会委员靳志代表陕西省府与法国驻宁夏主教石

扬林在北平签订《整理陕西三边天主教产协定》，将

法天主教堂所占土地收回。 ‘r 。 _
．

』
，

1 O日。 ¨

◎中共南满特委发出《致南满全体同志的信》，

提出纠正过去对抗日义勇军“滥派政委”、“随便收

编”的错误作法，要求各地党的组织与人民革命军

政治部，注意从吉海铁路、西安煤矿工人、伐木工人

及失业工人、农民、灾民中吸收队员。强调：为巩固

人民革命军，从军部到连队必须坚持政委制度，加

强军队内部的政治教育工作。
‘

◎蒋介石为在川黔边消灭红军，电令各军作如

下部署：四川刘湘推进JiI南，相机进出黔北堵截；湖

南何键向黔东“追剿”，广东陈济棠、广西白崇禧向

黔、桂边境推进；薛岳及王家烈向北‘追剿’。同嗣，

刘湘为阻红军入川，命令：廖泽、穆肃中两旅开往

川、黔边界；郭勋祺旅开往綦江、南川}陈鸣谦部由

涪陵南开。’ 一‘

◎黔军尾追红军。王家烈第二十五军主力向黔

北移动；蒋在珍新编第八师经瓮安、余庆向湄潭、绥

阳方面推进；柏辉章第一。二师、何知重第一。三

师经息烽北渡乌江向遵义、桐陵方面进攻；侯之担

独立第二师在仁怀、赤水一带戒备。龙云派滇军第

二、五、七旅在毕书协“剿”红军。滇省府决议成立总

指挥行营统一指挥，孙渡为行营主任。

◎国民政府令：任命毛维寿为“剿匪”军东路第

二路指挥。

◎福建“绥靖”主任蒋鼎文在漳州召开全省“绥

靖”会议，主要讨论“绥靖、建设、保安团队、民众自

卫”等问题。 ’、

‘‘

’．

‘4

◎《文化建设》月刊第一卷第四期发表王新命、

何炳松、武垮千、孙寒松、黄文山、陶希圣等人的《中

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声称：在文化建设问题

上，国内“一派主张模仿苏俄；一派主张模仿意、德，

但其错误和主张模仿英、美的人完全相同，都是轻

视了中国空间、时间的特殊性。主张中国本位的文

化建设，应“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

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

◎《教育杂志》第二十五卷第一号辟“全国专家

对于教育救国的信念”专栏。周予同、周文宪等认为

教育不能救国，“教育不是独轮车，能够载着社会的

重担向前推进”，“欲以教育的力量去挽救中国的危

亡，那简直是倒果为因，不明社会原理的议论。”周

佛海、邵元仲、马宗英认为教育可以救国，可用教育

的方法和力量“以谋中华民族之复兴。”周鲠生、赵

廷为、吴俟升等认为“救国的工作是个极巨大的设

计”，“教育不过其中的一端。。。、
’

1 1日 一 一

·．’ ◎杨靖宇率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司令部直
‘

属队，在临江县红土崖伏击去漾江换防的伪军协成

第五旅第五团骑兵连，当场打死伪军19人，俘伪军

连长以下30余人，缴获马枪、匣枪40余支。在战斗，

中第一军参谋长翰宗英牺牲。’

◎汪精卫、王宠惠，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在

沪孙宅商谈“宁、粤团结”问题。同日，汪精卫发表书

面谈话，声称：“中央同人对胡(汉民)态度，三年以

来始终未变，即：1．盼望胡先生能来南京共同负责，

2．胡先生在港批评可以接受，如有误会则予以解

释，若激于意气，远于事实，亦不与较。3．如胡先生

有出洋之意，中央同人必乎乐于赞助，但此属于胡

先生之自动。” ．

◎陈济棠通电出兵援黔，声称：派第二军副军

长张达率全军从广州出发，取道梧州、柳州，与桂军

会合。 ’1
·

。
◎全国商会联合会代蜀商致电国民党中央请

废除川省苛杂。 一

◎北平故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成立。 ，

‘

◎华北最大纱厂——天津裕元纱厂，因产不抵

债，宣告停工清理，2300余工人失业。
。

◎重庆地方银行因挤兑践毙6人、伤15人。

◎JIl省财政委员会成立，刘湘兼主席。 ’

。 ◎《大公报》报道，皖省上年旱灾达49个县，灾

民870余万人。沪旱灾义赈会派人携款与省灾区筹

赈会筹办急赈。繁昌县灾情奇重，全县灾民大口

5459人，每人6角，小口4509人，每人3角，杯水车

薪，无济于事。’
”

’

}‘

’
’

1 2日
、 ◎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关于恢复赵尚志同志党

籍的决议》，承认1933年1月因贯彻“左”倾冒险主 ．

义错误，给予赵尚志同志开除党籍的处分是错误

的，决定恢复其党籍。 i 。 ‘

◎国民政府令：任命焦易堂等86人为四届立法

委员。 ，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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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致电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协同晋、

察、陕省会剿土匪杨猴小。

◎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主任贺国光等一行200

余人抵渝。

◎JIf省“剿匪”军总部决定由蓉迁渝。

◎导淮委员会与上海英商沙逊洋行签订借款

23．8万磅(约合华币400万元)合同。

1 3日

◎红军方志敏、赵观涛第十军团在赣省德兴县

东十六都怀玉山地区，被国民党军以7倍以上的兵

力包围。红军在港头、陆庄、分水关、金刚峰等地与

。国民党军激战。

◎周恩来致电李卓然、刘少奇，要求李、刘二人

于本月14日赶到遵义出席政治局会议。

◎国民党军李之杰第二十三师向铜仁、江口前

进，李韫珩第五十三师、章亮基第六十三师向镇远

北进，“追剿”军司令官刘建绪自率补充团经天柱、

玉屏向铜仁推进。

1 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指

出：“党的当前任务是要在四川、贵州广大区域中与

敌人主要是蒋介石的部队进行决战，争取这一次的

完全胜利，彻底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来创造四

川与贵州的新苏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

极大的发动当地群众的斗争，来配合红军争取决战

的胜利，造成迅速刨立新苏区的顺利环境。”

◎孙科、王宠惠由沪抵宁，并晤汪精卫，商谈

“宁粤团结”同题。
“

◎蒋介石决定调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8个师

以及黔军、桂军、川军共40万人，分头向在遵义地区

的红军进攻。

◎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教育厅、局及国

立专科以上学校，规定：《新生活运动纲要》为大、

中、小学补充教材。

◎伪满交通部发布《暂行满华汇兑规则》和《暂

行满华汇兑办法规程》。

1 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出席

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毛泽

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

奇、何毫参曛【军总部和各军印负责人刘伯承、李富
春、林藤。：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邓小

平、李德和伍修权。秦邦宪在会上作了《关于反对第

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报告》强调红军不能粉

碎第五次“围剿”的种种客观原因，来掩盖军事指挥

上的指挥错误。周恩来在会上就军事同题作副报

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

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

批评，又批评了秦邦宪和李德。

◎胡汉民在《三民主义月刊》第五卷第一期发

表《和平协作的真伪》一文，指出：南京政府对“宁粤

合作”缺乏诚意，“团结既未见精诚，国难尤未见共

赴”，要求“彻底改变其错误政策。”并奉治标意见：1．

开放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2．确定入川“剿共”，

对西南各省不作大兵压境之威胁；3．对朋友同志不

得敌视暗杀，猖獗杀人之组织须即辫散。

◎新疆省政府主席李溶、边防督办盛世才致电

汪精卫、蒋介石，声称；“无论任何国家，无一兵驻在

新疆，无寸土为外人侵占，更无机关不遵守中央法

令”；借用苏联款项，聘用苏联顾问，“既与主权无

损，更为舆论所归。”

。◎何应钦代表蒋介石到山西晴阎锡山父丧。是

日，何、阎在五台县西会村长谈“精诚团结”。

◎国民党军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在察省洁源县

长梁、乌泥河等地与伪满自卫军冲突，伪军40余人

被缴械。同日，日本关东军以宋军侵犯“满洲国境”，

命令第七师团谷寿夫旅团自承德开往热察边。

◎《中国实业》月刊在南京创刊。

1 6日

◎抚顺煤矿工人举行罢工，抗议日本人殴打中

国工人。总经理日本人明古江下令矿警开枪镇压，

工人当场被打死86人，伤66人，被捕600余人。其

中28人被日方诬为“祸首”惨遭杀害。

◎蒋介石由奉化抵沪，并访晤段祺瑞。

◎贵州赤水造枪厂400余人响应红军举行暴

动，焚毁侯之担住宅，并与侯部激战。

◎南昌行营驻JIl参谋团致电各路军总副指挥

严密防堵红军北上，声称：“倘不努力，定照江西‘剿

匪’条例军法从事。”同日，刘湘致电川省各县长：严

守境地，实行“政治剿匪”，敢有溺职卸责、贻误军机

者，当以军法绳其后。”

◎国际记者访赣团一行26人离南京赴赣省临

川、宁都、黎JIf、抚州、南城等原苏区视察。

1 7日

◎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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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本月15日以来，大会进行讨论和发言。张闻天

根据他和毛泽东、王稼祥共同草拟的提纲作了反对

。左”倾军事路线的发言。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发

言，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

评，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今后的

方向。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也都

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周恩来在发言中，全

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

到多数人的支持。经过讨论。会议作出《中央关于反

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由张闻天写

成文字)。《决议》指出：“秦邦宪同志的报告基本上

是正确的，“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被粉碎不

应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壮大”，“在

军事上的单独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第五次‘围

剿，的主要原因。“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

上，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这就是没有较早

地改变内线作战的战略方针，主动地实行战略转

移，而继续与敌人拼消耗，完全忽视了保存有生力

量”}在突围行动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术的，

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会议最后作出决定：“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2．

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

支部中去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

消三人团(三人团是秦邦宪、李德进入中央苏区后，

和周恩来3人组成的党中央关于军事指挥的决策

机构——编者)，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

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

最后决议的负责者。 ．

◎黔省“剿匪”军后备军总指挥兼独立第二师

师长侯之担与红军作战失败后潜赴重庆，被南昌行

营驻川参谋团拘留法办，所部善后事宜由刘湘负责

处理。 1．， 7

◎驻热河日军宣布：“决以相当计划对待宋哲

元部。” ，

◎日本驻沪陆战队2500余人在虹口、杨树浦一

带演习巷战。 。 ．j

1 8日 ’“：
、*

◎红军肖克第六军团击溃进犯慈利、大庸交界

处溪口之国民党军张万信第三十四师朱际凯旅，进

驻大庸金岩山、岩山。

◎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一部向川I省“剿匪”军

田颂尧第二路军苍溪、阖中、南江河各防线突袭。

◎国民政府令埔E命孔丘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成

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以特任官待遇，并分别

任命四配(颜、曾、思、孟)裔孙为。复圣奉祀官”、。宗

圣奉祀官”、。述圣奉祀官”(后由孔德成兼——编

者)、。亚圣奉祀官”，均以简任官待遇。

◎蒋介石由沪抵南京。同日，蒋电令南昌行营

本月底撤销。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表文告，声称：察哈尔

省沽源县乌泥河一带为伪满领土，关东军将进击该

地驻军宋哲元部。同日，日本驻北平武官高桥向宋

哲元提出警告，声称：独石口至沽源一带系属伪满

热河省，要求宋军迅速撤退，否则即将采取断然态

度。 t。

4J l，

1 9日

◎中央红军经过休整，分三路离开遵义地区移

师北上，向鳕水、赤水方向推进。右纵队林彪第一军

团从松坎出发，刘伯承军委纵队、董振堂第五军团、

罗炳辉第九军团从桐陵出发，左纵队彭德怀第三军

团从遵义出发。

◎朱德任命刘伯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陈云任

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争取少数

民族的指示》，指出：“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

密切的关系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个问题之解

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的意义，因之

各军团政治部，必须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

位。”《指示》要求中央红军各部队向全体指战员讲

清楚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必须注意的事项是：

严格政治纪律，执行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尊重少数

民族的宗教、风俗、习惯；严格反对轻视少数民族的

大汉族主义；各部队要努力争取少数民族的子弟加

入红军，并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

◎国民党“追剿”军总司令何键抵常德，指挥所

部向大庸红军第二军团进攻。

◎黄郛抵南京并向蒋介石、汪精卫报告华北政

情。蒋声称：日军进攻察东系。地方事件”，应“就地

解决。”
‘‘

◎川省“剿匪”军总司令刘湘派王蕴到西安，与

杨虎城商川北：剿灭”红军军事。 t

◎日伪军进犯察哈尔省沽源县境，主力部队由

大滩向沽源移动。同日，日本驻华使馆武官高桥通

知何应钦，声称：宋哲元不履行前约，于本月15日在

乌泥河袭击“满洲国”自卫军，掳去40余人，“关东军

不能坐视此种暴举，决定派兵彻底肃清属于满洲国

的地方。”何致电宋哲元，声称：将长梁、乌泥河及其

他处所民团槐关等撒至后方，将驻守东栅子步兵连

·-——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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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至独石口附近，改用保安队担任东栅子警戒任

务，并令宋：在长城以外竭力避免冲突，以免日军借

口。

2 O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渡江的作战

计划》，指出：中央红军目前基本方针是在由黔北地

域经JIf南，渡过长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红军第

四方面军由四JII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红

二、红六军团在JIl黔湘鄂边活动，来箝制四川东南

。会剿”之国民党军，配合此次反攻以粉碎国民党军

新的围攻，并争取赤化四川I。要求中央红军迅速转

移到赤水县和土城以及附近地域，渡过赤水河，夺

取渡河点，以便迅速渡过长江。

◎王宠惠与汪精卫、蒋介石商谈迎胡汉民合作

问题。

◎何应钦致电汪精卫、蒋介石、黄郛，声称：“关

于对日外交，中央应从速决定根本政策，否则实属

无法应付。”

◎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国民党军第二十

九军参谋长张维蕃与日本关东军驻张家口特务机

关长松井在张家口谈判察东事件。松井要求察省当

局派员到大滩和日军旅团长谷寿夫商谈。秦德纯表

示让步。

2 1日

◎从本月13日始，红军第十军团与国民党军

在港头、陆庄、分水关、金刚峰等地激战，损失惨重，

指战员大都牺牲。是日，突围的红十军团余部千余

人由军团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返回闽

浙赣根据地。‘

◎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政训处长康泽抵南京，

并与蒋介石商谈派特务入JiI事。

◎黄郛向林森报告华北政务。汪精卫偕黄到军

校见蒋介石。

◎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与汪精卫、黄郛、唐

有壬会商察东事件。

◎(南)京芜(湖)铁路芜(湖)当‘涂)段建成通

车。

◎中国和意大利两国无线电通讯开始通报。

2 2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致电红军第四方亩军
领导人，指出：中央红军将从泸州上游渡长江，为实

现这一战略计划，红军第四方面军。宜迅速集结部

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

进攻。”

◎中央红军攻占仁怀、茅台，并向赤水方向挺

进。

◎红军徐向前第四方面军发起广(元)、昭(化)

战役。同日，红军王树声第三十一军攻占转头铺，歼

国民党军胡宗南第一师第一、二游击队。红军韩东

山第二十五师、熊厚发第八十八师自朝天驿渡过嘉

陵江，包围羊模坝胡宗南部1个团。

◎国民政府令：任命李敬明为陆军第三十军副

军长，池峰城为陆军第三十一师师长。

◎18时许，热河日伪军千余人，飞机4架、装甲

车10余辆，大炮20余门，分两路向冀东进犯：一路

由大滩沿长梁、马泥河向沽源县城方面攻击，一路

由大阁镇向独石口方面攻击。国民党军宋哲元第二

十九军奋起抗敌，战斗甚烈。同日，驻津日伪军擅入

华界进行挑衅性的武装游行。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第六十七届议会上发

表演说：声称：。中国共产党虽西移，日本政府不得

不继续予以关切；各地排日风潮仍时有所闻，日本

政府甚引为遗憾。日本极重视东亚诸国之和睦，故

期望其能共同负担东亚和平及秩序维持之重责。因

此日本政府切望中国之肯定及对东亚局势之觉悟，

并望中国谅解日本在东亚之势力及地位与日本之

真意。”中国倘能将排日及抵货运动完全停止，日

本政府将予以精神上、人才物质上之援助。”

◎苏联与伪满、日本谈判出售中东路权达成协

议。议定：苏将中东路权作价1．4亿日元售予伪满，

由伪满负担苏职员退职津贴3000万元，并决定由日

本外务省欧亚局第一课长西春彦、苏联远东部长柯

资罗夫斯基、伪满外交部次长El本人大桥忠一组成

起草委员会，草拟中东路买卖协定。

2 3日

◎红军第四方面军孙玉清第九军韩东山第二

十五师、程世才第三十军熊厚发第八十八师，对羊

模坝发起攻击，王树声第三十一军一都由广元、昭

化间突破国民党军嘉陵江防线，并攻占河湾场。

◎红军贺龙第二军团与国民党军陶广第六十

二师、章亮基第十三师，在大庸黄庄坪地区进行激

战。

◎蒋介石致电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划酉阳、秀

山、黔江、彭水县为特区，任命王亦潜为该区督察专

员兼保安司令率兵驻扎，以阻湘西红军向JII、黔推

进；任命徐源泉为湘鄂川I边区“剿匪”总司令，上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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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相为该部第一路总指挥，以阻湘西红军向鄂西发 件’，由地方交涉解决。”

展。 ． ◎何应钦致电蒋介石、汪清卫。声称：“为谋一

◎10时，日本飞机在察东东栅子投弹7枚。11 劳永逸计，似不如于中日双方会谈之际，将察热边

时，日本关东军第七师团谷寿夫旅团对东栅子进行界即多伦方伦方面纠纷情形，一并提出解决，已设

炮击，中国军民死伤40余人。12时，日本步兵向独 法微露此意于高桥，谓如关东军愿将多伦方面情形

石口东北之长城线进犯。 ’． 一并提出解决，则此间可以请示中央办理等语。”

．，

， ◎国民政府令：准免许心武省立河南大学校长

2 4日t ，、 。职，遗缺由杨震文继任。 ．

。◎红军林彪第一军团攻占土城。 ◎国民政府教育部开会商讨编制简体字谱及

◎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定检查新闻原则，规 注音符号推行问题，决定：编简体字以力求易写易

定：凡对于国民党党政之设施持反对言论或涉及军识、笔简为原则。同日，教育部令山东省教育厅调查

事、外交之秘密。以及宣传与国民党不相容之主义 孔丘及颜、曾、思、孟后裔，列名呈报，以凭发给公

者，均不得刊布。 一

．．
费，资助升学。

◎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各省市：高中一年级学 ◎日本关东军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目本

生自本年4月11日起集中军训3个月。 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在北平与察省外交特派员岳开

◎蒋介石、汪精卫致电盛世才，声称：聘用外籍 f先、战区整委会委员朱式勤会商察东事件解决办

顾问及借用外款，须依中央规定办理。 法。
f，．。

?·

◎日本关东军第七师团谷寿夫旅团永见部侵 。：

占察东东栅子。
’

2 7日

◎鲁南寿张、阳谷、濮县、范县等县灾民代表10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致电贺龙第二军团、肖

人，向鲁省府请愿，要求免征丁银。并迅速堵住1934 克第六军团，要求他们利用中央红军在乌江北岸发

年夏天长垣黄河决口。 展和黔敌薄弱的时机，迅速恢复与扩大原有川黔边
。‘

苏区，并与湘西永顺新苏区的游击运动连成一片，

2 5日
“

以扩大红二、六军团的活动后方。．‘

◎国民政府立法院举行秘密会议，孙科报告察
“

◎红二军团在大庸县丁家溶召开党的积极分

东情势。·
” ‘

。子会议，纠正原红三军政治委员夏曦的“左”倾错

◎《东方杂志》发表许达生《中国金融恐慌之开 误。会议集中批评了夏曦在根据地建设、军队和党

展》一文，文称：“截至1934年12月28日，去年全年 的建设以及肃反工作等方面的错误。贺龙、关向应

白银外流失共3．56610958亿元，较1933年外流增 等领导人作了系统的发言。任弼时作总结报告。夏

加2．5亿元。上海存银1933年底为4．9亿元，占全 曦的主要错误是：“由于不信任群众，不相信红军力

国存银之半，一年之中竞流出大半。” 量，在敌人进攻面前，悲观失望，退却逃跑，没有决

◎日军第二十五联队长致函察哈尔省民政厅 心创造苏维埃根据地，使红军长期过着流荡游击的

长秦德纯，要求派代表往大滩会谈“和平”解决办 生活”；“搞肃反扩大化，使许多干部受到迫害”}“解

法。同日，驻津日军500余人在租界演习巷战，梅津 散党和团的组织，取消党领导的各级苏维埃政府，

亲自检阅。 ，，
‘ 取消红军中政治组织和政治工作。”会议规定红二

‘◎股匪杨猴小部经绥远窜入山西榆林，被国民 军团当前的任务是：加强党的领导，发展党的组织，

党军井岳秀部击溃并收编。 ， 确立和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健全政治机关；注意培

一 。一。 养和使用工农干部，提高指战员的军政素质}努力
1

2 6日 j一。 ‘扩大部队，创建新的师、团等。

◎红军林彪第一军团攻占赤水东南三旺隆场、 ，+ ◎红军第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第十

复兴场；罗炳辉第九军团攻占习水；董振堂第五军军团军团长刘畴西在德兴县陇首林，被国民党军独

团攻占三元场，彭德怀第三军团进至上城东南四龙 立第四十三旅刘震清部所俘。 。

场地区。 ◎蒋介石令t凡红军“尚未肃清”地区，概禁外

◎宋哲元致电国民党中央，报告察东情形。同 人或商旅往来。

日，国民党中央复电，声称：。察东事件系‘地方事 ◎日本侵略军强占察东东栅子，并越过长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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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泥河一线。

2 8日

◎毛泽东在土城召集政治局几位主要领导人

开会。会议根据当时的敌情认为，原定从赤水北上，

从泸州、宣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暂不能实施。为

了打乱敌人堵追计划，变被动为主动，不宜与川军

恋战，应迅速撤出战斗，从土城一带西渡赤水河，向

古蔺进军。

◎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在珠河县道南半

截河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第三军第一师，赵尚志任

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

个团共500余人，活动于珠河、延寿、方正、五常、双

城一带。

◎国民政府令：任命李骏为议订《中秘友好通

商航海条约》全权代表。

◎胡汉民之代表李晓生由港抵沪。同日，李与

孙科、王宠惠会谈，李称：胡仍留香港，并无出洋及

北来之意。

◎国民政府财政部赋税司长高秉坊在该都纪

念周上报告，声称：废除苛捐杂税已达2600余种。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在第七次全

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演说，声称：“苏联对于中国各

部(包括新疆在内)之独立与不可侵犯，为无条件之

拥护者。“苏联反对瓜分中国与外国以武力占据中

国之领土。”

2 9日

◎3时，中央红军分路从元厚(猿猴)场、土城南

北地区向西第一次渡过赤水河，向古蔺、叙永进军。

◎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陕北省第一次工

农兵代表大会在永安白庙召开。会议选举马明方为

陕北工农民主政府主席，霍维德、崔田民为副主席。

◎国民党军南昌行营驻川省参谋团通电在川

各路将领：“嗣后军事长官须常驻指定地点，倘仍玩

忽，或因之失地丧师，以抗命辱职论罪。”’

◎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旧财政部核准之各银

行发行纸币权，凡已停止及未开始发行者，概予取

消。

◎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偕参赞有野访汪精卫，

要求彻底取缔排日运动，并声称：“察东问题不致扩

大，可就地解决。”同日，日本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在

北平会晤何应钦，要求在大滩会谈。何主张先在北

平谈卺露雾蒜霎案萎姜公报：境内吸食鸦片者90镬伪满外交部发表公报：境内吸食鸦片者

万人，年消耗鸦片约达1640余吨。

3 O日

◎甘乃光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请辞内政部政

务次长及代部长职。

◎殷同、朱式勤与日本人高桥在北平举行会

谈，高提出：中国对察热边境不幸事件口头表示遗

憾；察省如数交还所收热河民团的枪械；中国军队

将不“侵入”石头城子、南石柱子、东栅子之线以东

地区，并不得有威胁行动。双方商定本年2月1日至

3日在大滩开察事“和谈”会议。

◎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日本驻京总领事须磨会

晤蒋介石，商谈“中日亲善”问题。蒋称：“中日应该

亲善，这是中山先生的遗策。”

．3 1日

◎饶河游击大队在队长李学福、政治部主任崔

石泉率领下，在大旺砬予伏击800余日军精锐部队，

毙伤敌兵百余人。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在大连发表谈话，

声称：“日本坚信设立‘满洲国’为远东和平之初步，

如有任何因素足以扰及该国时，日本将以其生存为

赌注”；“中日友谊之根据在中国驱逐共党与取消反

对日本之态度。”

◎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鲁涤平病死。

本月

徐道邻(即陈布雷)发表《敌乎?友乎?——中

日关系之检讨》一文，声称：“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

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也

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这是就世界大势和中

日两国过去、现在与将来(如果不是同归于尽的话)

彻底打算的结论”。建议国民政府不要拖延，不要僵

持，不必拘泥。应以诚意去和日本解决悬案(此文系

蒋介石分章口述，陈布雷笔录，用徐名发表——编

者)。

◎蒋介石令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指挥4

个旅又1个团对鄂豫陕根据地程子华、徐海东第二

十五军发动第一次“围剿。”

。—一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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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红军第二、六军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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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围剿”作战发出指示：。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

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碉堡前

进时，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地在

运动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

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力量是

游击队和群众武装活动。”指示决定：在湘鄂川黔苏

区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贺龙为主席，任弼时、

关向应、夏曦、肖克、王震为委员。 。；’，

◎红军程子华、徐海东第二十五军大部在陕南

蔡玉窑，小部向柞水前进。同日，红军在庙沟口与国

民党军冯钦哉第四十二师发生激战。
’

◎中共满洲省委发出《关于满洲人民革命政府

纲领及给各级党组织秘密指示信》，提出：拟在本年

召开东北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抗日人民政府。，一

◎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

◎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县市参议会组织法》．

◎蒋介石就“中日亲善”问题答中央社记者问，

．声称：“此次日本广田外相在议会所发表对我国之

演说(指广田本年1月22日在议会上的演说——编

者)，吾人认为亦具诚意，吾国朝野对此当有深切之

谅解。中国人民因迭受刺激，发生一部反日运动，政

府曾不断予以合理的制止，中国过去反日之感情，“

与日本对华优越之态度皆应共同改正，方为敦友睦

邻之道。我全国同胞亦当以堂堂正正之态度，与理

智道义之指示，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为，以示信

谊。” ti

◎国民党四川当局横征暴敛，田赋有预征至民

国60年(1971年)者。是日，刘湘电告全省：自民国

24年起，田赋一年一征；在军事未经整理就绪前，暂

照一年田赋数目附征临时税一次，凡百货物，完税

一次后，省内贩运概不重征。 。．

+◎国民党新任长江上游海军司令曾以鼎乘民

权舰抵汉口视事。川湘鄂舰队均归其指挥。，

0

2日 。．

◎方志敏、刘畴西被押解南昌。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致电各军悬赏“缉拿”

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朱德、毛泽东等。规定：凡“生

擒朱德、毛泽东、徐向前之一者赏洋十万元；生擒彭

德怀、林彪、董振堂、周恩来、张国焘之一者赏洋五

万元：” 一

，√?

◎国民政府公布《西康建省委员会组织条例》。+4

◎蒋介石调整兵力部署：将“追剿”军编为第

一、第二路军，各辖4个纵队，何键为第一路军总司

令，以主力“围剿”红军贺龙第二军团、肖克第六军

团，一都封锁黔东；龙云为第二路军总司令，第二路

军前敌总指挥为薛岳，以主力集结滇黔边境，。围

剿”朱德中央红军：同日，蒋离南京赴赣，处理南昌

行营结束事宜。一1 j，，一一， ，。

◎中日代表在热河省丰宁县大滩举行察东事

件。和平”解决会议。中方代表为国民党军第二十九

军第三十七师参谋长张樾亭、沽源县长郭靖恺，日

方为关东军第七师团第十三旅团长谷焘夫、第二十

五联队长永见、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伪满丰

宁县长亦与会。会议订大滩口约，规定：“察东各地

划为非武装区j中国不得驻兵。”_

‘： 3日 一 ^‘

◎红军徐向前第四方面军主力一部向宁强县

城外围国民党军据点发起进攻。

◎高敬亭领导中共皖西北道委在太湖县凉亭

坳召开会议。会议根据中共鄂豫皖省委的指示，将

红军第二一八团与鄂东北红军独立团合编，组建红

军第二十八军，高敬亭为政治委员：
?

+： ’一

一 ^^‘，+一
·，_

‘，：‘‘。
。

4日
：’-、 。：√““ 1

t’

◎红军林彪第一军团，彭德怀第兰军团、董振

堂第五军团、罗炳辉第九军团，全部进入川南之古

蔺、叙永、兴文、古宋、北宁以南地区，欲寻机从宜宾
’

以上的金沙江一段抢渡过江。 7。

◎红军第四方面军攻占宁化县城。

◎国民政府令，任命徐源泉为鄂湘川边区“剿

匪”总司令。 。一

◎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公布中日大滩会议口约

解决察东事件办法；“日军即返回原防，二十九军亦

不侵入石头城子、南石柱子、东栅子(长城东侧之村

落)之线及其以东之地区。二十九军所收热河民团

之步枪，计37枝，子弹1500发，准于本月7日由洁

源县长如数送到大滩，发还热河民团。”同日，日方 。．

公报则称，日方提出要求：1．中国誓不以兵力侵入

“满洲国”境，或对“满洲国”威胁，中国并立誓严禁 ．_^

刺激日本之行为，中止所有现在侦察关东军之行～．一

动。2．如中国违反此誓约，日本将采取断然自主之 ‘，

‘

行为，责任由中国负之。中国所有企图增强阵地，增

加兵力之行为，日军将视为挑战之行动。3．中国所

征收之“满洲国”民团武器，应由沽源县长于本月7

日以前全数送到南园子交日军。以上各条中方代表

承认。一，
‘

’， 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洛甫≈ j’

一1243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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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博古负党总责(总书记)，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

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苏区及附近苏区坚

持游击战争的指示》，指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

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你们的

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

合。”《指示》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

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2人组织之，项英为主席。

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

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

◎中共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陕北赤源县

周家【【佥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

会，惠子俊为工委书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

明方、崔田夫、郭洪涛、高岗、张秀山为工委委员。同

时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谢子

长为军委主席。

◎红军程子华、徐海东第二十五军在陕南蓝田

县葛牌镇击溃国民党军冯钦哉第四十二师陕军第

二五一团，在九间房歼第二四八团之大部。

◎红军第四方面军许世友第四军、孙玉清第九

军、程世才第三十军在陕南分三路从镇锁关、宁羌、

阳平关向东北挺进。国民党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

如调王毅武第四十九旅经沔县向西驰援。

◎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决议：增加中央银行资

本6000万元。

6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军委会所拟《剿

匪省份县府裁局改科办法大纲》准予备案。

◎国民政府财政部决定：海关免征土产出口

税。

◎国民党军“剿匪”军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薛

岳命令；国民党军第二纵队谢溥福第五师、万耀煌

第十三师、肖致第九十三师向土城、仁怀地区推进；

王家烈第四纵队第一。三师向赤水、土城推进}杜

肇华独立第二旅向桐梓推进，蒋东珍新编第八师扼

守松坎；吴奇伟第一纵队扼守黔西及乌江渡口沿岸

一带，相机策应第二、四纵队。各部队限于本月7日

行动，到达目的地后向古蔺地区进展，力求将红军

歼灭在古蔺、叙永地区。 一

◎日本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奉命

侦察中国西北形势，偕北宁铁路局长殷同、蓟密区

专员殷汝耕抵北平。 j

秘’ 7日
。{

尚昆、董振堂、李卓然、罗炳辉、蔡树藩，指出；“甲、根

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江计划已不可能实

现。现在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黔、

滇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

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乙、依此方针，我野战

军目前作战任务是：1．迅速并立即脱离四JII追敌，

向滇境镇雄集中。2一进行与滇敌作战的一切准备，

并争取在该集中地域休息和缩编。3．对沿途地主碉

堡，在不妨碍我军行动条件下，暂让其存在，如向我

开枪阻我前进，应消毁或监视之。丙、我野战军明8

号行动。”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设立“国立戏剧

音乐院。”

◎中英庚款会议决议：自民国24年度起年拨款

110万元作为补助文化教育基金，以3年为期，其中

以80万元办义务教育，15万元办职业教育，15万元

补助国立大学健全研究所。

◎土肥原在北平扶桑馆与殷同、殷汝耕等进行

秘密会谈。同日，土与殷同、殷汝耕会晤何应钦、汤

尔、王克敏等。

◎日本陆相林铣十郎发表对华关系演讲，声

称：“日须充分援助‘满洲国’之发展，对华关系非圆

滑进行不可。”

8日

◎红军第四方面军一部向驻新铺国民党军王

毅武第四十九旅发起攻击，歼敌一部。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

(内容与遵义会议决议相同——编者)。

◎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交易所交易税条例》

(修正)。

◎国民党川军彭诚孚部攻占川陕革命根据地

巴中县城。

9日
‘

’◎中央红军一部攻占云南扎西县城。中央红军

在扎西地区集结完毕。

◎中共中央在扎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

讨论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及部队缩编问题。会议决

定：利用敌人主力和注意力都集中在川I南一线，黔

北比较空虚的时机。作战方向转向黔北遵义一带，

寻找有利战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红军第四方面军一部分攻占沔县城。

鲫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致电林彪、彭德怀、杨 ◎国民党川军彭诚孚师攻占川陕革命根据地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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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麓}介石致电汪精卫，声称；由国际法庭法官

王宠惠乘返海牙任所之便，取道日本东京。访日当

局交换意见，较之另派他人为最无痕迹。
一 。国民政府令：任命刘湘兼川省保安司令．

囝沪交通、金城、浙江兴业、上海商业、四省农

民五银行组成中华农业贷款银团，李钟楚、邹秉文

为常务理事。本年计划以棉麦贷款为主，总额500万

殪-f。 ： ‘； ‘·：

．‘。∥ ，
1。

一 1 O日-j
。1

，-．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急；中央红军由扎西

、向东渡过赤水河同国民党军薛岳所部及国民党黔

军作战，以求发展。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关于缩编中央红

军充实连队的战斗力命令》，规定：红一、红三军团

各编为4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编为3个团，加上

干部团、警卫团，红一方面军共16个团。 ’、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李富春发出《关于优

待技术人员问题的指示》。- ：

◎中共吉东特委宁安县委和绥宁反日同盟军

党委共同决定：将绥宁反日同盟军队编为东北反日

联合军第五军，周保中为军长，柴世荣为副军长，胡

仁为政治部主任，张建中为参谋长。同日，发表第五

军成立宣言。 t，

◎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张学良、蒋鼎文、顾祝同、

刘镇华、熊式辉、赵观涛、毛炳文、罗卓英等应蒋介

石电召到庐山听训。

◎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在重庆宣誓就职。国民

党南昌行营驻川省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在就职典礼

上致词，声称：“川省积弊有六；一、私，二、贪，三、穷，

四、毒；五、乱，六、伪。” ·

。

◎秦德纯、萧振瀛会晤何应钦，报告察东事件

解决经过。 ”
．：

-。

◎《文化建设》第一卷第五期发表郑振铎《对中

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的意见}--文。文称：。文化问

题固然重要，但中国民族本身如何能生存，却是更

大的问题”，“如何组织民众，如何使民众都有自觉

的为生存的斗争心，是今日的急务，而恢复旧文化

却是死路一条。”
’

．

‘

．_

’

1 1日，． ，j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

．二、六军团负责同志：“(甲)关于目前湘鄂敌人向你

们进攻的‘围剿，，是用了何健的全部兵力及徐源

泉、郭汝栋等部，情形是严重的。但在你们正确与灵

活的领导下是能够打破的。目前南京政府的统治正

在进一步崩溃，全国革命斗争是增长不是低落。一

些苏区及红军虽遭到暂时的部分损失，但主力红军

存在，游击战争是发展着，四方面军正在向川敌进

攻，我野战军正在云贵川广大地区活动，与你们相

呼应，新的胜利正摆在你们与全国红军的面前。”

。(乙)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健

部队的疲弊，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

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

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

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

的活动。对敌人须采取疲弊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

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丙)你们主要活动地区

是湘西及鄂西，次是川黔一部，当必要时主力红军

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

至渡过乌江。但须在斗争确实不利时，方才采取此

种步骤。(丁)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

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龙)、任(弼时)、关(向

应)、夏(曦)、肖(克)、王(震)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

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的方针。”

◎中央红军离开扎西东进，向国民党军兵力薄

弱的桐梓、遵义地区前进。 ．．

◎国民政府令：各机关遵照国民党中央常委会

决定原则检查新闻。“凡对于党政之设施，有事实之

根据，而为善意之言论，除涉及军事、外交秘密或妨

害党国大计者外，均得自由刊布之，但不得宣传与

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

◎秦德纯由北平抵天津，向察省府主席宋哲元

报告察东问题解决经过及善后情形。
‘

*

。‘ 1 2日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持游击战争给中央分

局的指示》，指出：“放在你们及中央全党面前的任

务是坚持游击战争，是动员广大群众用游击战争坚

忍的、顽强的、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乡’政

策。”要求“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

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

◎黄郛会晤王宠惠，谈访日事。王声称：准予本

月16日赴日，已直接向日使有吉说明顺道访日之

意。黄认为：“访日见人范围及谈话程度颇费斟酌，

过露恐被利用扩大宣传，些微不露，又恐失访日意 。

义，杳无所得。”” ‘·

◎王晓籁当选为上海市参议会议长。

◎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通过《外交部视察专员 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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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日

◎蒋介石在庐山对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发表

谈话。声称：“中日两国不仅在东亚大局上看来有提

携之必要，即为世界大局设想，亦非提携不可”，“中

国不但无排日之行动与思想，亦无排日之必要”，

“中日经济提携”，。应先从改善两国间之现状，并恢

复其正常关系做起。”

◎殷同、殷汝耕、陶尚铭与日本驻华公使馆武

官高桥、日本驻榆特务机关长仪我在天津商定新编

保安队开入战区原则：保安队5000人，警察4000

人，共9000人；携带武器大枪数与兵数同，小枪数与

官长数同，机枪每中队两挺}东开时，由日使馆武官

高桥、天津日军参谋川口及战区清理委员朱式勤共

同点验。

◎苏北贾汪华东煤矿外来的1700余名工人因

待遇不公，屡请加薪未遂，举行罢工并封闭煤井。

1 4日

◎红军徐向前第四方面军主力3万人，向陕南

南郑、褒城发起进攻。

◎国民政府令：准免李元鼎审计部部长职；遗

缺由陈之硕代理。

◎汪精卫在沪与王宠惠谈访日事。

◎日本驻天津屯军司令梅津偕日本参谋本部

第二部长矶谷抵北平。晚，何应钦设宴招待梅津等。

◎日本外务省协议“中日经济提携”意见：1．中

国取缔排日运动为“中日经济提携”的前提。日本由

中国购买棉花、农产品、铁、羊毛等原料，同时对中

国输出工业品、机械类及杂货；2．为安定中国经济

界，消除金融恐慌，促进中国贸易，在沪设立2亿元

信用制度；3．研究白银流出所发生财政不赛之对

策。

1 5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致电各军团首长，指

出：“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军为

主要的作战目标，决定先由林滩经太平渡至顺江场

地段渡过赤水，然后分向桐梓地域前进，准备消灭

由桐梓来土城的黔敌或直达桐梓进攻而消灭之。”

◎国民政府令：任命俞家骥为行政院驻北平政

，务整理委员会秘书长，任命李平衡、包华国为中国

出席第十九次国际劳工大会代表t李为第一代表。

◎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豫鄂边区各总指挥、军

军重要首领全部捕获或加斩杀，否则以“纵匪抗令

论罪”。 ‘、

◎同日，蒋电令何键：按计划“进剿”湘川边红

军。

◎黄郛、汪精卫、王宠惠致电蒋介石，报告商谈

对日问题。电文称：“三人共同详密研究决定：谈话

程度，以京中所订四项原则为限度，而以探实彼方

真态为主旨；见人范围以外部为主体，旁及军事，以

事敷衍，而免忌妒，但回避参部，以防利用。更与法

界及国际法学协会等团体周旋，以资点缀。” ‘．

◎蒋介石致电鄂、豫、皖、赣、闽省府主席，要求i

他们：“确定建设及绥靖中心工作，以3个月为一期‘

按计划办到。第一期中心工作，限本年5月底完成。”f

．◎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通过《陆海空军惩罚条＼

例》。

◎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偕参谋大木由北

平赴张家口“考察”。

◎日本关东军驻榆关特务机关长仪我访冀省

府主席子学忠，商谈新保安队开入战区问题。人数

仍维持5000人，除携步枪外，得携轻机枪50挺。

1 6日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告全体红色战士

书》，指出，“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

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不

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

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

中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我

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

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

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

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

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

下求得战斗的胜利。”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致电红二、六军团和红

四方面军负责人，指出：红一方面军在川滇黔边区

广大地区活动，并创造新的苏区，以与红二、六军团

和红四方面军呼应作战。

◎国民政府财政部金融顾问委员会在沪成立，

孔祥熙为主席，张公权为副主席。

◎蒋介石由牯岭飞南昌。

◎新疆省建设厅长高惜冰抵北平，并晤何应

钦。同日，高对记者发表谈话，声称：新省俄籍顾问

一部已回俄，现仅余六七人。外传向俄借款，系俄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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